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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肤子 70 %醇提物抑制速发型及迟发型变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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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地肤子 醇提物对速发型变态反应及迟发型变态反应 ⁄× 早期相和后期相的抑制作用 探讨其可能的

作用机制 ∀方法 体外试验中 分别将地肤子醇提物与大鼠腹腔肥大细胞或离体豚鼠回肠预温孵 观察其对 ∏ 诱

导肥大细胞释放组胺 荧光法 及 2 ×诱导豚鼠回肠收缩的影响 在 ≥ ≤ 和 °≤ 诱发的小鼠 ⁄× 模型 将地肤子醇提物及其

总皂苷于抗原攻击后给药 观察其对 ⁄× 效应相早期和后期反应的作用 ∀结果 地肤子醇提物浓度依赖性抑制大鼠腹腔肥大

细胞释放组胺 对 2 ×所致豚鼠回肠收缩亦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地肤子醇提物及其总皂苷均能抑制 ⁄× 效应相的早期和

后期反应 且对早期反应的作用强于对后期反应 ∀结论 地肤子可能主要通过稳定肥大细胞膜 减少组胺 ! 2 ×等过敏介质的

释放抑制速发型变态反应及 ⁄× 效应相的早期反应 其对 ⁄× 后期反应的抑制作用则可能与抗炎作用有关 地肤子皂苷为其

抑制 ⁄× 的有效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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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肤子为藜科植物地肤 Κοχηια σχοπαρια σχηαρδ 的果

实 具有清热利湿 !止痒 !利尿等功效 ∀地肤子及以其为主的

复方用于治疗瘙痒 !湿疹等变态反应性皮肤科疾病≈ 其水

提物降低小鼠单核巨噬系统的吞噬功能≈ 醇提物抑制

炎症和 ! ! 型变态反应 并对 ∏ 诱导的小

鼠搔抓反应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 所含皂苷成分为其止痒 !

抗炎及抑制 型变态反应的有效成分≈ ∗ ∀本文进一步研

究地肤子醇提物对速发型和迟发型变态反应的抑制作用 并

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

1  材料与方法

1 1  动物

≤ 小鼠 ∗ 南京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

大鼠 ∗ 中国药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

1 2  药品与试剂

地肤子 ƒ ∏ ∏ ≥ 南京市药材公司 经

倍量 乙醇提取两次 合并滤液 回收乙醇后水浴中浓缩

蒸干 研成粉末 收率为 总皂苷的提取方法参见文

献≈ 收率为 绵羊红细胞 ≥ ≤

江苏省江宁县卫生防疫站 醋酸泼尼松 江苏淮

阴制药厂 氯化钅苦 °≤ 日本东京化成工业株

式会社 赛庚啶 江苏第四制药厂 2羟色胺

2 ¬ 2 × ! ∏ 产品 葡聚

糖 !组胺 日本 ∏ 色甘酸二钠

∏ 日本 ∏ 药品会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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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仪器

2 ≥荧光分光光度计 日立公司 ∀

2  方法与结果

2 1  对 ∏ 所致大鼠腹腔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的

影响

雄性 ≥⁄大鼠 按文献≈ 的方法制备腹腔肥大细胞悬液

浓度为 ≅ 细胞 甲苯胺蓝染色鉴定细胞存活率高

于 ∀取该细胞悬液 ε 预温孵 加入以

磷酸缓冲液 ° ≥ 溶解的受试药物 ε 温孵

再加入 ∏ 终浓度为 Λ ε

温孵 冰水浴冷却终止反应 在 ε 下 离心

上清液中组胺的量按荧光法≈ 测定 ∀另在沉淀中加入

° ≥ 冰冻及超声波融化反复 次 再经离心测上清液中

组胺的量 按下式计算肥大细胞中组胺的释放率 ∀组胺释放

率 释放量 自发释放量 释放量 残留量 ≅

∀

由表 可见 地肤子醇提物 和 Λ 浓度依

赖性抑制组胺的释放 阳性对照药色甘酸二钠亦呈现显著的

抑制作用 ∀

表 1  地肤子醇提物对 ∏ 诱导大鼠腹腔肥大细

胞释放组胺的影响 ξ ? σ, ν

组  别 终浓度 Λ # 释放率 抑制率

对照组        ?

醇提物      ?

? 3

? 3

色甘酸二钠 ? 3

注 与对照组比较 3 Π

2 2  对 2 ×所致离体豚鼠回肠收缩的影响

常规方法制作豚鼠回肠标本 悬挂于充满台氏液的双层

浴槽中 ε 恒温并通气 肠管上端通过肌力换能器与台式

平衡记录仪连接 稳定 后 加入 2 × 终浓度为 Λ

观察最大收缩反应 ∀洗去 2 × 后 加入不同浓度的

地肤子醇提物或赛庚啶 并在每次加药 后 重新加入 2

× 测定其收缩高度 计算收缩百分率 ∀

由表 可见 地肤子醇提物 ∗ Λ 浓度依赖性抑

制 2 ×所致豚鼠回肠收缩 但当浓度增至 Λ 时 抑制

作用反见减弱 阳性药赛庚啶 Λ 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 ∀

表 2  地肤子醇提物对 2 ×诱导离体豚鼠回肠收缩的影响

ξ ? σ, ν ∗

组  别 终浓度 Λ # 释放率 抑制率

对照组       

醇提物     ?

?

?

?

赛庚啶 ?

2 3  对 ≥ ≤ 所致小鼠迟发型足跖肿胀的影响

参见文献≈ 方法 雄性 ≤ 小鼠 于 ≥ ≤攻击同时及其

后 两次 地肤子醇提物或总皂苷 阳性对照组 泼尼

松 空白对照组 等容量蒸馏水 ∀由表 可见 地肤子醇提

物 和 总皂苷 和 及泼尼松

均明显抑制 ≥ ≤诱导的小鼠迟发型足跖肿胀 ∀

表 3  地肤子醇提物及总皂苷对 ≥ ≤ 所致小鼠迟发型足跖

肿胀的影响/ ξ ? σ

组  别 剂量 # ν 足跖肿胀度 ≅ 抑制率

对照组     ?

醇提物    ?

? 3

? 3

总皂苷 ? 3

? 3

? 3

泼尼松 ? 3

注 与对照组比较 3 Π 3 °

2 4  对 °≤ 所致小鼠耳廓接触性皮炎的影响

参见文献≈ 方法 雄性 ≤ 小鼠 腹部刮毛 后 以

°≤ 无水乙醇液 Λ 涂于腹部及四肌 后以 °≤ 橄

榄油溶液 Λ 涂于小鼠右耳廓两面攻击 分别于其后 和

测量左 !右耳廓厚度差 ∀试验组小鼠于 °≤ 攻击同时及

其后 两次 地肤子醇提物或总皂苷 阳性对照组 泼尼

松或赛庚啶 空白对照组 等容量蒸馏水 ∀

由表 可见 地肤子醇提物 和 总皂苷

及赛庚啶 均明显抑制早期相反应 而

泼尼松 无显著作用 地肤子醇提物 总皂

苷 及泼尼松 明显抑制后期相反应

而赛庚啶无显著作用 表明地肤子醇提物 !总皂苷及赛庚啶

对早期相的抑制作用强于对后期相 而泼尼松则相反 ∀

表 4  地肤子醇提物及总皂苷对 °≤ 所致小鼠接触性皮炎的

影响/ ξ ? σ

组  别 剂量 # ν
耳廓肿胀度 ≅

对照组        ?   ?

醇提物    ? 3 ?

? 3 ?

? 3 ? 3

泼尼松 ? ? 3

对照组    ? ?

总皂苷 ? ?

? ?

? 3 ? 3

赛庚啶 ? 3 ?

注 与对照组比较 3 Π . , 3 Π

3  讨  论

地肤子 醇提物抑制 ∞抗体介导的大鼠同种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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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过敏反应 °≤ 及 抗体介导的小鼠异种 °≤ 而对

∞抗体形成无显著影响 大剂量尚能抑制组胺 ! 2 ×及缓激

肽所致的小鼠足跖炎症反应≈ ∀本研究发现地肤子醇提物

明显减少 ∏ 诱导的大鼠腹腔肥大细胞的组胺

释放 并对 2 ×所致的离体豚鼠回肠收缩具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 量效曲线呈钟罩型 最大抑制率低于 ∀提示地肤

子抑制速发型变态反应的主要作用机制为稳定肥大细胞膜 !

减少组胺 ! 2 ×及白三烯等过敏介质的释放 同时亦可能包

括其对过敏介质致炎作用的抑制 ∀

迟发型变态反应 ⁄× 的效应相中 存在着双相反应

其中早期反应发生于抗原攻击后 ∗ 峰值时间为 主要

由抗原特异性结合因子致敏的局部组织肥大细胞在再次接

触抗原后 释放 2 ×等血管活性胺所引起 而后期反应的峰

值时间为攻击后 由 × 淋巴细胞释放的淋巴因子所介

导≈ ∀地肤子醇提物及总皂苷明显抑制 ≥ ≤ 诱导的小鼠

迟发型足跖肿胀及 °≤ 诱导的小鼠耳廓接触性皮炎 且其对

°≤2⁄× 早期反应的作用强于对后期反应 2 × 受体阻断剂

赛庚啶亦显著抑制早期反应 但对后期反应却无明显作用 ∀

表明地肤子抑制 ⁄× 早期反应的作用机制类似于其对速发

型变态反应的作用 即稳定肥大细胞膜 !减少 2 ×等活性胺

的释放 而对后期反应的抑制作用可能并非抑制早期反应的

继发结果 可能与其抗炎作用有关 ∀皂苷为地肤子抑制速发

型变态反应及 ⁄× 的有效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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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康泰胶囊对阿尔茨海默氏病大鼠学习记忆作用的影响 3

杨  军  王  静  陈荣芳  陈贵海 合肥 安徽省医学科学研究所省生物医药重点实验室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摘要  目的 观察脑康泰胶囊对阿尔茨海默氏病模型大鼠学习记忆作用的影响 ∀方法 采用脑立体定向颅内注射喹啉酸所致

阿尔茨海默氏病 χ ⁄ 大鼠模型的方法 ∀结果 脑康泰胶囊可显著增强 ⁄大鼠被动学习和主动学习的能

力 调节脑组织中单胺类递质含量及血液中相关激素水平 并显著改善 ⁄模型大鼠的脑电图 ∀结论 脑康泰胶囊显著改善

⁄大鼠学习记忆能力的作用 其机制与其调节中枢递质及激素水平等相关 ∀

关键词  脑康泰 阿尔茨海默氏病 喹啉酸 单胺递质 学习记忆 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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