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4  ƒ°≥对 ° 功能的影响 ν

组  别
吞噬百分

率
Π值 吞噬指数 Π值

正常对照组  ? ?

肿瘤对照组  ? ?

多糖对照组  ? ?

多糖 肿瘤组 ? ?

疫功能 并且可逆转荷瘤机体因肿瘤生长而功能低下的细胞

免疫状态 表现为使用多糖的两个组动物脾淋巴细胞转化率

和 2 水平均较高 ∀ 的众多功能已为人们所认识 活化

的 作为抗肿瘤的效应细胞具有较强的杀伤肿瘤细胞 抑

制肿瘤细胞繁殖的能力≈ 除了参加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反

应外 在特异性免疫反应中巨噬细胞也起了重要作用 它们

可将抗原信息传递给 × ! 细胞 另外 巨噬细胞功能增强后

产生的 2 可与 ×淋巴细胞结合 促使后者产生较多的 2

并与 ×细胞膜上 2 结合部位相互作用 促使 ×淋巴细胞分

裂繁殖≈ ∀我们的实验结果符合这一理论 即铁筷子多糖在

使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增强的同时 2 的产生有所增加 由

此促进了脾淋巴细胞的分裂繁殖 ∀巨噬细胞功能的强弱与

其自身酶的活性息息相关 酸性磷酸酶被认为是巨噬细胞内

溶酶体酶的标志酶 可受免疫激活剂和免疫抑制剂的调

节≈ 精氨酸酶则可分解体内肿瘤组织微环境中的精氨

酸 从而干扰肿瘤细胞内多肽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因此与

巨噬细胞的抗肿瘤效应有关 ∀用铁筷子多糖灌胃 周后 动

物腹腔巨噬细胞内这两种酶的活性被大大提高 这在肿瘤细

胞自身遗传信息的传递和表达受影响的同时 增进了巨噬细

胞的吞噬消化能力 限制了肿瘤组织的生长 ∀

总之 通过实验 我们认为铁筷子多糖抑制实体型 ≥

体内生长的机制 可能是作为免疫增强剂促进了巨噬细胞内

酶的活性 从而提高了其抗肿瘤和调节细胞免疫功能的作

用 达到了抑制肿瘤生长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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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盏花注射液抗脑缺血作用的实验研究

刘  红 恩施 湖北民族学院药理教研室

摘要  目的 为探讨灯盏花注射液的脑保护机制 观察了灯盏花注射液对血栓形成和缺血性脑水肿的作用 ∀方法 结扎小鼠

带迷走神经的两侧颈总动脉造成急性脑缺血 结扎大鼠双侧颈总动脉造成急性不完性脑缺血 实验性造成大鼠体内血栓形

成 观察灯盏花对它们的影响 ∀结果 灯盏花注射液明显延长小鼠缺氧存活时间 同时还能明显延长小鼠因结扎带迷走神经

的两侧颈总动脉造成急性脑缺血的存活时间 能减轻大鼠实验性血栓的湿重和干重 ∀显著降低大鼠急性不完全性脑缺血脑

组织含水量 ∀结论 本结果为灯盏花注射液在临床上用于预防缺血性中风提供了实验依据 ∀

关键词  灯盏花注射液 急性脑缺血 抗血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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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ΚΕΨ ΩΟΡ ∆Σ  √ ∏ ∏

  云南灯盏花注射液是从菊科短葶属植物灯盏花 ∞

√ ∏ 中筛取出来的有效成分 化学名 2三羟基甲

酮2 2葡萄糖醛酸苷 ∀具有扩张血管 !增加动脉血流量 降低

外周血管阻力 !减少血小板计数和抑制血小板聚集等作

用≈ 同时具有增加脑血流量 降低脑血管阻力 提高血脑屏

障通透性等作用 临床用于治疗脑血管病有较好疗效≈ ∀本

实验观察了灯盏花对血栓形成和缺血性脑水肿的作用 以探

讨其对缺血性中风的保护作用 ∀

1  实验材料

1 1  药物

灯盏花注射液 云南生物制药厂 每 含生药

批号 磷酸川芎嗪 广东利民制药厂 批号

阿斯匹林 南京市医药公司分装 ∀

1 2  动物

昆明种小鼠 ∗ 周龄 ∀体重 ? ≥⁄大鼠 ∗

周龄 体重 ? 雌雄兼用 由湖北民族学院医学实

验动物中心提供 ∀

2  方法与结果

2 1  缺氧实验

昆明种小鼠 只 随机分成 组 每组 只 即为灯盏

花小剂量组 大剂量组 磷酸川芎嗪组

生理盐水组 ∀实验前 各组分别腹腔

注射灯盏花注射液 !磷酸川芎嗪及等量生理盐水 ∀小鼠置于

密闭广口瓶中 内置钠石灰 记录存活时间 ∀结果

见表 ∀

表 1  灯盏花对缺氧小鼠存活时间的影响 ξ ? σ, ν

组  别   剂量 # 小鼠平均存活时间

 ≥    ?

 磷酸川芎嗪 ? 3

 灯盏花小剂量 ? 3

 灯盏花大剂量 ? 3

  结果表明 灯盏花注射液和磷酸川芎嗪组一样能延长小

鼠的存活时间 作用随剂量而增加 与对照组比较 有显著性

差异( Π ∀

2 2  灯盏花注射液对小鼠急性脑缺血的影响≈

取小鼠 只 随机分为 组 每组 只 即为灯盏花小

剂量组 灯盏花大剂量组 磷酸川芎嗪

组 生理盐水组 生理盐水 ∀各组每天灌

胃给药 次 连续给药 ∀末次给药 后 将小鼠仰位固

定于手术台上 切开颈部皮肤 分离两侧颈总动脉 用 号手

术线分别结扎带迷走神经的左右颈总动脉 记录小鼠死亡时

间 结果见表 ∀

  灯盏花两个剂量组均可明显延长小鼠因结扎两侧带迷

表 2  灯盏花对小鼠急性脑缺血的影响 ξ ? σ, ν

组  别   剂量 # 小鼠平均存活时间

 ≥    ?

 磷酸川芎嗪 ? 3

 灯盏花小剂量 ? 3

 灯盏花大剂量 ? 3

走神经的颈总动脉造成急性脑缺血的存活时间 与生理盐水

组比较差异非常显著( Π 提示灯盏花对小鼠急性脑

缺血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

2 3  灯盏花对大鼠血栓形成的影响≈

  取大鼠 只 随机分成 组 每组 只 ∀灯盏花小剂量

组 灯盏花大剂量组 阿斯匹林

空白对照组 蒸馏水 ∀各组每天灌胃 次 连续给

药 ∀末次给药 后 用 乌拉坦 麻醉 ∀麻

醉后固定于手术台上 切开颈部皮肤 分离气管 插入气管插

管 同时分离右颈总动脉和左颈外静脉 ∀在内径 !长

的聚乙烯管中放入一根 长的 号手术线 手术线预先称

重 该聚乙烯管两端分别按上动 !静脉插管 并用 ∏ 肝

素充满三段聚乙烯管 管的一端插入右颈总动脉 用动脉夹

夹住动脉 管的另一端插入动物颈外静脉 打开动脉夹 开

放血流 后 中断血流 迅速取出手术线称重 总重量减

去线重即为血栓湿重 烤干后再称重即为干重 结果见表 ∀

表 3  灯盏花对大鼠血栓形成的影响 ξ ? σ, ν

组  别   剂量 #
血栓重量

湿  重 干  重

空白对照        ?   ?

阿司匹林      ? 3 ? 3

灯盏花小剂量 ? 3 ? 3

灯盏花大剂量 ? 3 ? 3

注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3 Π . , 3 Π

结果表明 灯盏花两个剂量组均可明显抑制血栓的形

成 减少血栓的湿重和干重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 Π

提示灯盏花具有抗血栓形成作用 ∀

2 4  灯盏花对大鼠急性不完全性脑缺血的影响≈

选用雌性大鼠 只 随机分组 每组 只 ∀灯盏花小剂

量组 灯盏花大剂量组 伪模型组和模型

组 蒸馏水 ∀各组每天灌胃 次 连续给药 ∀末次

给药 后 用 乌拉坦 麻醉 ∀颈部正中切

口 气管插管 分离两侧颈总动脉 双重结扎并剪断 ∀假手术

组 伪模型组 仅分离两侧颈总动脉 但不结扎 ∀于脑缺血

后 后快速断头取脑 以检测脑含水量及观察脑组织形态

学的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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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1  脑含水量的测定按文献≈ 方法 断头开颅取脑 用滤

纸吸去脑表面的水分 装入容量瓶 称取湿重 然后将脑组织

于 ε 烘烤 脱水 称干重 ∀脑含水量按以下公式计算

脑含水量 湿重 干重 湿重 ≅ ∀结果见表 ∀

表 4  灯盏花对大鼠急性不完全性脑缺血模型脑含水量的影

响 ξ ? σ, ν

组  别 剂量 # 脑温重 脑干重 脑含水量

伪模型组 ? ?  ?

模型组  ? ? ? 3

灯盏花  ? ? ? 3

灯盏花  ? ? ? 3

注 与模型组比较 3 Π . ;与灯盏花比较 , 3 Π . , 3 Π

结果表明 不同剂量的灯盏花治疗组脑含水量明显减

少 与伪模型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

2 4 2  组织形态学观察迅速取出脑组织 经 福尔马林

固定常规切片 经苏木素伊红染色后光镜下观察 ∀光镜下观

察模型组呈现组织疏松 !神经细胞肿大 核轻度固缩 核间隙

加大 神经胶质细胞轻度增大 皮质脊髓束的神经纤维明显

疏松 ∀灯盏花大 !小剂量组显示大脑皮层组织略疏松 神经

细胞间距离略有增大 大脑皮层的神经细胞未见明显增大

皮质脊髓束的神经纤维略呈疏松 ∀

3  讨  论

当将带迷走神经的双侧颈总动脉一起结扎时 则迷走神

经因受刺激引起血压下降 造成急性脑缺血≈ ∀急性脑缺血

时 脑内可有大量微血栓形成 造成与急性脑血管疾病相似

的病理学改变≈ ∀

脑水肿是脑组织缺血损伤的重要表现 ∀在动物模型中

多数鼠系双侧颈动脉结扎均不足以引起进行性球脑缺血 然

而此模型可产生明显的球脑缺血症状 如脑水肿 ∀文献报

道 脑水肿模型的理想与否 可能与动物性别有关 雌性

• 大鼠结扎后可产生明显的脑水肿指数变化≈ ∀故本实

验直接选用雌性 • 大鼠造模型 结果比较满意 ∀急性不

完全性脑缺血脑组织含水量的增加 反映了脑水肿的状况

而灯盏花的应用显著降低了该缺血模型引起的含水量升高

其组织形态学变化明显轻于缺血模型组 ∀

本次实验结果证明了灯盏花对小鼠缺氧和急性脑缺血

有明显保护作用 且具有明显的抗血栓形成作用 这与曾经

报导的灯盏花注射液可以增加脑血流量 !降低血管阻力 !抑

制血小板聚集 !改善脑缺血引起的神经功能障碍≈ 是密切相

关的 ∀

从上述结果来看 灯盏花对急性脑缺血 !缺氧时损害性

病变确有改善和保护作用 其延缓血栓形成和预防急性脑水

肿的作用 预示它可能在临床上用于预防脑缺血性中风 治

疗脑缺血 ∀其作用机制如何尚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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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泰麻滴鼻剂中主药的含量

王志强  黄学荪  张秀华 温州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药剂科

摘要  目的 测定泰麻滴鼻剂中氧氟沙星和麻黄素的含量 ∀方法 采用 ° ° ≤ 法 用 ⁄≥柱 以甲醇 醋酸铵水溶液 Β

用磷酸调节 至 作为流动相 氯霉素为内标 检测波长淡 ∀结果 氧氟沙星和麻黄素平均回收率 ν 分别为

ΡΣ∆分别为 和 ∀结论 此法简便 !快速 !准确 ∀

关键词  ° ° ≤ 泰麻滴鼻剂 氧氟沙星 麻黄素 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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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Τηε Φριστ Αφφιλατεδ Ηοσπιταλ, Ωενζηου

Μεδιχαλ Χολλεγε , Ωενζηο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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