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 ⁄ 则无明显影响 Π ∀

由于 ⁄ 机理复杂 ⁄ 细胞 ⁄ 和

∂ ≤ 除 °2 介导的机制外 胡汛等≈ 报导尚有其它原因导

致 ⁄ 实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实验中选用的

⁄ ! ∂ ≤ 耐药株在原有抗药性基础上 又经 年多

抗癌药物的不断冲击 !强化孵育 获得的耐药倍数较建株时

报导的要高≈ ! ! 但用阳性对照维拉帕米作逆转试验时逆

转倍数反而要低≈ 是否提示在与化疗药物的不断接触过

程中 发生非 °2 耐药机制的机会就增多 并且这与临床上

多次化疗后易产生耐药 尤其是治疗后复发的病人 再次化

疗效果更差 两者之间 是否具有相关性 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 !探索 ∀

综上 复方藤梨根制剂 ƒƒ × 可增强 ⁄ 细胞内

⁄ 的积聚 减少 ⁄ 的外排 部分逆转 ⁄ 和

∂ ≤ 耐药株的多药抗药性是对化疗增敏的机制之一

该生物学事件可能与抑制 基因功能有关 即对 基

因转录 !表达的影响 ∀ 另文报告

参考文献

1 × ∏ ∏2

√ √ ¬ ∏

2 胡汛 陈万源 郑树 细胞对阿霉素的摄取 !外排及阿霉

素在细胞内的分布 中国癌症研究进展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

社

3 刘超 黄一微 谢彦晖 等 多药耐药细胞株生物学

特征的进一步研究 癌症

4 郑国强 韩复生 刘叙仪 等 流式细胞分析在阿霉素耐药性研

究中重要作用 中华医学检验学杂志 5 胡汛

潘锵荣 郑树 °2糖蛋白的过度表达不能完全解释 ⁄ 细胞株

⁄ ÷ 的抗癌性 中华肿瘤杂志

6 ∏ ∏ ≤

∏

7 ≤ √ ∏ ≤∏ ° ≤ 2

8 ° ∏ ∏

∏ ∏ ∏ √

9 × ≥ ƒ 2

√ ∏2

≤

10 ∞ ∞ °2 2

∏ ∏ °

≥ ≥

11 曹江 胡讯 潘锵荣 等 ⁄ 反义 表达质粒的构建及在

⁄ 细胞抗药机理研究中的应用 中华医学杂志

12 胡讯 陈万源 郑树 等 多药耐药性细胞株 的流式细胞

仪分析 中国癌症杂志

收稿日期

欧瑞血活素注射液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李静梅  许  华 太原 山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药理教研室 通讯联系人 山西医科大学

摘要  目的 观察欧瑞血活素注射液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以腹腔注射方式给予昆明小鼠不同剂量的欧瑞血活素注

射液 并以生理盐水腹腔注射为阴性对照 干扰素腹腔注射为阳性对照 ∀结果 欧瑞血活素注射液小 !中剂量组均具有提

高中性粒细胞的杀伤功能 Π Π 同等剂量组还可以显著地提高小鼠溶血素水平 Π 小 !中 !大剂量组

均具有提高碳粒廓清指数和吞噬指数的作用 !显著地增加脾脏及胸腺的重量 其中以中剂量组增强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功

能 !大剂量组增加脾脏重量 !中剂量组增加胸腺重量的作用最为显著 ∀结论 小 !中剂量欧瑞血活素注射液可以提高昆明小鼠

的特异性免疫 !非特异性免疫以及中性粒细胞的吞噬功能 ∀

关键词  欧瑞血活素注射液 硝基蓝四氮唑 溶血素 碳粒廓清 昆明小鼠

Εφφεχτ οφ Βλοοδ Αχτινγ Πολψπεπτιδε Ινϕεχτιον ον ιµ µ υνοχοµ πετενχειν µιχε

÷∏ ∏ (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πηαρµ αχολογψ, Σηανξι Μεδιχαλ Υνιϖερσιτψ, Ταιψυαν )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ΜΕΤΗΟ∆ :×

° √ ∏ ∏ ∏ √ ∏ ≥ √ ∏

ƒ Ρ ΕΣΥΛΤΣ : ° # 2 # 2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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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2 ∏ ∏ ∏ ∏ Π Π

√ × ∏ ≤ ≥ ∏ Π

∏ ¬ ¬ ∏

∏ Π Π × ∏ ∏ ¬ Π ∏ ∏

∏ ¬ Π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2

∏ ∏ ∏ ∏ √

ΚΕΨ ΩΟΡ ∆Σ  ° × ∏

  欧瑞血活素注射液 °

是从胎牛及其脏器精致提取的能量合剂型药物 药效学研究

证明其具有明显的抗缺血 !缺氧 改善代谢 调节血小板功能

等作用 ∀但目前尚未见到欧瑞血活素注射液对动物免疫调

节方面的报道 ∀本实验旨在观察欧瑞血活素注射液对小鼠

免疫功能的影响 为其进一步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

1 1  实验动物 昆明种小鼠 体重 ∗ α ⎯ 各半 由山

西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1 2  药品与试剂 欧瑞血活素注射液 黑龙江江世药业提

供 生产批号 赛若金 基因工程干扰素 α 深圳科

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批号 硝基蓝四氮唑 ×

≥ 公司 ƒ 分层液 ≥ 公司 瑞氏染液 绵羊红细胞

≥ ≤ 山西医科大学免疫教研室提供 补体 三只豚鼠的

新鲜血清 稀释 都氏试剂 碳酸氢钠 高铁氰化钾

氰化钾 用蒸馏水溶解至 印度墨汁 北

京西中化工厂 使用前用生理盐水稀释 倍 超声处理后离

心 弃去沉淀物 ∀

2  方法与结果

2 1  实验分组 将小鼠随机分为 组 每组 只 即生理盐

水阴性对照组 # 2 # 2 小 !中 !大剂量欧瑞血活素

组 剂量分别为 # 2 # 2 # 2 # 2 #
2 # 2 干扰素阳性对照组 # 2 # 2 均 给药

共 ∀

2 2  中性粒细胞杀伤功能测定 ) 硝基蓝四氮唑 × 还原

实验≈

最后一天给药 后 昆明小鼠眼眶肝素抗凝采血

Λ 与等量 × 应用液混合 ε 取出后置室温

下 应用 ƒ 分层液分离 取白细胞层推片 自然干

燥后 瑞氏染液染色 油镜观察 带有 ƒ 颗粒的中性

粒细胞为 × 还原阳性细胞 计数 ∗ 个中性粒细

胞 得出 × 还原阳性细胞数的百分率 ∀结果显示欧瑞血

活素小剂量组 !中剂量组均具有提高中性粒细胞的杀伤功

能 其中以中剂量组作用更加明显 而大剂量欧瑞组的作用

不明显 见表 ∀

2 3  对小鼠体液免疫功能的影响

本实验采用血清溶血素分光光度法≈ 测定血清中溶血

素含量 ∀小鼠分组及剂量设置同前 ∀给药第 小鼠

≥ ≤ 只 免疫后第 摘眼球取血 分离血清

将血清稀释 倍后供测定 ∀反应管依次加入经稀释的血

清 ≥ ≤ 补体 置于 ε 恒温水浴中

保温 然后移至冰水浴中终止反应 离心

取上清液 加都氏试剂 摇匀放置 于

波长处比色读取吸光度 测定 ≥ ≤ 半数溶血值 取

≥ ≤ 加都氏试剂至 比色读取吸光度值 ∀计

算血清 ≤ 样品的吸光度值 ≥ ≤ 半数溶血值 ≅ ∀

结果显示小 !中剂量欧瑞血活素注射液组可以显著地提高小

鼠溶血素水平 但大剂量欧瑞血活素注射液组无此作用 见

表 ∀

表 1  欧瑞血活素对小鼠 × 还原实验的影响 ν

组别 剂量 # 2 # 2 百分率

对照组

小剂量 ° 3

中剂量 ° 3

大剂量 °

干扰素 3

注 与对照组相比 3 Π 3 Π

表 2  欧瑞血活素对小鼠半数溶血值的影响 ν

组别 剂量 # 2 # 2 ≤

对照组 ?

小剂量 ° ? 3

中剂量 ° ? 3

大剂量 ° ?

干扰素 ?

注 与对照组相比 3 Π

表 3  欧瑞血活素对小鼠碳粒廓清实验的影响 ν

组别
剂量 #

2 # 2
Α

对照组 ? ?

小剂量 ° ? 3 ? 3

中剂量 ° ? 3 ? 3

大剂量 ° ? ?

干扰素 ? 3 ? 3

注 与对照组相比 3 Π 3 Π

表 4  欧瑞血活素对小鼠脾 !胸腺脏器指数的影响 ν

组别
剂量 #

2 # 2
脾指数 胸腺指数

对照组 ? ?

小剂量 ° ? 3 ?

中剂量 ° ? 3 ? 3

大剂量 ° ? 3 ? 3

干扰素 ? 3 ?

注 与对照组相比 3 Π 3 Π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 ° ∏ ∏ ∂



2 4  碳粒廓清试验≈

最后一天给药后 各鼠尾静脉注射经稀释的印度墨汁

# 2 于注射后 ! 小鼠眼眶采血

Λ 加到 ≤ 溶液 中摇匀 用分光光度计在

波长处比色 测定 和 的光密度 ⁄ 和 ⁄ 计

算廓清指数 和吞噬指数 Α∀之后 将小鼠处死 取肝脏 !脾

脏及胸腺称重 计算其脏器指数 廓清指数 ⁄ 2 2

⁄ 2 吞噬指数 Α 体重 肝脾重 ≅ 脏器指数

等于每 体重的脏器 数 ∀结果显示小 !中 !大剂量欧瑞

血活素注射液组均具有提高碳粒廓清指数和吞噬指数的作

用 小 !中剂量组具有显著性 以中剂量组增强单核巨噬细胞

的吞噬功能最明显 见表 ∀欧瑞血活素注射液小 !中 !大剂

量组均能显著地增加脾脏及胸腺的重量 其中以大剂量组增

加脾脏重量 !中剂量组增加胸腺重量的作用最为明显 见表

∀

3  讨论

在给予欧瑞血活素注射液 后 明显提高了昆明小鼠

的特异性免疫 !非特异性免疫以及中性粒细胞的吞噬功能

其作用强度与剂量有一定关系 以 ∗ # 2 # 2

为最佳剂量范围 欧瑞血活素注射液有望发展为一种临床上

的免疫增强制剂 ∀

本实验只说明欧瑞血活素注射液能增强 ∗ 周昆明小

鼠的正常免疫功能 考虑到临床上免疫力低下的大多为中老

年人 故下一步实验观察中年小鼠人为造成免疫功能低下欧

瑞血活素注射液对其免疫功能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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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红英 女 岁 ∀ 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 主管药师 ∀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在职研究生 ∀

口服和注射甘草酸二铵对小鼠的免疫功能影响的比较

方红英  宋小莉  吴锡铭 杭州 浙江大学药学院 杭州 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临床药理室

摘要  目的 研究口服和注射甘草酸二铵对小鼠血清 Α2 ƒ及碳粒廓清率的影响 ∀方法 应用细胞病变方法测定小鼠血清 Α2

ƒ含量和分光光度法测定血液碳粒廓清指数 值 并进行两组比较 ∀结果 静脉注射甘草酸二铵能显著提高血清 Α2 ƒ 水

平 Π 及增加碳粒廓清指数 值 Π 并优于口服给药 ∀结论 ∂ 甘草酸二铵能诱生血清 Α2 ƒ 及提高碳粒廓

清率 ∀

关键词  甘草酸二铵 Α2干扰素 碳粒廓清率

Χοµ παρισον οφ εφφεχτσ οφ Οραλ ανδ παρεντεραλ διαµ µ ονιυµ γλψχψρρηιζινατε ον σοµειµ µ υνεφυνχτιον ιν µιχε

ƒ ƒ ≠ ≥ ÷ ≥ • ÷ • ∏ ÷ • ∏ ÷ ( Πηαρµ αχευτιαλ Χολλεγε οφ Ζηεϕιανγ Υνι2

ϖερσιτψ ,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Χλινιχαλ Πηαρµ αχολογψ, Ηανγζηου Σιξτη ηοσπιταλ Ηανγζηου )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Α2 Α2 ƒ

√ ΜΕΤΗΟ∆ :× √ Α2 ƒ

∏ ∏ 2 ∏ ∏ 2

√ √ Ρ ΕΣΥΛΤΣ : √ Α2 ƒ ∏ √ ∏ ⁄

×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Α2 ƒ ∏

ΚΕΨ ΩΟΡ ∆Σ  ∏ Α2

  甘草酸二铵 ∏ ⁄ 是从天

然甘草中制备而得 含立体异构体 2Α甘草酸约 左右

静脉给药具有较强的抗肝损伤作用 是保肝的首选药物 但

口服效力低 现代研究证明甘草酸尚具有预防癌症及肝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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