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结果

2 1  雌激素对卵巢切除小鼠子宫重量的影响

由表 可见卵巢切除未给雌激素小鼠子宫明显比对照

组轻 差别显著 Π ∀ 而卵巢切除 雌激素 及

治疗组小鼠子宫重量比未用卵巢切除未用雌激素小鼠重 差

别非常显著 Π ∀

2 2  雌激素对中枢神经递质含量变化的影响

由表 可见由于卵巢切除 随着时间的延长 ≤ × 活

性 和 2 × 的含量明显下降 Π 卵巢切除组整体

与对照组比较 ∀在卵巢切除组给雌激素 亚组中 2 × 含

量明显减少 Π 卵巢切除组内 给雌激素与不给雌激

素亚组其神经递质变化无显著差异 Π ∀

3  讨论

性激素与神经递质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密切且复杂 既往

的研究发现脑内的某些生物胺随着动物的动情周期而变化

测定大鼠的下丘脑前及中部的 含量时 发现动情期最

低 间期明显增高 而在动情前期达到最高峰∀ 动物切除性

腺 脑的 更新加快∀ ∏ 在观察卵巢切除对大鼠脑 2

× 代谢的影响以及雌二醇!孕酮的作用时 发现卵巢甾体激

素能调节下丘脑 2 × 能神经原的活动 并使脑 2 × 的代

谢出现昼夜节律的变化∀ 因此 有人认为单胺类神经递质很

可能是性腺激素反馈调节的媒介≈ ∀

海马是脑边缘系统的重要结构 存在着非常重要的神经

通路和神经递质∀它对情绪变化 衰老 学习记忆等行为起决

定性的作用 特别是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阿尔采末氏

病的发病率有明显的性别差别≈ 在卵巢切除后 周 成年

雌鼠的学习记忆功能很差≈ 而雌激素替代疗法可以阻止这

种学习记忆功能的恶化 改善其功能≈ ∀ 因此雌激素的变化

很可能通过影响神经递质的代谢而影响机体的高级行为∀

本研究中 总体水平来看 长期的雌激素缺乏导致脑内

海马区中枢神经递质含量和活性的明显下降 Π 子

宫的重量明显下降 Π ∀ 而短期和长期的雌激素替代

并未能使中枢神经递质含量增加或恢复∀对 ≤ × 的活性和

和 2 × 系统的含量来说 雌激素去除后 ≤ × 的活性

明显下降 及 2 × 含量也明显下降 而且随着时间的延

长下降更明显 这与既往的研究是一致的≈ 说明内原性雌

激素对于维持正常的神经递质代谢是必需的∀但雌激素替代

后 虽然小鼠的子宫重量明显增加 Π 但并未对海马

区的 ≤ × 的活性和 及 2 × 的含量增加或恢复产生

影响 其机制并不清楚 可能的解释是因为长期的雌激素缺

乏使脑内的乙酰胆碱系统和 及 2 × 系统对补充的雌

激素反应性下调 也可能提示外源性的雌激素替代影响神经

递质的变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因为卵巢切除后的小鼠

产生的中枢神经递质生理变化可能不仅仅是雌激素本身所

引起 单纯的给与雌激素替代并不能导致中枢神经递质产生

类似小鼠动情周期的生理变化 必须综合多种因素加以考

虑∀ 因此 本研究的结果也为今后有关雌激素的研究提供了

理论与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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蠲毒片对小鼠免疫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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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东升 张文斌 周 军 赵汝海 乌鲁木齐 新疆军区联勤部药品仪器检验所

摘要 目的 观察蠲毒片 ∏ ∏ ⁄° 对小鼠免疫系统的作用∀方法 用乙肝宁颗粒做对照 监测 ⁄° 对小鼠体外巨噬细

胞吞噬作用和淋巴细胞转化作用及在一周内对小鼠免疫器官重量!碳粒廓清和 ≤ 试验的影响∀ 结果 ⁄° 抑制小鼠体外巨

噬细胞吞噬和淋巴细胞转化作用 减轻小鼠胸腺重量 碳粒廓清作用未见明显增加 可增强 ≤ 反应∀ 结论 ⁄° 对正常小鼠

免疫系统有双相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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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φφεχτσ οφ ϑυανδυπιαν ον ιµ µ υνε σψστεµ ιν ρατσ

⁄ • ∏ ∏ ∏ Ινστιτυτε φορ ∆ ρυγ σ ανδ Ινστρυµ εντ Χοντρολοφ Ξ ινϑιανγ

Χοµ µ ανδ Υρυµ θι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 ΜΕΤΗΟ∆ ≤

≠ ∏ ⁄° ιν ϖιτρο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ΚΕΨ Ω ΟΡ ∆ Σ ∏ ∏ ∏

  ⁄° 是由西洋参!羚羊角!车前草!赤芍!蒲公英等组成

的纯中药制剂 临床用于治疗乙型肝炎 为了进一步阐明其

药理作用 根据乙型肝炎具有免疫反应特征 故研究其对免

疫系统的影响∀

1  试验材料

1 1  药物与试剂

⁄° 由乌鲁木齐素珍中西医门诊部提供 灌胃前用水配

成 的混悬液 相当于原药材 ∀体外试验用

≤ ≤ 2 助悬配成 Β 储备液备用 临用前稀释成 Β

Β 和 Β ∀乙肝宁颗粒 湖南九芝堂股份

有限公司 批号 灌胃前配成 的浓度 体外试验

配成 Β 浓度备用∀ ° 2 培养基 美国

× 产品∀ ∞°∞≥ 德国 ∞ 产品∀刀豆素

≤ √ ≤ 美国 ≥ ≤ ≤ 产品∀

脂多糖 °≥ 美国 ≥ ≤ ≤

出品∀ 新生牛血清 ∏ ≤ ≥ 新疆种牛场

出品 用前 ε 灭活 ∀ 2× 2 中国

原子能科学研究所出品 ∀碳素墨汁 上海墨水厂出品∀白葡

萄球菌 新疆卫生防疫站提供 用生理盐水 ≥ 洗下备用∀

2 型玻璃纤维滤膜 上海红光造纸厂出品 绵羊红细胞

≥ ≤ 和豚鼠血清均购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学实验动物

中心∀

1 2  仪器

孔细胞培养板 ≤ ≥× ≥ ∀ 二氧

化碳孵箱 日本产∀ 液体闪烁仪 2 型 ƒ 产∀ 天

平 上海天平仪器厂产 ∂ 2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 日本岛津产∀

1 3  动物

昆明种小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学实验动物中心提

供 雌雄兼用 ? ∀

2  方法与结果

2 1  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 <

吞噬功能的影响

取小鼠 只 每鼠 的无菌肝糖原 后 脱

颈 处 死 每 鼠 ° 2 营 养 液 内 含 ≤ ≥

∞°∞≥
2

≤ # 2 丙 酮 酸 钠

2 轻揉其腹部 将腹部剪一小口 吸取腹腔

液 内含腹腔巨噬细胞 ° < 用 ° 2 营养液调

整 ° <浓度至 ≅ 2 ∀取 ° < Λ !白葡萄球菌液 在 Κ

处用 ≥ 调 至 再稀释 倍 Λ 及药液

Λ 混匀加入 孔培养板内 分为无巨噬细胞组

° < 菌液 药液 和生理盐水 ≥ ° < 菌液 ≥ 空白

对照组!乙肝宁阳性对照组 ° < 菌液 乙肝宁 以及不同

浓度的 ⁄° 组 ° < 菌液 ⁄° ∀在 ε 二氧化碳孵箱温

育 各孔加 2× 继续温育 滤膜法测定

并按下式计算吞噬指数 ° ¬ ° °

≈ 2 实验孔 空白孔 ≅ ≈ ∀ 结果见表 ∀

表 1 蠲毒片对小鼠巨噬细胞体外吞噬作用的影响

组别 ν 浓度 # 2 °

° < ?

≥ ? ?

乙肝宁 ? ?

⁄° ? ?

⁄° ? ?

⁄° ? ?

Π  ° 与 Ν Σ 组比较

2 2 对小鼠脾脏 × 淋巴细胞转化的影响

取小鼠 只 脱颈处死 取出脾脏 用 液将其制

成组织匀浆并洗涤离心 次 用 ° 2 营养液调整细

胞悬液浓度至 ≅ 2 ∀ 将此细胞悬液分别加入 块 孔

板中 每孔加细胞悬液 Λ 及不同的处理因素使总体积为

Λ ∀每块板均分无脾细胞即 ≥ 和脾细胞!处理因

素为 ≥ 的 ≥ 空白对照组以及脾细胞 乙肝宁的阳性对照

和脾细胞 ⁄° 组∀ 除 ≥ 组外 两块板分别以终浓

度为 2
≤ 和 2 的 °≥ 作为对照组和 ⁄°

组有丝分裂原 在 ε 二氧化碳孵箱温育 各孔加 2

× 继续温育至 滤膜法测定 并计算 ⁄°

对淋巴细胞转化的抑制率 √ ⁄ ⁄

≈ 2 实验孔 ≥ 对照孔 ≅ ≈ ∀ 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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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蠲毒片对小鼠脾淋巴细胞体外转化的影响

药物浓度

# 2 ν ⁄

≥ ?

≥ ?

乙肝宁 ? ?

⁄° ? ?

⁄° ? ?

⁄° ? ?

≥ ?

≥ ?

乙肝宁 ? ?

⁄° ? ?

⁄° ? ?

⁄° ? ?

Π 与 组比较 Π ⁄° 与 组比较

2 3  对小鼠免疫器官重量的影响

取小鼠 只 依体重均衡随机分为 ≥ 组!乙肝宁组和

不同剂量的 ⁄° 组 # 给药后 称胸腺和脾脏重量 并

根据体重计算胸腺和脾指数 即胸腺 或脾脏 重量 体重 结

果见表 ∀

表 3 蠲毒片对小鼠免疫器官重量的影响

组别 ν
给剂量为

# 2 # 2
脾指数 胸腺指数

≥ ? ?

乙肝宁 ? ?

⁄° ? ?

⁄° ? ?

⁄° ? ?

注 为了共同提高数值 表中脾指数及胸腺指数均做≅ 处理 Π

与 ≥ 组比较

2 4  对小鼠碳粒廓清作用的影响

取小鼠 只 依体重均衡随机分为 ≥ 组!乙肝宁组和

不同剂量的 ⁄° 组 给药 末次给药后 每鼠尾 √

碳素墨汁 和 后 分别由眼后静脉丛取血

Λ 溶于 ≤ 溶液中 静置 处测

吸收度 计算廓清指数 及

校正廓清指数 Α ≅ 体重 肝重 脾重 ≈ 结果见表

∀

表 4 蠲毒片对小鼠碳粒廓清的影响

组别 ν
剂量

# 2 # 2
值 Α

≥ ? ?

乙肝宁 ? ?

蠲毒片 ? ?

蠲毒片 ? ?

蠲毒片 ? ?

注 为了共同提高数值和消除实验仪器出现的负值结果 表中 值

做 ≅ 处理 Π 与 ≥ 组 Α值比较

2 5  对小鼠血清溶血素 ∏

≤ 的影响

取小鼠 只 分组同上 给药 ∀ 给药第三天用

≥ ≤ 致敏 末次给药后 取小鼠血清按 Β

三个浓度稀释 每个稀释度重复 份 以稀释鼠血清

加 ≥ ≤ 及 Β 稀释的豚鼠血清 ε

温育 孵毕 放入冰浴终止反应 离心

取上清液 加都氏试剂 放置 后 在

处测定吸收度∀ 另取空白和 ≥ ≤ 半数溶血对照管

并计算 ≤ ≤ 样品的吸收度值 ≥ ≤ 半数溶血时的

吸收度值 ≅ 稀释倍数≈ 结果见表 ∀

表 5 蠲毒片对小鼠血清溶血素 ≤ 影响

组别
剂量

# 2 # 2 ν
≤

Β Β Β

≥ ? ? ?

乙肝宁 ? ? ?

蠲毒片 ? ? ?

蠲毒片 ? ? ?

蠲毒片 ? ? ?

Π  Π 与 ≥组比较

细胞培养实验表明 蠲毒片明显抑制小鼠 ° < 对白葡

萄球菌的吞噬功能和 × 淋巴细胞的转化作用 而且后者

还显示一定的浓度依赖性∀整体试验发现对小鼠胸腺的重量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对小鼠碳粒廓清试验 值增加不明显

蠲毒片在 ≤ 试验表现出明显的增强作用 且作用优于乙肝

宁组∀

3  讨论

乙型肝炎属于免疫性肝炎的一种类型 当发生肝细胞损

伤时往往是免疫反应所致∀因此抑制免疫尤其是过激的免疫

反应 进而减轻炎症 是乙型肝炎发作的治疗对策∀蠲毒片抑

制吞噬细胞的吞噬和淋巴细胞转化功能 可能抑制了早期炎

症对肝细胞的损伤作用∀ 同时在炎症后期 促进损害的肝细

胞修复 增强机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又是治疗的另一对策∀

整体研究 给药 后 小鼠 ≤ 反应明显增强 反映机体抗

体水平有明显增高 这可能是机体特异免疫力恢复和提高的

信号∀

本试验对急性反应的观察还不够全面 尚缺乏/肝炎鼠0

治疗后免疫反应对照和给药周期长短的比较 需在进一步的

试验中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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