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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骨湿宁的主要药理作用∀ 方法 采用佐剂!角叉菜胶!尿酸钠等引发大鼠关节炎症或疼痛模型!小鼠热板!醋

酸扭体法以及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来评价骨湿宁的抗炎!镇痛作用∀ 结果 骨湿宁能抑制大鼠佐剂性关节炎的原发性和继发

性病变 抑制角叉菜胶所致的大鼠炎症肿胀 对由大鼠尿酸钠关节炎致痛!小鼠热板!醋酸扭体致痛均有明显的镇痛作用 并

具有降低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抑制大鼠棉球致组织增生的作用∀ 结论 骨湿宁具有一定的抗炎!镇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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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湿性关节炎中医属痹症范畴 传统以行气活血 疏经

活络止痛为主要治法∀ 骨湿宁由丹参!川牛膝!伸筋草等

味传统中药组方而成 临床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有显著疗效

本文就骨湿宁的主要药效学试验结果报道如下∀

1  实验材料

1 1  药物与试剂

骨湿宁 由浙江萧山永盛医疗保健用品有限公司提供

每 含生药 批号 临用时用空白基质稀释

成每 含 生药 卡介苗 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

产 批号 无水羊毛脂 上海松江县新桥化工厂生

产 福氏完全佐剂 液体石蜡和羊毛脂 Β 共热至 ε 混

匀 高压灭菌 然后每 加卡介苗 碾磨乳化制成

角叉菜胶 辽宁省药物研究所生产 批号 尿酸

≥ 公司生产 上海化学试剂公司分装厂分装 批号

醋酸氢化可的松 江西扶州制药厂生产 批号

麝香正骨水 福州屏山制药厂生产 批号 ∀

1 2 动物

≥⁄大鼠和 ≤ 小鼠 雌雄兼用 由浙江省实验动物中心

提供 合格证号 ∀

2  方法与结果

2 1 对大鼠佐剂性多发性关节炎的影响

≥⁄ 大鼠 只 雄性 体重 ∗ 按体重平均分为

组 每组 只 以 ƒ ∏ 完全佐剂致炎 从致炎前 开

始给药 给药方法为 骨湿宁大 !中 !小

剂量组将骨湿宁原液以赋形剂稀释到相应浓度

按每 体重取 滴在药棉上包敷于致炎足 用透明

胶布包扎 保持 每天 次 模型对照组以赋形剂代替 阳

性对照组用醋酸氢化可的松 皮下注射 隔天 次

致炎后第 天各组停药 再继续观察 ∀采用容积法测量致

炎足 原发性 及对侧足 继发性 致炎前!后间隔一定时间的

体积 按文献方法≈ 计算肿胀度及肿胀抑制率 结果见表

表 ∀

表 1 骨湿宁对大鼠佐剂性关节炎原发性病变的影响 ν ξθ ? σ

组别
剂量 致炎后不同时间致炎足肿胀度和抑制率

赋形剂组 ? ? ? ?
氢化可的松组 ? 3 ? 3 ? 3 ? 3

骨湿宁组 ? 3 ? 3 ? 3 ? 3

骨湿宁组 ? 3 ? 3 ? 3 ? 3

骨湿宁组 ? 3 ? ? ? 3

3 Π 与赋形剂组比较 表 ∗ 表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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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对角叉菜胶致大鼠关节肿胀的影响

雄性 ≥⁄ 大鼠 只 体重 2 按体重平均分为

组 每组 只 骨湿宁三剂量组和赋形剂对照组在致炎前一

天以前述给药方法在大鼠的右后足用药 试验当天在大

鼠右后足跖腱膜下注射 的角叉菜胶 ∏ 只致炎 阳性对

照组于致炎后即刻皮下注射 醋酸氢化可的松 其

余各组致炎后再用药 测量致炎前及致炎后 ! ! !

右后足踝关节下的容积 以致炎前体积为基数计算致炎后各

时段的肿胀度和肿胀抑制率 结果见表 ∀

从表 结果可见 骨湿宁 ! 和 三个剂量

组外用各时段均明显抑制大鼠角叉菜胶所致关节肿胀 与赋

形剂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 Π 抑制率 2

最高抑制率出现在用药后 ∀

表 2 骨湿宁对大鼠佐剂性关节炎继发性病变的影响 ν ξθ ? σ

组别
剂量 致炎后不同时间对侧足肿胀度和抑制率

赋形剂组 ? ? ? ?

可的松组 ? ? ? 3 2 ? 3

骨湿宁组 ? 3 ? 3 2 ? 3 ? 3

骨湿宁组 ? 3 ? 3 ? 3 ? 3

骨湿宁组 ? 3 ? ? 3 ? 3

表 3 骨湿宁对角叉菜胶所致大鼠关节肿胀的影响 ν ξθ ? σ

组别
剂量 致炎后不同时间肿胀度和抑制率

赋形剂组 ? ? ? ?

可的松组 ? 3 ? 3 ? 3 ? 3

骨湿宁组 ? 3 ? 3 ? 3 ? 3

骨湿宁组 ? 3 ? 3 ? 3 ? 3

骨湿宁组 ? 3 ? 3 ? 3 ? 3

2 3  对大鼠尿酸钠关节炎致痛的影响≈

雄性 ≥⁄ 大鼠 只 体重 2 按体重平均分为

组 每组 只 骨湿宁三剂量组!赋形剂对照组及阳性对照

组 用麝香正骨水 每 含生药 在致炎前一天和实验

当天以前述方法在大鼠的致炎足膝关节用药 然后 在大

鼠左膝关节腔内注射 的微晶型尿酸钠生理盐水混悬液

只致炎∀ 致炎后 ! ! ! ! 观察大鼠的步行姿

态∀按 级评分法记录得分 分 正常步行 分 轻度跛行

分 中度跛行 分 用脚尖行走 分用 只脚行走 结果

见表 ∀

从表 结果可见 骨湿宁 剂量外用均明显减少大

鼠尿酸钠致炎后不同时间步态计分 与赋形剂对照组相比均

有显著性差异 Π ! 剂量有明显的作用

趋势∀

表 4 骨湿宁对大鼠尿酸钠关节炎致痛的镇痛作用 ν ξθ ? σ

组别
剂量 致炎后不同时间步态计分

赋形剂组 ? ? ? ? ?

麝香正骨水组 ? 3 ? ? ? 3 ? 3

骨湿宁组 ? 3 ? 3 ? 3 ? 3 ? 3

骨湿宁组 ? 3 ? 3 ? ? 3 ? 3

骨湿宁组 ? 3 ? ? ? 3 ? 3

  从表 表 可见 骨湿宁外用不同时段均明显抑制大鼠

佐剂性关节炎致炎局部肿胀 又可抑制对侧足因迟发性超敏

反应引起的肿胀 ! 两个剂量组各时段的肿胀

度与赋形剂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 Π ∀

2 4  对小鼠热板痛域值的影响

选取 ε 热板疼痛阈值 的雌性小鼠 只 体重

2 按疼痛反应时间分成 组 每组 只 骨湿宁三剂量

组及阳性对照组 麝香正骨水 均以各自赋形剂稀释至相应

浓度 然后将相应的药液按 体重涂抹于小鼠两后

足 在用药后 测定疼痛阈值 结果见表 ∀

表 5 骨湿宁对小鼠热板痛域值的影响 ν ξθ ? σ

组别
剂量 给药前

痛域值

给药后不同时间的痛域值

赋形剂组 ? ? ? ? ?

麝香正骨水组 ? ? 3 ? 3 ? 3 ? 3

骨湿宁组 ? ? 3 ? 3 ? 3 ? 3

骨湿宁组 ? ? 3 ? 3 ? 3 ? 3

骨湿宁组 ? ? 3 ? 3 ?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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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对小鼠醋酸扭体致痛的镇痛作用

≤ 小鼠 只 雄性 体重 ∗ 随机分为 组 各

组分别于腹部涂抹下列药物 赋形剂 模型对

照 !麝香正骨水 阳性对照 !骨湿宁大!中!小剂量 用赋形

剂稀释成相应浓度 后 腹腔注射 醋酸生理盐

水 只 观察 内小鼠的扭体次数及扭体反应潜伏

期 结果见表 ∀

表 6 骨湿宁对小鼠醋酸扭体致痛的镇痛作用 ν ξθ ? σ

组 别 动物数
剂量

扭体潜伏期 扭体次数

赋形剂组 ? ?

麝香正骨水组 ? 3 ? 3

骨湿宁组 ? 3 ? 3

骨湿宁组 ? 3 ? 3

骨湿宁组 ? 3 ? 3

3 Π 与赋形剂对照组比较

由表 表 可见 骨湿宁 剂量外用均明显

提高小鼠热板法痛阈值 延长醋酸引起的小鼠扭体潜伏期

减少扭体次数 与赋形剂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 Π

∀

2 6  对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响

≤ 小鼠 只 雌雄各半 体重 ∗ 按体重平均分

为 组 每组 只 各组分别于腹部涂抹下列药物

赋形剂 模型对照 !麝香正骨水 阳性对照 !骨湿宁大!

中!小剂量 用赋形剂稀释成相应浓度 后 尾静脉注

射 伊文思蓝生理盐水溶液 腹腔注射

醋酸生理盐水 后 断颈处死 用生理盐水

洗出腹腔液至 离心 取上清液于 处测定吸收度

值 结果见表 ∀

由表 可见 骨湿宁 剂量外用均明显降低醋酸引

起的小鼠腹腔渗透染料光密度值 与赋形剂对照组相比有显

著性差异 Π ! 剂量有明显的作用趋势∀

表 7  骨湿宁对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响 ν ξθ

? σ

组 别 剂量 腹腔透出染料吸收度值 抑制率

赋形剂组 ?

麝香正骨水组 ? 3

骨湿宁组 ? 3

骨湿宁组 ?

骨湿宁组 ?

2 7 对大鼠棉球肉芽肿形成的影响

≥⁄ 大鼠 只 雄性 体重 ∗ 按体重平均分为

组 每组 只 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 麻醉 分别于

两侧腹股沟皮下各植入灭菌棉球 个 刀口缝合后以

青!链霉素防止感染 次日起给药 骨湿宁大 !中

!小 剂量组 即将骨湿宁原液以赋形剂

稀释到相应浓度 按每 体重取 涂抹于植入部位

皮肤 每天 次 模型对照组以赋形剂代替 阳性对照组用醋

酸氢化可的松 皮下注射 隔天 次∀ 后处死 剥

取肉芽组织 剔尽脂肪组织 ε 干燥 后称重 减去棉

球重量即为肉芽重量 结果见表 ∀

表 8 骨湿宁对大鼠棉球肉芽肿形成的影响 ν ξθ ? σ

组 别 剂量 肉芽重量 肉芽增生抑制率

赋形剂组 ?

可的松组 ? 3

骨湿宁组 ? 3

骨湿宁组 ? 3

骨湿宁组 ? 3

  由表 可见 骨湿宁 ! ! 剂量外用均明显

抑制大鼠棉球肉芽肿的形成 与赋形剂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

差异 Π ∀

3  讨论

风湿性关节炎是临床常见的慢性疾病 大多迁延不愈

虽不会危及生命但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中医药防治风湿

性关节炎有一定的优势∀ 本研究结果显示 骨湿宁外用既可

明显抑制大鼠佐剂性关节炎致炎局部的早期炎症反应和

后的再度肿胀 又可抑制对侧足因迟发性超敏反应引起的肿

胀 可明显抑制角叉菜胶所致大鼠足趾的炎症反应 减轻大

鼠尿酸钠关节炎的致痛程度 对小鼠热板和醋酸扭体致痛有

明显的镇痛作用 并可抑制慢性肉芽肿的形成!降低毛细血

管通透性 上述作用 可能为骨湿宁具有祛风除湿!温经止

痛!活血通络功效而在临床上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提供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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