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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白术对大鼠空肠乙酰胆碱酯酶 ∞ !°物质 ≥° 阳性神经分布的影响 ∀方法  只 • 大鼠随机分

成 个不同剂量白术组及对照组 给大鼠灌服不同剂量白术煎液 后 采用组化法显示空肠肌间神经丛 ∞阳性神经分

布 免疫组化法观察空肠 ≥°阳性神经分布的变化 ∀结果  白术能明显增加空肠肌间神经丛中 ∞阳性神经的含量 Π

及空肠黏膜下和肌间神经丛中 ≥°阳性神经的含量 Π ∀结论  白术可通过影响空肠 ∞ ≥°阳性神经的分布

促进肠道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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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ΟΡ ∆Σ : Ατραχτψλοδεσ µ αχροχεπηαλα ∏ °

  白术 Ατραχτψλοδεσ µ αχροχεπηαλα 是一种临床常用的健

脾补气类中药 ∀研究证明白术对肠道传输有明显促进作

用≈ 但其机制尚不明确 ∀乙酰胆碱 和 °物质 ≥°

是胃肠道最重要的兴奋性神经递质 ∀我们给大鼠灌服不同

的白术煎液后 分别应用组织化学法及免疫组织化学法观察

大鼠空肠胆碱能神经及 °物质的分布变化 以探讨白术促进

肠道运动的机制 ∀

1  材料

材料  健康成年 • 大鼠 只 雌雄各半 体重

∗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白术

大坪医院中药局提供 经由大坪医院中医科杨国汉教授鉴

定 分别制备成 ! ! 白术水煎液 分别相当于

含生药 # # # 碘化乙酰

硫代胆碱 ƒ ∏ 产品 兔抗鼠 ≥°多克隆抗体 北京中山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2 图像分析系统 美国 ∀

2  方法

只 • 大鼠随机分为 个不同剂量白术组 下称

大 !中 !小剂量组 及对照组 每组 只 分别在灌服上述 种

不同剂量白术煎液 # 给药剂量根据我们以往实

验 或同体积蒸馏水 后取空肠标本 ∀

2 1  空肠肌间神经丛 ∞组织化学染色

空肠标本入 甲醛 氯化钙液中 ε 过夜 ∀将空

肠标本先用蒸馏水漂洗 然后将空肠剪成 长若

干段入 ° ≥液中 并选择与肠管直径相当的玻棒

插入肠管 用钟表镊轻轻在肠系膜附着处沿肠管纵轴划痕

剥离出纵肌层 ∀通过上述方法即可得到附于纵肌层的肌间

神经丛 ∀采用 √ 2 直接法对空肠肌间神经丛进

行 ∞组织化学染色 ∀

2 2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空肠标本入 多聚甲醛 ° 液中固定 常规梯度乙

醇脱水 石蜡包埋切片 ∀按 ≥2°法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

2 3  图像分析

采用 ≥2 图像分析系统 对 ∞组化片及 ≥°免疫

组化片选取同一染色条件下的切片 每组 张 每张切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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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光镜下随机选取 个视野分别观察肌间神经丛中阳性

神经及阳性神经元的分布及染色情况 将图像摄入计算机

设定基础统计面积 分别调定灰度值 滤去非阳性部分 通过

计算机自动分析 得出平均阳性表达面积及面密度 ∀

2 4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 ξ ? σ 表示 采用 ∞¬ 软件进行

τ检验 ∀

3  结果

3 1  空肠肌间神经丛 ∞组化染色结果 ∞组化染色

显示其阳性部位呈棕红色沉淀 ∀空肠肌间神经丛铺片显示

∞阳性神经呈典型的网状分布 神经节内见分布较多的

∞阳性神经元 ∀给大鼠应用不同剂量白术煎液 后 空

肠肌间神经丛中 ∞阳性神经纤维增多 神经节变粗 节内

∞阳性神经元细胞明显增多 染色加深 其中尤以大 !中

剂量组明显 ∀大 !中剂量白术组大鼠空肠肌间神经丛 ∞

阳性神经含量较对照组显著增加 Π . 或 Π ∀

表 图 ∗ ∀

表 1  空肠肌间神经丛 ≤ ∞组化染色结果 密度 ν

Ταβ 1  ∏ ≤ ∞ ∏ 2

√ ¬∏

组别 对照组
白术组

小剂量

白术组

中剂量

白术组

大剂量

≤ ∞ ? ? ? ?

注 与对照组比较 Π . , ) Π

Π . , ) Π √

图 1  对照组空肠肌间神经丛 ∞组织化学染色 ≅

Φιγ 1  ≤ ∞ ∏ √

¬∏ ∏ ≅

3 2  ≥°免疫组化染色结果 免疫组化染色显示 ≥°免疫反应

阳性产物呈棕色沉淀 ∀空肠黏膜 !黏膜下层及肌间神经丛分

布较丰富 肌层较少 ∀给大鼠灌服白术煎液 后 大鼠空肠

黏膜中 ≥°免疫反应阳性产物含量无明显变化 黏膜下层及

肌间神经丛中 ≥°免疫反应阳性产物含量明显增加 其中以

大 !中剂量组为明显 Π ∀ 表 图 ∗ ∀

图 2  大剂量白术组空肠肌间神经丛 ∞组织化学染色 ≅

Φιγ 2  ≤ ∞ ∏ √

¬∏ Ατραχτψλοδεσ µ αχροχεπηαλα ∏ ≅

表 2  大鼠空肠 ≥°免疫组化染色结果 密度 ν

Ταβ 2  ∏ ≥° ∏ ∏ ∏

组  别 黏膜层 黏膜下层 肌间神经丛

对照组 ? ? ?
白术组 小剂量 ? ? ?
白术组 中剂量 ? ? ?
白术组 大剂量 ? ? ?

注 与对照组比较 Π

Π √

图 3  对照组空肠组织 ≥° 免疫阳性物质的表达 ≥2° ≅

Φιγ 3  ∞¬ ≥° ∏ ∏ ∏ ≥2° ≅

图 4  大剂量白术组空肠组织 ≥°免疫阳性物质的表达 ≥2°≅

Φιγ 4  ∞¬ ≥° ∏ ∏ Ατραχτψλοδεσ µ αχροχεπηαλα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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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我们以往研究证明白术对肠道传输有明显促进作

用≈ 但其机制一直不明确 ∀胆碱能神经元是肠神经系统

内数目最多的神经元≈ 由胆碱能神经元释放乙酰胆碱

可兴奋胃肠平滑肌并产生强烈的收缩≈ 且能诱导胃

肠平滑肌的收缩运动≈ ∀ ∞是 的水解酶 显示 ∞

是目前公认的显示 的方法 ∞活性增强则代表

释放增加 胆碱能神经兴奋性增高≈ ∀我们应用 √ 2

直接法显示 ∞ 结果显示在空肠肌间神经丛中

∞阳性神经呈典型的网络状分布 神经节内分布较多的

∞阳性神经细胞 ∀本实验中给大鼠灌服不同剂量白术煎

液 后 我们观察到随着给药剂量的增加 空肠肌间神经丛

中的 ∞阳性神经纤维明显增粗 神经节内神经元显著增

多 染色加深 其中以大剂量组最明显 Π 中剂量组

次之 Π ∀从上述实验结果可以推测白术对肠道运动

的促进效应的机制之一可能是通过增加空肠肌间神经丛

的释放有关 ∀

≥°作为一种重要的胃肠肽广泛地分布于肠神经系统和

整个胃肠道≈ 以往实验研究证明 ≥°是胃肠运动调节中主

要的兴奋性神经递质之一≈ 对胃肠道的兴奋作用表现为

对胃肠纵行肌和环行肌有双重的收缩效应 包括直接的短时

作用和紧随的由胆碱能神经释放 引起的长时作用 ∀本

实验结果显示 给大鼠灌服白术煎液后 给药剂量越大 空肠

黏膜下神经丛 !肌间神经丛中的 ≥°免疫反应阳性神经 !神经

元含量增加也越明显 空肠黏膜中的 ≥°免疫反应阳性产物

无明显变化 ∀结果提示空肠黏膜下神经丛及肌间神经丛中

≥°阳性神经的含量增加在白术的促进肠动力效应中也可能

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结果为白术的临床应用提供了一

定的实验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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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壳素纤维织品体外抗细菌和癣菌活性的研究

作者简介 本实验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病原生物学教研室完成

钟晓芝 夏肖萍 严杰 温州医学院绣山校区病原生物学和免疫学教研室 浙江  温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病原生物学教研

室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观察甲壳素含量不同的针织布体外抑制或杀灭细菌或癣菌的作用 ∀方法  采用不同细菌或癣菌接种量 ≅

∗ ≅ 用体外抑菌试验和杀菌试验检测 甲壳素纤维无纺布 ! 甲壳素针织布和 甲壳素针织布对金黄色

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 !红色毛癣菌 !紫色毛癣菌和石膏状毛癣菌的抗菌作用 实验中以普通全棉布作为对照 ∀结果  作为对照

的普通全棉布对上述细菌或癣菌无任何抑制作用 ∀与普通全棉布比较 甲壳素纤维无纺布 ! 甲壳素针织布和

甲壳素针织布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 !红色毛癣菌 !紫色毛癣菌和石膏状毛癣菌的抑制率≈抑制率 每毫升 ≤ƒ 值2

每毫升接种量 每毫升 ≤ƒ 值 ≅ 分别高于普通全棉布的 ∗ ! ∗ 和 ∗ 表明随甲

壳素纤维含量逐渐增高 抑菌作用逐渐增强 ς ∴ Π ∀所有甲壳素纤维织品均未发现有体外杀菌活性 ∀结论  

受试的甲壳素纤维织品无体外杀菌活性 但均有一定的体外抑制细菌或癣菌作用 以 甲壳素纤维无纺布抑制作用最强

甲壳素针织布次之 甲壳素针织布较弱 ∀

关键词 甲壳素 纤维 抑菌试验 杀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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