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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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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壳素 为 糖苷键连接的聚 2乙酰氨基2 2脱

氧2Β2∆2葡萄糖 是一种广泛存在于昆虫 !甲壳纲动物 虾 !蟹

等 外壳及真菌细胞壁中的天然高分子聚合物 ∀甲壳素具有

广泛的生物学活性 如抗肿瘤 !促进伤口愈合和伤口渗出物

吸收等≈ ∀近年有文献报告甲壳素还有一定的抗菌作

用≈ ∀甲壳素不能直接溶于水≈ 故一些厂商将甲壳素加

工成纤维 并按一定比例与棉花纤维混纺成布料 ∀甲壳素纤

维及含甲壳素纤维的布料有无抗菌活性目前尚无确切的文

献报道 ∀本实验采用体外抑菌试验和杀菌试验测定了甲壳

素纤维及含甲壳素纤维布料的抗菌活性 ∀

1  材料与方法

1 1  含甲壳素纤维织品

甲壳素纤维无纺布 ! 甲壳素和 甲壳素纤

维针织布由浙江省舟山市定海海山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提供

市售普通全棉布作为对照 ∀

1 2  菌种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株 不产 Β2内酰胺酶 !大

肠杆菌 × ≤≤ 株 !红色毛癣菌 株 !紫色毛癣菌

株 !石膏状毛癣菌 株均由浙江大学医学院病原生

物学教研室提供 ∀

1 3  菌株培养

采用牛肉汤培养基培养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 接

种后 ε 培养 ∀采用沙保培养基培养红色毛癣菌 !紫色

毛癣菌和石膏状毛癣菌 接种后 ε 培养 ∀

1 4  含甲壳素纤维织品的预处理

将上述各种布料剪碎 蒸馏水煮洗三次 ε 高压蒸气

灭菌 烘干后备用≈ ∀

1 5  体外抗菌试验

1 5 1  不同细菌接种量时各种织品的抑菌试验 采用麦氏

比浊法将上述各种细菌和癣菌新鲜培养物用灭菌生理盐水

分别制备成 1 ≅ 10 ≅ ≅ ≅ 和 ≅ 的

悬液 ∀将灭菌的牛肉汤培养基和沙保培养基分别分装试管

每支试管 ∀无菌条件下每支试管中加入已灭菌

约等于 甲壳素纤维织品 的 甲壳素纤维无

纺布 ! 甲壳素纤维针织布 ! 甲壳素纤维针织布或普

通全棉布料 再分别加入上述细菌或癣菌悬液 使试

管中细菌或癣菌的终浓度分别为 ≅ ≅ ≅

≅ 和 ≅ ∀细菌 ε 培养 癣菌 ε 培养

∀实验中设置仅分别接种等体积各浓度上述细菌或癣菌悬

液的正常对照 ∀以培养基澄清透明 !肉眼观察无细菌或癣菌

生长的最高细菌或癣菌浓度为该种织品的最高抑菌活性 有

细菌或癣菌生长的试管表现为培养基的浑浊或有细小生长

团块 ∀本实验重复三次 ∀

1 5 2  不同重量各种织品的抑菌试验  采用麦氏比浊法将

上述各种细菌和癣菌新鲜培养物用灭菌生理盐水分别制备

成 1 ≅ 10 和 ≅ 的悬液 ∀将灭菌的牛肉汤培养

基和沙保培养基分别装入试管 每支试管 ∀无菌条件下

每支试管中分别加入已灭菌 和

的 甲壳素纤维无纺布 ! 甲壳素纤维针织布 ! 甲

壳素纤维针织布或普通全棉布料 再分别加入上述细菌或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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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悬液 使试管中细菌或癣菌的终浓度分别为 ≅

和 ≅ ∀培养条件 !对照设置 !结果判断标准

同上 ∀

1 5 3  杀菌试验  分别取接种量均为 1 ≅ 10 细菌或癣

菌试管中的培养物用灭菌生理盐水作 倍稀释 各取

涂布于普通琼脂平板或沙保琼脂平板上 细菌 ε 培养

!癣菌 ε 培养 后计数菌落 ∀

2  结果

2 1 不同细菌接种量时各种织品的抑菌效果

各正常对照均有明显的细菌或癣菌生长 ∀ 甲壳素

无纺布 能抑制各接种量的所有受试细菌和癣菌

甲壳素针织布 能抑制 [ ≅ 的金黄色葡萄球

菌 ! ≅ 的大肠杆菌或紫色毛癣菌 对红色毛癣菌和

石膏状毛癣菌无抑制作用 甲壳素针织布 能抑制

[ ≅ 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但不能抑制大肠杆菌及所

有受试的癣菌 普通全棉布对所有受试细菌和癣菌均无抑制

作用 ∀三次重复实验的结果均相同 ∀

表 1  各种含甲壳素纤维织品或普通全棉布的体外杀菌效果

Ταβ 1  × ¬

2 ¬ 2

ιν ϖιτρο

织  品 菌  种
接种菌量

≅

菌落计数

≅ ≤ƒ

甲壳素无纺布金黄色葡萄球菌

甲壳素针织布

甲壳素针织布

普通全棉布

甲壳素无纺布 大肠杆菌

甲壳素针织布

甲壳素针织布

普通全棉布

甲壳素无纺布 红色毛癣菌

甲壳素针织布

甲壳素针织布

普通全棉布

甲壳素无纺布 紫色毛癣菌

甲壳素针织布

甲壳素针织布

普通全棉布

甲壳素无纺布 石膏状毛癣菌

甲壳素针织布

甲壳素针织布

普通全棉布

2 2  不同重量各种织品的抑菌试验效果

各正常对照均有明显的细菌或癣菌生长 ∀细菌或癣菌

的接种量分别为 ≅ 和 ≅ 时 甲壳素

无纺布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 !红色毛癣菌 !紫色毛

癣菌和石膏状毛癣菌的最低重量分别为 和 和

和 和 和 甲壳素针织布抑制金黄色

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的最低重量分别为 和 和

但对受试癣菌无抑制作用 甲壳素针织布抑制金

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的最低重量分别为 和 和

但不能抑制受试癣菌的生长 普通全棉布对所有受试

的细菌或癣菌均无抑制作用 ∀

2 3  体外杀菌试验

接种 ≅ 细菌或癣菌的各种含甲壳素纤维织品

或普通全棉布的体外杀菌试验结果见表 ∀

3  讨论

本实验中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分别为革兰阳性

菌和革兰阴性菌 前者常引起疖 !痈和毛囊炎等皮肤感染 后

者是最为常见的泌尿道感染病原菌 引起人癣病前三位的病

原菌分别为红色毛癣菌 !紫色毛癣菌和石膏状毛癣菌≈ 故

选择上述细菌和癣菌作为受试菌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

体外抑菌试验结果表明 在细菌或癣菌接种量分别为

≅ ∗ ≅ 时 甲壳素纤维无纺布 ! 甲壳

素针织布和 甲壳素针织布能分别抑制 ≅ ≅

和 ≅ 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 ≅ ≅ 和 ≅

大肠杆菌 作为对照的普通全棉布对上述细菌无任

何抑制作用 ∀ 甲壳素纤维无纺布抑制红色毛癣菌 !紫

色毛癣菌和石膏状毛癣菌的活性均为 ≅ 甲壳

素针织布仅能抑制 ≅ 的紫色毛癣菌 但对其余两种

癣菌无抑制作用 甲壳素针织布及作为对照的普通全棉

布对所有受试的癣菌无抑制作用 ∀因此 甲壳素纤维

无纺布抑制细菌或癣菌作用最强 甲壳素针织布次之

甲壳素针织布较弱 提示此类织品的抗菌活性随其甲壳

素含量升高而增强 ∀

不同重量各种织品的抑菌试验结果表明 的

甲壳素无纺布能抑制所有受试细菌或癣菌的生长 其

中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低重量仅为 的

甲壳素针织布或 甲壳素针织布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和

大肠杆菌的生长 但对受试癣菌无明显抑制作用 的

普通全棉布对所有受试的细菌或癣菌均无抑制作用 此结果

也提示抗菌活性与甲壳素量呈正比 ∀

从表 可见 细菌或癣菌的接种量为 ≅ 时

甲壳素纤维无纺布 ! 甲壳素针织布和 甲壳素

针织布不能杀灭所有受试的细菌或癣菌 表现为 ≤ƒ

值均大于原接种量 ∀由于抑菌试验中肉眼未见细菌生长的

试管经培养后均出现菌落 表明纯甲壳素纤维无纺布及所有

含甲壳素纤维织品无杀菌作用 但能明显抑制细菌生长 表

现为抑菌试验中的 ≤ƒ 值均明显低于普通全棉布 ∀本

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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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在实验中发现 无菌生长的 甲壳素纤维无纺

布试管中培养基 值从 ∗ 升至 ∗ 如此高

的 值不利于细菌或癣菌的生长 这可能与其抑菌机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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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此外 无菌生长的 甲壳素针织布试管中培养基

则为 ∗ 提示甲壳素尚存在其它体外抑菌机制 如游

离氨基的作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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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中国生化药物杂志

≈6 魏凌珍 孙美芳 王取南 等 甲壳素医用敷料的毒理学研究

≈ 中国公共卫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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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菌素不良反应 2 例

冀秀芳 赵凤春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山西  大同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患者 男 岁 主因患肺气肿 !肺心病 急性加重一

周 于 年 月 日收住院 ∀入院查体 体温 ε 脉

搏 次 !呼吸 次 神清 !气短 呼吸困难 颜面

口唇紫绀明显 球结膜轻度充血水肿 双肺呼吸音低 可闻及

散在干湿性罗音 ∀入院诊断 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阻塞

性肺气肿 !肺心病 !心衰 β 医嘱给予抗感染 !祛痰 !平喘 !吸

氧 !超声雾化吸入等对症治疗 询问患者既往无青霉素过敏

史 一年前曾输注头孢唑林钠加地塞米松 后出现左

侧面部麻木 感觉消失 停药后症状自行消失 ∀本次改用头

孢噻肟钠 用头孢唑啉先锋雷素 Μ皮试阴性 当药物输入约

后患者感觉左眼周围有虫蠕感 随之向左眼周围扩散

左眼冒金花 以鼻梁为中心线左侧面部出现麻木 感觉逐渐

消失 手触无感觉 除左面部出现此症状外其它部位无不适

立即终止输液后 症状逐渐消失 ∀

患者 男 岁 主因上呼吸道感染于 年 月

日入院 ∀入院查体 体温 ε 脉膊 次 呼吸

次 咽部充血明显 咳嗽 呼吸音粗 诊断上呼吸道感染

医嘱给予抗感染等对症治疗 询问患者既往无青霉素及头孢

菌素过敏史 给予静脉点滴头孢唑林呐 过敏试验阴性 ∀

当药物输注约 左右患者出现频繁打喷嚏 流眼泪 输

液前无此症状 考虑与用药有关 因此立即终止输液后 症

状逐渐消失 ∀

讨论 头孢菌素不良反应多见于胃肠道反应 静脉炎 !药

疹 ∀以上两种反应实属罕见 ∀而且两位患者用药前过敏试

验均为阴性 ∀可见过敏试验阴性者也不一定就不出现过敏

反应 由于人的个体差异过敏反应的表现也不同 这应该引

起我们医护人员的高度重视 特别是首次用药 应严密观察

患者有无全身及局部不良反应 才能更好地保障患者的用药

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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