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 同法制备得阴性对照液 ∀取冰片对照品 加氯仿制成每

含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 ∀吸取上述三种溶液各

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薄层板上 以苯2醋酸乙酯 Β

为展开剂 展开 取出 晾干 喷以 香草醛硫酸溶液 ε

烘至斑点清晰 ∀供试品色谱中 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位置

上 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阴性样品则无 ∀

2 2  含量测定

2 2 1  色谱条件  色谱柱 ≤ 柱 Λ ≅

流动相 甲醇2水2磷酸 Β Β 流速

检测波长 柱温 室温 ∀

2 2 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内容物 10 粒量 精密称

定 研匀 精密称取适量 约 粒量 置具塞量筒 精密加入

体积分数为 乙醇 精密称定重量 超声波处理

放冷 用体积分数为 乙醇补足减失的重量 摇匀

离心 取上清液微孔滤膜滤过即得 ∀按处方比例及工艺制备

不含淫羊藿的阴性样品 同法制备阴性样品溶液 ∀

2 2 3  系统适应性试验  在上述色谱条件分别取对照品溶

液 !供试品溶液 !阴性样品溶液注入色谱仪 色谱表明 淫羊

藿苷的保留时间约为 理论塔板数以淫羊藿苷峰计算

为 分离度为 阴性样品对测定无干扰 ∀

2 2 4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称取淫羊藿苷对照品适量 加

甲醇制成每 含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 ∀精密吸

取对照品溶液 Λ 按上述色谱条

件测定峰面积 以淫羊藿苷的量 Λ 横坐标 淫羊藿苷峰面

积为纵坐标 得回归方程 Ψ ≅ Ξ ≅

ρ 线性范围为 ∗ Λ ∀

2 2 5  精密度试验  取对照品溶液 10Λ 连续进样 次

分别测其峰面积 ≥⁄为 ∀

2 2 6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号样品 5 份 按供试品溶液

制备方法制备 依法测定 ≥⁄为 ∀

2 2 7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份供试品溶液于不同时间测

定 结果表明在 内稳定 ∀

2 2 8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已知测定含量的样品 批号

约 粒量 份 分别加入一定量的淫羊藿苷对照

品 按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并依法测定 计算回收率 平均回收

率为 ≥⁄ ∀

2 2 9  样品测定  样品按上述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取供

试品溶液及对照品溶液各 Λ 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 以外

标法计算样品中的淫羊藿苷含量 结果见表 ∀

表 1  样品测定结果

Ταβ 1  ⁄ ∏ ν

批号 含量 ≥⁄

3  讨论

3 1  本实验曾选用正丁醇2醋酸乙酯2水 Β Β 上层液 !氯

仿2醋酸乙酯2甲醇2水 Β Β Β ε 以下放置后的下层

液 !氯仿2甲醇2水 Β Β ε 以下放置后的下层液等多种

展开系统展开 以三七皂苷 为对照鉴别三七 结果均不能

将三七皂苷 与红参中的人参皂苷 明显分开 即人参对

三七皂苷 的检出有干扰 ∀红参及三七二者均含人参皂苷

考虑二者均属于贵细药材 故以检出人参皂苷 鉴别

二者 ∀薄层鉴别中同时鉴别黄芪 !人参及三七 操作简便 准

确 ∀

3 2  本实验曾对含量测定中样品提取方法进行比较 考察

了用体积分数为 乙醇和无水乙醇提取液直

接进样体积分数为 乙醇提取液用醋酸乙酯提取后进样

结果以体积分数为 乙醇提取直接进样的方法为最佳 超

声提取 与回流提取 结果基本一致 ∀

3 3  比较了多种流动相系统 甲醇2水 !乙腈2水2磷酸 !甲醇2

水2磷酸 及甲醇2水2磷酸的不同比例 结果以甲醇2水2磷酸

Β Β 分离效果最佳 ∀

3 4  测定的三批样品淫羊藿苷含量差异较大 ∀由于淫羊藿

的品种不同 其淫羊藿苷含量差异较大 张艺 肖崇厚 孟宪

丽 ° ≤ 法测定川产淫羊藿属植物的淫羊藿苷含量 中国

中药杂志 Β 因此制剂生产时应注意控制

药材的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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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氮合酶 ≥ 抑制剂 2硝基精氨酸 抑制 Π ∀结论  中药方剂通过刺激活化 ≥诱导机体内源 升高实现利

水消臌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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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ο Στυδψτηε µεχηανισµ οφ Τραδιτιοναλ Χηινεσε Μεδιχινε (ΤΧΜ) ον τηε ασχιτεσ δραιναγε.

⁄ ≥ (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Λψµ πηολογψ, Μεδιχαλ Χολλεγε οφ Ζηεϕιανγ Υνιϖερσιτψ, ΗανγΖηου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ΜΕΤΗΟ∆  

× ¬ × ∏ ∏ ∏ ≥

∏ ∏ ΡΕΣΥΛΤΣ  ≤ ≥

∏ ∏ × ≤ ∏ ∏ Π

∏ Π ×

× ≤ ∏ ∏ ≥ ∏ 2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 ∏ 2

ΚΕΨ ΩΟΡ ∆Σ : ≤ × ≤

  观察中药消臌复方 党参 !泽泻 !白术 !丹参及益母草五

味中药组方 的利水消臌作用 以 供体硝普钠为阳性对

照 以 ≥抑制剂 2硝基精氨酸 为分析工具探讨中药方

剂利水消臌作用机制 ∀

1  材料与方法

1 1  仪器

ƒ ± 型旋转蒸发器 上海电子管十一厂

≥ 电镜2计算机图象分析术系统 日立公司 2 型离子溅

射镀金膜 日立公司 ≤° 型临界点干燥仪 日立公司 贝

克曼 ≤¬ ⁄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美国贝克曼仪器公司 ∀

1 2  药品

硝普钠 温州制药二厂 批号 泽泻 !党参 !白术 !

丹参 !益母草 浙江中医研究院中药房售 Λ2硝基精氨酸 2

≥ 公司 ∀

1 3  动物

∗ ⎯ 清洁级 种小鼠 购自浙江大学医学院实

验动物中心 合格证号 医 动 字第 2 号 ∀

1 4  中药提取

取党参 白术 丹参 泽泻 益母草

用体积分数为 乙醇浸泡 取浸液 将浸液置于

ƒ ± 2 旋转蒸发器回流蒸发至总生药浓 度为

置于冰箱 ε 冷藏备用 ∀

1 5  肝纤维化小鼠模型制备及分组

取 ∗ ⎯ 小鼠若干 以体积分数为 乙醇代

替饮用水 除生理盐水对照组外 其余小鼠于 起

≤ ≤ 每隔 次 第 周取 只小鼠肝脏做形

态观察以确定假小叶是否形成 然后将假小叶形成小鼠随机

分成模型组 !方剂量组 !硝普钠组 Λ 只 !方剂

≥抑制剂组 另加生理盐水组 共 组 每组 只 ∀

1 6  方法

取分组小鼠 分别 生理盐水 和中药方剂

共 ∀硝普钠组于实验 和 分别给

予硝普钠各 次 Λ 次 只 方剂 ≥抑制剂组于实验

和 分别给予 ≥抑制剂各 次 Λ 次 只 每次

给药后收集 小鼠尿液 贝克曼 ≤¬2⁄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测定尿 浓度 ∀各组于第 次给药后 取血

法≈ 测定血清 取右膈腹膜 ≅ 制作扫描电镜样

本观察分析腹膜淋巴孔 ∀

1 7  扫描电镜制样

取右膈腹膜 ≅ 作戊二醛2锇酸双重固定单宁

酸液导电处理 梯度乙醇脱水 醋酸异戊脂置换 ≤ 临界点

干燥仪干燥 离子溅射仪喷金 扫描电镜观察 加速电压

∂ ∀电镜扫描观察 ∞ 计算机图象分析软件处

理分析 ∀

1 8  统计分析处理

≥°≥≥数据统计分析系统 组间均数比较 τ检验 ∀

2  结果

2 1  方剂组与硝普钠组小鼠的尿液 浓度均大于生理盐

水组和模型组 Π 方剂组与硝普钠组小鼠血清

浓度均高于生理盐水组和模型组 Π 血清 浓度

升高与尿液 浓度趋向一致 方剂 ≥抑制剂组的血

清 浓度及尿液 浓度均低于方剂组 Π 见表

∀

2 2  方剂组及硝普钠组小鼠的淋巴孔孔周 !面积 !密度大于

模型组 组间差异显著 Π 方剂 ≥抑制剂组小

鼠的淋巴孔周 !面积 !密度小于方剂组 组间差异显著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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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表 1  中药消臌复方对肝纤维化小鼠尿液排 量及血清

的影响 ν , ξ ? σ

Ταβ 1  ∏ ∏ 2

∏ ∏ √ ν , ξ

? σ

组  别
⁄ 值

对照组 ? ?

模 型 组 ? ?

模型 方剂组 ? ?

模型 硝普钠组 ? ?

模型 方剂 ≥

抑制剂组
? ?

注 与生理盐水组比 Π 与方剂组比 Π 与模型组

比 Π ∀

≥ ∏ Π ∏

Π ∏ Π

表 2  中药消臌复方对肝纤维化小鼠腹膜淋巴孔的调控作用

ξ ? σ

Ταβ 2  × ∏ ∏ 2

√ ξ ? σ

分组
淋巴孔周长

Λ

淋巴孔面积

Λ

淋巴孔密度

个

对照组 ? ? ?

模型组 ? ? ?

模型 方剂组 ? ? ?

模型 硝普钠

组
? ? ?

模型 方剂

≥抑制剂组
? ? ?

注 与对照组比较 Π 与模型组比 Π 与方剂组比

Π ∀

∏ Π

∏ Π ∏ Π

3  讨论

肝硬化是引起腹水的病因之一 由于病变过程较长硬变

早 !中期的患者长期受少量腹水之困绕 治疗较棘手 ∀传统

中医以健脾益气 活血化淤 利水消胀原则治理肝性腹水 并

取得一定疗效≈ 因其不良反应小而深受重视 但中药消臌

化水机制不明 ∀随着腹膜淋巴孔的发现及腹腔2腹膜淋巴孔2

淋巴系2脉管系通路在腹水归转中作用的阐明≈ 为探明中

药消臌化水作用及机制提供了实验室研究操作平台 ∀以往

许多研究已证明传统常用消臌中药有调控腹膜淋巴孔的作

用≈ 但作用是通过何机制实现的 一时也难以弄清 ∀近年

来 气体信使参与多种生理病理过程的研究报道给探明

中药消臌利水作用机制提供了思路 ∀本实验从 味常用消

腹水中药中选取党参 !白术 !丹参 !泽泻 !益母草五味中药组

成方 以硝普钠为阳性对照组 以 ≥抑制剂 Λ2硝基精氨

酸 为工具 研究观察中药方剂的消臌化水作用与 之间

的关系 ∀结果显示 中药方剂除对肝纤维化小鼠腹膜淋巴孔

的有开启作用外 对小鼠尿 的排泄也有作用 中药方剂

组小鼠血清的 水平普遍升高 Π 小鼠血清

水平的提高与小鼠尿 排泄量的多少及腹膜淋巴孔的开

启的大小趋向一致 这结果与供体组硝普钠组一致 ∀ ≥抑

制剂 2硝基精氨酸 组小鼠的血清 水平明显低于中药

组 Π 其小鼠的淋巴孔周长 !面积和密度也小 或低

于中药组 Π 尿 排泄量也低于中药组 Π

这表明中药诱导的 升高能被 ≥抑制剂抑制 ∀中

药消臌化水作用与小鼠机体 浓度的变化有关 ∀

是一种气体高反应自由基 在体内经 ≥ 催化从

Λ2精氨酸产生 通过激活鸟苷酸环化酶 增加 °的生成

发挥生物效应≈ ∀本实验认为中药消臌利水作用主要是中

药刺激 !活性血管内皮及淋巴管内皮的 ≥ 增加 的产

生 提高机体 水平的结果 ∀其途径有 促进尿 排

泄降低血管离子渗透压 增加血管的离子通透性 使组织

液及腹水中的 主动归转血液 从而消除钠储留现象

作用毛细淋巴管内皮 舒张毛细淋巴管内皮间隙 !腹膜淋巴

孔 利用淋巴系统的强大引流功能将含有大分子物质的腹水

引流归转血液 从而利水消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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