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差异 Π 与 Π ∀ 个剂量组梯度检验 Π

说明该药降血糖作用与剂量有关 ∀苯乙双胍

也能明显降低肾上腺素引起的高血糖 ∀见表 ∀

表 4  养阴益气胶囊对肾上腺素高血糖小鼠血糖的影响 ν

ξ ? σ

Ταβ 4  ∞ ∏ / ≠ 0 / ± 0 2

∏ ∏ ∏ 2 ∏

ν ξ ? σ

组 别
剂 量

# # ≅

血 糖 值

#

生理盐水对照 ?
肾上腺素对照 ?
苯乙双胍 ?

养阴益气胶囊 ?
?

?

注 τ检验 与肾上腺素对照组比较 Π Π

× √ ∏ Π Π

3  讨论

糖尿病是一种胰岛素分泌绝对或相对不足引起的代谢

性疾病 中医将它归入消渴证的范畴 患者常出现体弱阴虚

口干烦渴等症状 ∀作者对养阴益气胶囊中所含的铁皮石斛

和西洋参的降血糖作用研究表明 两药对 ≥× 诱发的糖尿病

大鼠及肾上腺素性高血糖小鼠均有降血糖作用 ∀在作用机

制方面 两药既有相似之处 也有不同点 突出的地方是均能

使 ≥× 诱发的糖尿病大鼠胰岛 Β细胞数量增多 Α细胞数量

减少 因而使血清胰岛素水平增高 胰高血糖素水平降低 引

起血糖降低 ∀而铁皮石斛对 Β细胞损伤的修复作用更为明

显 ∀养阴益气胶囊正是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开发的一种降血

糖新药 ∀

本实验结果表明 养阴益气胶囊对正常小鼠 对 ≥× 性

糖尿病大鼠及肾上腺素性高血糖小鼠均有明显降血糖作用

作用与剂量有关 ∀养阴益气胶囊给糖尿病大鼠 一次 给药

后 后血糖明显降低 作用可维持 以上 ∀此外 经

作者研究 该药还能提高家兔糖耐量 ∀以上药效学研究结果

为养阴益气胶囊用于治疗糖尿病提供了药理学依据 ∀毒理

学研究表明 养阴益气胶囊的毒性低 ∀因此 该药可能具有

较好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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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子量壳低聚糖抗菌作用的研究

孙晓文 金蕴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幼保健院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研究不同分子量的壳低聚糖抗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的能力及其最低杀菌浓度 ∀方法  分别测定及比较加

有壳低聚糖的培养基及空白培养基的菌浓 ∀结果  不同分子量 !不同浓度的壳低聚糖的抗菌作用强弱不一 同一规格壳低聚

糖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的作用强度不同 ∀结论  壳低聚糖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作用随分子量的减小而增加 随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对大肠杆菌作用很不明显 且无规律可寻 ∀

关键词 壳低聚糖 纤维素酶 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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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 Σιρ Ρυν Ρυν Σηαω Ηοσπιταλ , Σχηοολ οφ Μεδιχαλ Σχιενχε , Ζηεϕιανγ Υνιϖερσιτψ , Ηανγζηου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Σ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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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ΟΡ ∆Σ : ∏ Στ . αυρευσ Ε . χολι

  甲壳素是一种天然的高聚物 广泛存在于虾壳 蟹壳 昆

虫壳中 产量仅次于纤维素 ∀其活性成分壳低聚糖具有强效

抑菌活性≈ ∀本次实验用纤维素酶降解壳聚糖 得到不同分

子量的壳低聚糖及对不同分子量 !不同浓度壳低聚糖的抑菌

活性进行比较 从而得出壳低聚糖的最佳抑菌分子量和最佳

抑菌浓度 ∀

1  材料与仪器

1 1  材料

壳聚糖 玉环海洋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脱乙酰度

水溶液黏度为 ° # 黏均分子量 万 纤维

素酶 自制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本院检

验科细菌室 !大肠杆菌 × ≤≤ 本院检验科细菌室

1 2  仪器

高压蒸汽消毒锅 ≥≤ 美国 恒温玻璃水浴 上海精

洪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血球记数器 贺利氏 德国 显微镜

贺利氏 德国 乌氏黏度计 浙江椒江玻璃仪器厂

2  方法

2 1  细菌的培养及适合菌浓的确定

配制液体肉汤蛋白胨培养基 分别对大肠杆菌和

金黄色葡萄球菌进行常规培养≈ ∀取培养后的细菌原液

按十倍稀释法操作得 , , 的各种

稀释度的菌液 ∀取不同规格的菌液分别进行培养 镜检得最

佳菌浓分别是 金黄色葡萄球菌为 大肠杆菌为 ∀

2 2  不同分子量壳低聚糖的制备

称取干燥壳聚糖 加入 冰醋酸 不断搅拌至

完全溶解 再用蒸馏水定容至 ∀调节壳聚糖溶液至

再放置过夜 使调 时产生的气泡消失 ∀将壳聚糖

溶液在 ε 的摇床水浴中恒温 加入 纤维素酶

搅拌 使均匀分散 ∀在此条件下 壳聚糖开始降解 ∀控制降

解时间得到不同分子量的壳低聚糖溶液 再经甲醇提取法提

纯≈ ∀用乌氏黏度计测定分子量 分别得到分子量为

的壳低聚糖 ∀

2 3  壳低聚糖的抗菌试验

将分子量为 的壳低

聚糖分别溶解于 的醋酸溶液中灭菌后配成浓度为

的溶液备用 ∀配制 固体肉

汤蛋白胨培养基 调 值到 ∗ 分装到两个

的锥型瓶中 连同 无菌水用高压蒸汽在 ° 下灭

菌 冷至 ε 左右后用无菌吸管吸取注入无菌平皿

内 水平放置待凝 制成培养平板 ∀取稀释度为 的金黄

色葡萄球菌液 的大肠杆菌液在培养平板上涂布均匀

后 用无菌镊子将无菌滤纸片分别浸入各样品溶液中 取出

并在试管内壁上除去多余溶液后 以无菌操作将纸片放入培

养皿内 并使其铺满皿表面 重复 次 ∀另取一不加菌种的

空白培养皿 按上法加入含 的壳低聚糖的样品液 同

时做空白对照试验 ∀在 ε 的培养箱内培养 ∀

2 4  壳低聚糖抑菌率的测定

菌体数量的测定采用血球记数器在显微镜下直接记

数≈ ∀在血球记数器的记数室上加上盖玻片 用滴管加一滴

培养液到盖玻片边沿 使菌液自行渗入 在显微镜下数出一

个中方格中两条对角线上 个小格中的总菌数 取平均值

按下式计算细菌浓度

细菌数 毫升 ≅ ≅ ≅

指 个小格中的总细菌数

指菌液的稀释度

分别测算含壳低聚糖的试验平板及空白对照平板的菌

浓 再根据所得数据计算其抑菌率 ∀

抑菌率 2试验平板菌浓 空白平板菌浓 ≅

2 5  对抑菌作用的影响

以 的盐酸调节固体肉汤蛋白胨培养基的 分

别为 并制成培养平板 依上法分别用壳低聚

糖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进行抑菌试验 ∀

3  结果

经实验结果如下 图中数据为壳低聚糖的抑菌率 ν

Π

图 1  不同浓度不同分子量的壳低聚糖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制能力试验结果

Φιγ 1  × Στ . αυρευ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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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浓度不同分子量的壳低聚糖对大肠杆菌的抑制能力试验结果 ν

Φιγ 2  × Ε . χολι ν

3 1  壳低聚糖的抑菌率

由图 可知 在一定的量级范围内 同一分子量的壳低

聚糖随着浓度的增大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效果越来越

好 ∀同一浓度的壳低聚糖随着分子量的减小 抑菌效果也越

来越好 ∀从图 可知 壳低聚糖对大肠杆菌的抑菌效果不明

显 ∀在同一浓度不同分子量的壳低聚糖抑菌能力没有规律

可寻 ∀空白对照试验中的培养平板上无菌落生长 ∀因此 可

以得出壳低聚糖对革兰氏阳性菌的抑制效果优于对革兰氏

阴性菌 ∀

3 2  不同 的抑菌作用

在不同的 值的平板上 结果显示 分子量为

的壳聚糖在 为 时抑菌作用较

强 当 大于 时 则抑菌作用明显下降 ∀而分子量为

的壳低聚糖则在 为 时均显示强效

抑菌作用 ∀ 为 时 抑菌作用下降明显 ∀即小分子量

的壳低聚糖在中性溶液中也能显示较好的抑菌作用 而较大

分子量的壳低聚糖只有在弱酸性条件下才能显示较强的抑

菌作用 ∀

4  讨论

4 1  目前甲壳素的应用虽较广泛 但取其抑菌活性这一特

点的产品尚且不多 医学上有创伤愈合海绵 免拆手术缝合

线等 ∀其较强的抑菌活性 可应用于一些药品 尤其是用于

皮肤 !创面感染的药物≈ ∀

4 2  据报道 壳低聚糖的抗菌性还与脱乙酰度有关 ∀壳低

聚糖分子中的质子化铵与细胞膜作用 吸附而聚沉细菌 ∀因

此可以对不同脱乙酰度同一分子量 !同一浓度的壳低聚糖进

行抗菌性比较试验 ∀

4 3  据报道 值不同时 壳低聚糖的抗菌作用不同 这可

能与不同 值时壳低聚糖的溶解性能不同有关 ∀壳低聚糖

在液体培养基中的抗菌作用要比在固体培养基中高≈ ∀因

此 可以考虑将壳低聚糖制成一些皮肤用涂液 其优点是既

有抗菌作用又无不良反应 既可药用又可作保健产品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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蝎毒素 Ις 对血管内皮细胞介导纤溶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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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巧云 女 岁 讲师 药理学硕士 主要从事心血管药理研究 ∀ × 2 ∞2 ∏

王巧云 吕欣然 滨州医学院药理教研室 山东  滨州 潍坊医学院应用药物研究所 山东  潍坊

摘要 目的  研究蝎毒素 ∂ 纤溶作用的内皮细胞介导机制 ∀方法  培养的人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分别与剂量为

的蝎毒素 ∂ 孵育后 测定蝎毒素 ∂ 对内皮细胞释放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 2° !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物

° 2 的影响 ∀结果  蝎毒素 ∂ 在低剂量能降低 2° 和 ° 2 活性 但 2° ° 2 比值较对照组相比明显升高 ∀结论  

蝎毒素 ∂ 能够通过影响内皮细胞功能 发挥纤溶作用 提示其为纤溶促进剂 ∀

关键词 蝎毒素 ∂ 血管内皮细胞 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 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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