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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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本课题为山东省卫生厅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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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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蝎毒源自我国传统名贵药材东亚钳蝎 研究证明它有镇

痛 !抗肿瘤 !抗凝 !纤溶等多种功效 ∀现认为发挥药理活性的

为其主要成分蛋白质 经蛋白质进行分离纯化后 获得数种

分子量不等 !药理活性亦不同的蛋白多肽 ∀笔者探讨蝎毒素

∂ 纤溶的内皮细胞介导机制 ∀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药与试剂

蝎毒冻干粉 潍坊医学院应用药物研究所 培养

基 ≤ 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胶

原酶 ≥ 2° 及 ° 2 上海太阳生物试剂公司 胰蛋

白酶 ⁄ 产品进口分装 谷氨酰胺 ≥ ∀

1 2  仪器

2 型 ° 蛋白纯化系统 ≤ 培

养箱 美国 ƒ ≤ ∏ 酶标仪 日本 ∞ 2

倒置相差显微镜 中国上海显微镜厂 ƒ 型电子

天平 上海天平仪器厂

1 3  方法

1 3 1  蝎毒素 ∂ 的制备≈ ∗  以 ° 蛋白纯化系统对

蝎毒进行分离纯化 收集到分子量为 的蝎毒素 ∂ 将

蝎毒素 ∂ 放入浓缩离心管 截留分子量为 中 低温离

心以脱盐浓缩 干燥后以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扫描并测定其

在 和 的吸光度 据公式 蛋白质浓度

Α 2 Α 计算其蛋白质含量为 ∀干燥品

低温保存备用 ∀

1 3 2  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的培养≈  脐静脉内注入

胶原酶消化后 加完全培养液 含 胎牛血清

谷氨酰胺 青霉素 链霉素 Λ 肝素 Λ

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及 液的 培养基 于

内皮细胞中 细胞计数为 ≅ 个 放入 ≤ 培养箱

中 ε 孵育 ∀细胞传至 代用于研究 细胞铺满平皿后 加

入无血清培养液 含抗生素 谷氨酰胺 蝎毒素 ∂ 蝎毒素

∂ 浓度分别为 培养 后收集培养液

≅ γ 离心除去脱落细胞和细胞碎片 用于测定 2° 和

° 2 ∀

1 3 3  2° 和 ° 2 测定≈  参照文献及产品说明书 采

用发色底物法测定

1 4  统计方法

所有结果以 ξ ? σ表示 各组间差异用方差分析 ∀

2  结果

蝎毒素 ∂ 在培养 后 各剂量与对照组相比 2° 和

° 2 活性都降低 Π 但 2° ° 2 比值在

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 Π ∀结果见表

表 1  蝎毒素 ∂ 对血管内皮细胞分泌 2° ° 2 及 2°

° 2 比值的影响 ξ ? σ ν

Ταβ 1  ∞ √ √ 2° ° 2

2° ° 2 ∏ ∏ ∏ ξ ? σ ν

蝎毒素 ∂ 浓

度

2°

≅

° 2

≅

2° ° 2

≅

? ? ?

? ? ?

? ? ?

? ? ?

? ? ?

注 Π 低于对照组 Π 高于对照组

Π √ Π √

3  讨论

2° !° 2 是内皮细胞释放的纤溶系统的关键物质

° 2 对 2° 有快速抑制效应 二者的动态平衡对调节纤溶

系统起着决定性作用 任何影响 2° !° 2 动态平衡的因

素 都能影响纤溶过程 ∀此外 ° 2 是血栓性疾病的一种危

险因子 在缺血性疾病中起重要作用 升高的 ° 2 能够影

响溶栓药物的疗效 ∀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 蝎毒素 ∂ 通过

影响内皮细胞明显降低 ° 2 即减少了 ° 2 这一危险因

子 同时在低剂量亦明显升高 2° ° 2 比值而表现纤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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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 ∀可见 蝎毒素 ∂ 在低浓度就能经内皮细胞介导实现

纤溶 即具有促内源性的纤溶作用 但在较高浓度时 纤溶活

性趋于降低 ∀通过更深入 !全面研究 妥当掌握其有效剂量

范围 有望使其成为一较理想纯天然的新型溶栓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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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乐胶囊的抗炎与镇痛作用研究

张劲松 姚治 倪维芳 浙江省药品检验所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研究胆乐胶囊的抗炎与镇痛作用 ∀方法  采用蛋清致大鼠足跖肿胀 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 醋酸致小鼠毛细血

管通透性增加和扭体进行抗炎镇痛作用研究 ∀结果  胆乐胶囊能明显抑制蛋清致大鼠足跖肿胀和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 并

能明显抑制醋酸致小鼠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和扭体数 ∀结论  胆乐胶囊具有较好的抗炎与镇痛作用 ∀

关键词 胆乐胶囊 抗炎作用 炎性肿胀 毛细血管通透性 镇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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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乐胶囊由猪胆汁 !陈皮 !山楂 !郁金 !连钱草组成 ∀具

有理气止痛 利胆排石作用 ∀文献曾报道过其对胆总管口括

约肌电生理 !体内体外溶石≈ !胆汁成分的影响≈ 但该药的

抗炎和镇痛作用笔者尚未见报道 ∀本实验主要对其抗炎和

镇痛作用进行了药效学研究 ∀

1  实验材料

1 1  药物与试剂

胆乐胶囊 浙江永宁制药厂 批号 阿司匹林

阿斯特拉无锡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 其它试剂均

为分析纯 ∀

1 2  实验动物

昆明种小鼠 体重 ∗ 雌雄各半 浙江省药品检验

所动物房 ≥⁄大鼠 体重 ∗ 雌雄各半 中国科学院

上海实验动物中心 ∀

2  方法

2 1  对蛋清致大鼠足跖肿胀的影响≈

大鼠随机分成 组 ∀设空白对照组 ≤ ≤2 阿

司匹林阳性对照组 胆乐胶囊组

∀空白对照组与胆乐胶囊组 给药 每日一次 阿司

匹林组 给药 每日一次 ∀末次给药 后右后足脚跖

新鲜鸡蛋清 只 记录给蛋清前及给蛋清后

的右后足足跖周长 计算肿胀率和肿胀抑制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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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