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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母草治疗痛经机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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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益母草治疗痛经的药理作用及机制 ∀方法  经十二指肠给予益母草水提液 观察豚鼠在体子宫收缩频率及

幅度的变化 ∀分别采用由缩宫素及 甲基2° ƒ Α所致的子宫痉挛模型 观察小鼠口服益母草提取液后的作用 ∀采用二甲苯致

小鼠耳廓肿胀及实验性大鼠子宫炎症模型 分别观察小鼠 !大鼠口服益母草提取液的抗炎作用 ∀用放射免疫法及化学分析法

分别检测大鼠口服益母草水提液后血液雌 !孕激素及子宫平滑肌 ° ƒ Α及 ° ∞ 含量的变化 ∀结果  益母草水提液能增强未孕

正常豚鼠在体子宫的收缩 ∀益母草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 2° ƒ Α及缩宫素所致的小鼠子宫痉挛 能减轻二甲苯所致的小

鼠耳廓肿胀的程度 改善实验性子宫炎症状况 且能降低子宫炎症时其平滑肌上 ° ∞ 的含量 亦能降低大鼠子宫平滑肌上

° ƒ Α的含量 ∀益母草水提液能升高血液孕激素的水平 而对雌激素却无明显影响 ∀结论  益母草对子宫具有比较广泛的药

理作用 可能通过抑制痉挛子宫的活动 !抗炎 !降低子宫平滑肌上 ° ƒ Α ° ∞ 的含量及升高体内孕激素水平等多种途径缓解

痛经症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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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母草 ∏∏ 为中医妇科要药 用于月经不

调 痛经 经闭 恶露不尽等 ∀益母草治疗痛经具有确切的临

床疗效 ∀但至今 益母草对子宫的药理研究仅限于发现有增

加子宫的收缩频率及幅度的作用≈ 益母草的兴奋子宫作用

较难用来阐明其治疗痛经的机制 ∀故本课题旨在通过益母

草水提液对子宫药理作用的研究 探明这一传统良药用于治

疗痛经的机制 ∀为临床上更好地使用该药提供一定的实验

依据 ∀

1  实验材料

1 1  受试药

益母草由上海中医药大学药用植物教研室周秀佳教授

鉴定为 ∏∏ 制备成水提液 以下简称 ≠ ≤ 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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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生药 临用前以蒸馏水配制成所需浓度 ∀

1 2  试剂 !药品

2甲基 ° ƒ Α注射液 上海五洲制药厂孙桥分厂产品 临

用前用注射用油配制成 ∀苯甲酸雌二醇 以下简

称 ∞ 上海第九制药厂产品 批号 临用前用注射用

油配制成 ∀炔诺酮片 妇康片 上海信谊药厂产

品 批号 甲 用含 聚山梨酯 吐温 的蒸馏水

配制成 ∀缩宫素 为上海和丰制药有限公司产

品 批号 ∀阿司匹林 上海第九制药厂产品 ∀

临用前用蒸馏水配制成 浓度的混悬液 ∀吲哚美辛 消炎

痛 上海第六制药厂产品 ∀临用前用蒸馏水配制成

浓度的混悬液 ∀雌二醇 ∞ 放射免疫检测试剂盒 批号

∞ ⁄ 孕酮 ° 放射免疫检测试剂盒 批号

° ⁄ 均由中国天津德普公司 ⁄°≤ 提供 ∀ ° ƒ Α放射

免疫检测试剂盒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同位素

室提供 批号 ∀

1 3  动物

昆明种小鼠 ∗ 雌性 ≥⁄或 • 大鼠 雌性

∗ 豚鼠 雌性 ∗ 均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实验动

物中心提供 ∀

2  方法与结果

2 1  对正常豚鼠子宫的影响

取 ∗ 雌性未孕豚鼠 只 随机分成两组 称重

按 腹腔注射乌拉坦麻醉 ∀打开腹腔 找到子宫 ∀参

照文献≈ 方法略加修改 进行在体子宫试验 ∀子宫张力变

化通过张力换能器 • 2 型 上海医用电子仪器厂 记录

于自动平衡记录仪 2 型 上海大华仪表厂 ∀标本稳

定 后 先记录正常子宫的活动曲线 然后按 生药

体重从十二指肠注入 ≠ ≤ 或生理盐水 ≥ 后观察子宫

收缩频率及幅度的变化 结果表明 益母草对正常子宫有一

定的兴奋作用 见表 ∀

2 2  对痉挛状态下子宫的影响

2 2 1  对缩宫素所致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 参照文献≈ 取

∗ 小鼠 只 随机分为 组 第 组每天灌服 ≥

第 组每天分别灌服不同剂量的 ≠ ≤ ∀

每天一次 连续 ∀第 ∗ 组于第 天腹腔注射 ∞ Λ

只 ∀第 天 灌服 ≥或 ≠ ≤ 后 每只小鼠腹腔注射缩

宫素 记录注射缩宫素后 内各小鼠的扭体次

数 ∀并与模型组比较 结果见表 ∀

表 1  ≠ ≤对豚鼠在体子宫收缩频率及幅度的影响 ξ ? σ

Ταβ 1  ∞ √ ∏

∏ ∏ ∏ ξ ? σ

组别 动物数
用药前 用药后

频率 次 幅度 频率 次 幅度

≥ ? ? ? ?

≠ ≤ ? ? ? ?

注 与 ≥对照组比较 Π

≤ ≥ ∏ Π

表 2  ≠ ≤对缩宫素所致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

Ταβ 2  ∞

∏ ¬

组别
剂量

生药

动物数

只

扭体次数

ξ ? σ 次

≥ ?

∞ ≥ ?

∞ ≠ ≤ ?

∞ ≠ ≤ ?

注 与 ∞ ≥组比较 Π

≤ ∞ ≥ ∏ Π

结果显示 ≠ ≤ 能抑制缩宫素所致小鼠扭体反

应 与 ≥ ∞ 组比较有显著意义 ∀

2 2 2  对 152甲基 ° ƒ Α所致小鼠子宫痉挛的作用 取 ∗

雌性小鼠 只 随机分为 组 ∀第 组每天灌服 ≥

第 组每天分别予以 ≠ ≤ 灌胃 ∀每天

一次 连续 ∀第 天 第 组分别腹腔注射 ∞ Λ

只 第 组给以等量 ≥ 每天一次 连续 第 天灌服 ≥或

≠ ≤ 后 腹腔注射 2甲基 ° ƒ Α ∀参照文献≈

观察 内小鼠反应 以小鼠腹部收缩内凹 臀部抬高作为

观察子宫收缩致痛的指标 计算各组疼痛小鼠数 并与模型

组比较 作 ς
2检验 ∀结果显示 口服 ≠ ≤ 有缓解 2

甲基 ° ƒ Α所致小鼠子宫痉挛的作用 ∀对照组小鼠腹部收缩

内凹 臀部抬高 而服药组上述症状明显减轻 两组比较有显

著性差异 Π 见表 ∀

表 3  ≠ ≤对 2甲基 ° ƒ Α所致小鼠子宫痉挛的影响

Ταβ 3  ∞ ∏ ∏ ∏

2° ƒ Α

组别
剂量

生药

动物数

只

内疼痛小鼠数

只

≥

∞ ≥

∞ ≠ ≤

∞ ≠ ≤

注 与 ∞ ≥组比较 Π

≤ ∞ ≥ ∏ Π

2 3  对实验性炎症模型的影响

2 3 1  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廓肿胀的影响 取 ∗ 雄性

小鼠 只 随机分为 组 ∀分别灌胃给予 ≥ ≠ ≤

每天一次 连续 ∀末次给药或

≥ 后 将 Λ 二甲苯涂于小鼠右耳正反面 ∀ 后

处死动物 用 打孔器沿左右耳廓相同部位打孔 ∀两侧

耳廓圆片分别称重 以两耳廓圆片重量差作为肿胀程度指

标 比较药物组与对照组间的差异 ∀结果显示 体

重的 ≠ ≤能减轻二甲苯所致小鼠耳廓肿胀程度 且与对照

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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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廓肿胀的影响

Ταβ 4  ∞ ∏ ∏

∏

组别
剂量

生药

动物数

只

耳廓肿胀度

ξ ? σ

≥ ?

?

≠ ≤ ?

≠ ≤ ?

注 与 ≥组比较 Π Π

≤ ≥ ∏ Π Π

2 3 2  对实验性大鼠子宫炎症模型的影响 参照文献≈ 取

雌性 体重 ∗ 的 • 大鼠 只 用 的戊巴比妥

钠按 体重麻醉大鼠 剪去下腹部毛发 乙醇消毒皮

肤 沿下腹部正中线切开 暴露子宫 距右侧子宫角顶端

处作一横切口 将一管径 长 !重 的塑料管

放置在子宫内 将子宫切口缝合 伤口处滴入青霉素 以

防止感染 ∀手术后 只大鼠随机分为 组 每组 只 分别

予以 ≥ ≠ ≤ 生药 ≠ ≤ 生药

灌胃 ∀ 后 处死大鼠 分离其子宫称重 比较左右

侧子宫角重量的差异 计算出其肿胀百分率 ≈ 右侧子宫重

量 左侧子宫重量 左侧子宫重量 ¬ 结果见表 ∀

表 5  ≠ ≤对大鼠实验性子宫炎症的影响

Ταβ 5  ∞ ¬ 2

∏

组别
剂量

生药

动物数

只

左右侧子宫差值

ξ ? σ

肿胀百分率

ξ ? σ

≥ ? ?

? ?

≠ ≤ ? ?

≠ ≤ ? ?

注 与 ≥组比较 Π Π

≤ ≥ ∏ Π Π

结果表明 生药 体重 ! 生药 体重的 ≠ ≤ 能

明显减轻实验性大鼠子宫炎症 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

异 ∀

2 3 3  对炎症子宫平滑肌上 ° ∞ 含量的影响 手术 !分组

及给药同实验/ 0 ∀测量大鼠炎症子宫 ° ∞含量的方法

参照有关文献进行≈ ∀取右侧致炎子宫角 剪碎 加 ≥

浸泡 期间振摇浸泡液五次 浸泡液 离心

取上清液 加 2甲醇液 在 ε 温育

加甲醇 混匀后于波长 处测定吸光度 以此

比较各组前列腺素 ∞ 含量的差异 结果显示 生药

体重的 ≠ ≤能明显降低子宫炎症时其平滑肌上 ° ∞ 的含

量 且较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 见表 ∀

表 6  ≠ ≤对子宫炎症时其平滑肌上 ° ∞ 含量的影响

Ταβ 6  ∞ ° ∞ 2

∏ ∏ ξ ? σ

组别
剂量

生药

动物数

只

吸光度

ξ ? σ ≅

吸光度 毫克子宫重量

ξ ? σ ≅

≥ ? ?

? ?

≠ ≤ ? ?

≠ ≤ ? ?

注 与 ≥组比较 Π Π

≤ ≥ ∏ Π Π

2 4  对大鼠子宫平滑肌上 ° ƒ Α含量的影响

取 ∗ 雌性 • 大鼠 只 随机分为 组 每

组 只 ∀分别灌服 ≥ 益母草水提液 生药

生药 ∀每天一次 连续 ∀第 天各组

分别腹腔注射 ∞ Λ 只 ∀第 天 灌胃给药 后 腹腔

注射 甲基2° ƒ Α ∀ 后用戊巴比妥钠麻醉 ∀分

离子宫组织 快速称重 迅速将之置匀浆管中 并按

子宫重量加入匀浆液 无水乙醇 生理盐水 配

成 研制成匀浆 ε 离心 取上清液 加

入 ≤ Λ 酸化 用醋酸乙酯 提取以及

β≤离心 ∀重复提取一次 ∀收集两次提取液 冷风

吹干 加入 ° ≥溶液振荡溶解 ∀再按 ° ƒ Α放射免疫操

作步骤复管测定子宫平滑肌上 ° ƒ Α的含量
≈ 数据经对数

转换 并比较药物组与对照组间的差异 ∀结果表明 口服

生药 ≠ ≤能明显降低大鼠子宫平滑肌 ° ƒ Α的含量 与对

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结果见表 ∀

表 7  ≠ ≤对大鼠子宫平滑肌 ° ƒ Α含量的影响 ξ ? σ

Ταβ 7  ∞ ° ƒ Α ∏2

∏ ξ ? σ

组别
剂量

生药

动物数

只

子宫平滑肌 ° ƒ Α的含量

对数值

≥ ?

?

≠ ≤ ?

≠ ≤ ?

注 与 ≥组比较 Π Π

≤ ≥ ∏ Π Π

2 5  对大鼠雌 !孕激素的影响

取 ∗ 雌性未孕 ≥⁄大鼠 只 ∀均分 组 分别

灌胃 ≥ ≠ ≤ 生药 ≠ ≤ 生药 炔诺酮

∀每天一次 连续 周 ∀第 用戊巴比妥钠

麻醉大鼠 ∀腹主静脉取血 离心 取血清

按照雌二醇及孕酮 ° 放射免疫检测药盒说明书上

的步骤操作 ∀反应管在 ≥ 2 放射免疫 Χ计数器上计数

然后分别计算出孕酮与雌二醇浓度 数据经对数转换

比较药物组与对照组间的差异 ∀结果显示 生药 ≠ ≤

能升高大鼠体内孕激素水平 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但对大鼠体内雌激素无明显的影响 结果见表 ∀

表 8  益母草水提液对大鼠雌 !孕激素的影响 ξ ? σ

Ταβ 8  ∞ ∏ 2

√ ξ ?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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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剂量

生药

血清雌二醇浓度

对数值

血清孕酮浓度

对数值

≥ ? ?

炔诺酮 ? ?

≠ ≤ ? ?

≠ ≤ ? ?

注 ν 与 ≥组比较 Π

ν ≤ ≥ ∏ Π

3  讨论

实验结果显示 ≠ ≤ 对正常豚鼠在体子宫确有一定增强

收缩的作用 ∀这与以往的文献报道结果基本一致≈ 即对正

常子宫有兴奋作用 ∀另一方面 益母草又能缓解由缩宫素及

2° ƒ Α所致小鼠子宫痉挛 从而表明益母草对子宫似有

双向调节作用 ∀即当子宫在正常状态下表现为引起兴奋收

缩 而当子宫在痉挛状态时则引起松弛 ∀

继发性痛经多发于盆腔炎之后 ∀为了进一步阐明益母

草对治疗痛经的作用机制 实验选择了一般炎症模型和实验

性子宫炎症模型 观察益母草的抗炎作用 ∀结果显示 ≠ ≤

能明显对抗二甲苯所致小鼠耳廓肿胀 能减轻实验性大鼠子

宫炎症 抑制炎症子宫角的肿胀 ∀

现代医学认为子宫内膜上的前列腺素的含量增高 会引

起子宫过度收缩而致痛经 ∀实验显示益母草能明显减少炎

症子宫 ° ∞ 的含量 同时也能减少平滑肌上 ° ƒ Α含量 ∀

° ∞ 本身又是强炎症介质 ° ƒ Α及 ° ∞ 均能引起子宫强烈

收缩 ∀益母草能减少 ° ƒ Α ° ∞ 水平 从而起到良好的抗痛

经效应 ∀

另外 临床上有联合应用雌激素 !孕激素治疗痛经的疗

法 ∀因为雌激素能抑制排卵 使经前期内膜成为增生期内

膜 内膜的前列腺素含量相对减少从而减轻疼痛 孕激素可

以抑制子宫收缩 抑制排卵从而起到抗痛经作用 ∀本研究结

果显示 益母草能升高大鼠体内孕激素的水平 而对雌激素

却无明显的影响 ∀

综上所述 益母草抗痛经作用 并非是某方面单一作用

的结果 而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综合效应 ∀松弛痉挛状态下

的子宫 抑制子宫 ° ∞ ° ƒ Α的产生 缓解炎症和缩宫反应

以及对大鼠体内性激素的调节等均为益母草治疗痛经的药

理学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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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尔甘草高效液相指纹图谱的研究

作者简介 金永新 岁 年毕业于兰州医学院药学系 学士学位 副主任药师

金永新 要林青 封士兰 李晓军 王莲萍 兰州铁路局中心医院药剂科 甘肃  兰州 兰州医学院药学系 甘肃  兰

州 兰州医学院药本 级专题学生 兰州

摘要 目的  对乌拉尔甘草进行高效液相指纹图谱的研究 ∀方法  选择色谱柱 ⁄≥2≤ 流动相 甲醇 含 冰醋酸的乙腈

溶液 Β 检测波长 分析时间 流速 ∗ # ∀结果  确定具有代表性的 个峰

作为共有峰 建立指纹图谱 ∀结论  该方法重现性 !稳定性 !精密性均较好 可作为乌拉尔甘草的鉴别依据 ∀

关键词 乌拉尔甘草 指纹图谱 高效液相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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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τυδψ ον ΗΠΛΧ φινγερπριντ οφ Ραδιξ Γλψχψρρηιζαε

≠ 2¬ ≠ 2 ƒ∞ ≥ 2 ÷ 2 ∏ • 2 ( . Λανζηου Ραιλωαψ Χεντραλ Ηοσπιταλ, Λανζηου

, Χηινα ; . Πηαρµαχευτιχαλ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Λανζηου µεδιχαλχολλεγε , Λανζηου , Γανσυ , Χηινα ; . Πραχτισινγ Στυδεντσ οφ Πηαρµα2

χευτιχαλ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Λανζηου µεδιχαλχολλεγε , Λανζηου , Χηιν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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