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卡波普的流动性差 所以实验中采用湿法制粒压

片 而卡波普一碰到水就会形成凝胶 ∀我们采用乙醇溶液为

润湿剂 但只靠卡波普的阻滞作用 不能取得好的缓释效果

经过处方筛选 加入了高黏度的 ° ≤ 和 °∂ ° 得到比较满

意的缓释效果 ∀

有报道≈ 润滑剂硬脂酸镁的用量对以 ° ≤ 和

卡波普为骨架材料制备的 °° 凝胶型骨架片进行考察 硬

脂酸镁的用量对骨架片的 ∏ 释药速度无显著影响 ∀

我们研制的样品在各时间的释放度和持续释放时间均

达到了设计要求和预期效果 样品可作进一步的生物等效性

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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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南瓜粉对糖尿病模型小鼠药理作用的实验研究

张雪萍 白学敏 温州市医药科学研究所 浙江  温州

摘要 目的  研究复方南瓜粉对糖尿病小鼠的药理作用 ∀方法  以四氧嘧啶法制病理模型 观察空腹血糖 ƒ !餐后血糖

° !胰岛素水平 !体重变化及肾脏病理改变等项指标 综合评价复方南瓜粉的药理作用 ∀结果  实验组 ƒ ° 显著降

低 Π 胰岛素水平提高 Π 对肾脏有积极的保护作用 ∀结论  复方南瓜粉能显著降低糖尿病小鼠的血糖水

平 抑制糖尿病肾病的发生 ∀

关键词 复方南瓜粉 糖尿病 糖尿病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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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φφεχτ οφ χοµ πουνδ πυµ πκιν ποωδερ ον διαβετιχ µιχε

÷∏2 ÷∏2 ( Ωενζηου Ρεσεαρχη Ινστιτυτε οφ Μεδιχαλ Σχιενχε ; Ωενζηου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ΜΕΤΗΟ∆  ⁄ 2

∏ ¬ ƒ ° ∏ √ ¬ Ρ ΕΣΥΛΤΣ  ≤ 2

∏ ∏ ∏ ƒ ° ∏ √ 2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ΚΕΨ ΩΟΡ ∆Σ : ∏ ∏ ∏

  目前 糖尿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危险杀手 ∀据报

道 我国糖尿病患者约 多万 以上是由于生活方式

和饮食结构不当引起的 型糖尿病 ∀国内外同仁一致认为

改变传统的膳食结构对于预防和治疗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

有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选择南瓜粉为主料辅以药食同用的

物质组成复方 详尽研究了对四氧嘧啶致糖尿病模型小鼠的

血糖 !胰岛素水平 !肾脏并发症的影响 ∀结果提示 复方南瓜

粉在降低糖尿病小鼠血糖水平 保护肾脏功能方面有积极的

作用 ∀现报告如下

1  材料与仪器

南瓜粉为葫芦科植物南瓜 Χυχυρβιτα µοσχηατα ∆υχη的

果实经加工制成的粉末 购自齐齐哈尔市南瓜粉研究所 ∀药

食共用物质 山药 !茯苓 !薏苡仁等 均购自温州市药材公司

符合5中国药典6 版一部规定 ∀实验用小鼠温州医学院

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四氧嘧啶为 ≥ ≤ ∞ ≤ ≤ 产

品 ∀血糖测定仪为 ∏2≤ ∞ ∏ ≥ 产

品 检验范围 ∗ ∀透射电子显微镜 ∀日立2

∀ ÷ 放射免疫计数器 ∀2  实验方法

2 1  模型制造

预选 ≤ 雄性小鼠 只 ∗ ∀其中 只作空白

对照 其余 只禁食 后 经腹腔注射 四氧嘧啶

在低血糖时相给 葡萄糖作饮用水 ∀ 后

选用空腹血糖 ∴ 只 ∀随机分成模型对照及复

方南瓜粉实验组 高低剂量 组 每组 只 ∀

2 2  复方南瓜粉制备

将药食两用物质用水浸泡 水煎煮两次 过滤 ∀将

滤液与南瓜粉 !鼠料混合制成颗粒 ε 烘干 ∀简称 ƒ ƒ ∀

2 3  实验设计

实验组 分别按南瓜粉量 及 投放饲

料 每日一次 不足部分喂鼠料 空白对照组按常规饲养 ∀分

别测定空腹血糖 !餐后血溏 考察给药时间与降糖作用的关

系 观察饮水量与排尿量 !排便量变化等项目 ∀ 后解剖

取眼眶血测胰岛素水平 取肾脏称重 !切片做电子显微镜检

查 ∀另设实验组观察抗 Β细胞损伤作用 ∀同时观察南瓜粉

对正常小鼠的作用 ∀

2 4  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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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数据以 ξ ? σ表示 组间数据用 τ检验比较 计数资

料用 ς 检验 ∀

3  实验结果

3 1  血糖变化

用复方南瓜粉饲料喂养 后测空腹及餐后血糖 ∀空

腹血糖测定前禁食 与 比较 计算下降百分率 数据如

表 ∀餐后血糖测定在给饲料 后进行 ∀其结果空白对照

组 模型对照组 ƒ ƒ ÷ 组 ƒ ƒ 组分别为 ?

? ? ∀ ƒ ƒ 组与模型组

对照 Π 结果显示本方在降低空腹血糖方面有显著作

用 ∀但南瓜粉的增加没有显示出量效关系 ∀与模型组对照

ƒ ƒ 组餐后血糖相对降低 Π ƒ ƒ 组相对

降低 ∀提示南瓜粉的增加更有利于餐后血糖的改

善 ∀

表 1  空腹血糖变化情况 ξ ? σ ν

Ταβ 1  ƒ ∏ ∏ ∏ ∏ ξ ? σ ν

分  组 剂量 零天 下降 变化

空白对照组 ? ? ?

模型对照组 ? ? ?

ƒ ƒ 组 ? ? ?

ƒ ƒ 组 ? ? ?

3 2  胰岛素水平测定

实验进行 后 禁食 眼框取血 用放免法测定胰

岛素水平 空白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ƒ ƒ 组 ƒ ƒ 组分别

为 ? ? ? ?

∀ ƒ ƒ组胰岛素水平与模型组相比有显著性差

别 Π ∀提示复方南瓜粉有刺激胰岛素分泌功能 ∀但

ƒ ƒ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别 推论与南瓜粉含量无关 ∀

3 3  肾脏切片电子显微镜检查及解剖所见

电镜所见模型对照组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弥漫性增

厚 局部增厚明显处达 ∗ 部分肾小管上皮细胞轻

度水肿 少数上皮细胞有糖原沉着 ∀线粒体轻度扩张 系膜

基质增多 部分器官腔狭窄 ∀ ƒ ƒ组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

大多正常 有局灶性增厚 肾小管上皮细胞水肿不明显 线粒

体未见明显水肿 未见糖原沉积现象 ∀空白组基底膜厚约

∗ ∀解剖中还发现模型对照组腹腔脏器黏连严重

肾脏严重水肿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肾重量有明显差异 ∀

3 4  服用复方南瓜粉时间与降血糖作用考察

测定 ƒ ƒ 组动物服用本处方饲料第 天的空

腹血糖 给药前 给药后 的平均血糖值分别为

? ? ? ? ?

基本上保持在 之间 作用平稳 ∀

3 5  抗 Β细胞损伤实验

取雄性小鼠 ∗ 若干只 用 四氧嘧啶按

腹腔注射 不给任何抢救措施 ∀ 后测空腹血

糖 将入选小鼠随机分成 组 每组 只 ∀用复方南瓜粉喂

养 记录存活及体重变化情况 ∀结果如表 ∀

表 2  实验动物存活及体重变化情况

Ταβ 2  √ ∏ ∏

∏

分组
存活数量 只 平均体重

模型对照组 ? ?

ƒ ƒ组 ? ?

  存活情况经 ς 检验 ς Π ∀

结果显示 ƒ ƒ组存活率显著提高 体重增长速度低于模型

对照组 ∀提示复方南瓜粉能抵抗细胞毒剂的损伤 可能与迅

速调整机体功能有关 ∀

3 6  其他

实验中观察到 ƒ ƒ组小鼠毛色光泽柔顺 活泼喜动 饮

水量 !尿量随治疗时间延续而减少 粪便量多色暗松软 尾部

静脉血色泽鲜红 流动性好 尸检中未见异常 ∀模型对照组

小鼠毛色灰暗杂乱 呆滞嗜睡 饮水量 !尿量持续增多 粪便

与正常组无异 尾部静脉血色泽暗红 黏滞 很难采集 尸检

中发现腹腔胰腺侧普遍存在严重黏连现象 个别肾脏出现明

显脓肿 肾脏重量明显大于空白对照组 ∀

3 7  南瓜粉对正常小鼠血糖的影响

空白组小鼠给含南瓜粉饲料 后 测定 ƒ !

° ∀其中 ° 测定是在饲料 后进行 比较给南瓜粉前

后的血糖的变化 ∀统计结果显示 南瓜粉对正常小鼠 ƒ !

° 的影响无显著意义 Π ∀结果如表 ∀

表 3  南瓜粉对正常小鼠血糖的影响 ξ ? σ ν

Ταβ 3  ∞ ∏ ∏

ξ ? σ ν

ƒ °

给前 给后 给前 给后

? ? ? ?

4  结果与讨论

4 1  中医学认为消渴症 糖尿病 在临床多见阴虚 !气虚 !阳

虚 !燥热 !血淤 !气滞 !疾湿 !热毒等症状 医家有各种辩证施

治方案 ∀我们根据益气养阴的理念 选择药食同用的南瓜

粉 !山药 !薏苡仁等组方 力求达到补中益气 !补脾滋肾 !清热

健脾 !化气行水之功效 改善整体功能 提高生命质量 ∀现代

研究成果表明复方南瓜粉中含有丰富的酸性多糖 !氨基酸 !

尼克酸 !微量元素及果胶等成分 在糖尿病的防治中有重要

的生理活性≈ ∀

4 2  研究结果表明该方能迅速平稳降低四氧嘧啶致糖尿病

小鼠模型的空腹血糖 !餐后血糖 其作用机制可能是多方面

的 ∀其一 复方南瓜粉有刺激胰岛素分泌功能 ∀数据显示

ƒ ƒ组胰岛素水平显著高于模型对照组 ∀资料记载山药多

糖能使正常小鼠血糖下降≈ 微量元素锌能促进免疫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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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活性及合成与分泌≈ 这些因素应视为该功能的重要

依据 其二 有抵抗四氧嘧啶对 Β细胞的损伤 修复 Β细胞功

能作用 ∀已证明薏苡仁多糖抗氧化 !提高免疫力的功能对 Β

细胞有保护作用≈ ∀复方中具有相似功能的山药多糖 !茯苓

多糖有可能强化这一功能 ∀实验中小鼠生存率的显著提高

充分证明这一点 其三 提高受体敏感性 改善糖耐量 ∀实验

结果显示南瓜粉对正常小鼠的 ƒ ° 无显著影响而有利

于糖尿病小鼠 ° 的降低 说明其降血糖功能并非是刺激

胰岛素分泌 可能是与提高受体敏感性有关 ∀而复方中含有

的氨基酸 !尼克酸 !及微量元素铬是糖耐量因子 × ƒ 的三

要素≈ 有可能发挥 × ƒ样作用 进一步改善糖耐量 其四

促进组织利用 ∀薏苡仁多糖在抑制肝糖元分解 !肌糖元酵

解 !抑制糖元异生方面有独到的功能≈ 可能也是复方降糖

作用又一途径 其五 调节胃肠道功能 ∀由酸性杂多糖构成

的半纤维素及大量的果胶同样有着积极的生理活性 抑制肠

道厌氧菌促进嗜氧菌生长 使大肠中胆酸生成减少 粪便变

软 可促进肠蠕动 降低餐后血糖水平 延缓胃排空时间 饱

满感减轻体重等 ∀实验中观察到小鼠的体重下降 排便色黑

松软等现象证实了这一理论 ∀

4 3  实验结果显示的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在糖尿病并发症的

防治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糖尿病肾病的特异性改变

包括肾小球基底膜增厚 系膜基质扩张 基膜样物质聚集 出

入球小动脉玻璃样变 与糖尿病病情轻重和病情长短等因素

有关≈ ∀实验证明模型对照组基底膜厚度是 ƒ ƒ组的 ∗

倍 基质增多 管腔狭窄 已基本上具备上述特征 ƒ ƒ 组各

项指标接近正常组 ∀说明对糖尿病肾病的防治是卓有成效

的 ∀其作用机制应该与快速平稳的降血糖 !强有力的抗氧

化 !全面提高免疫力有必然的联系 深层次的机制还在研究

之中 ∀

综上所述 复方南瓜粉对糖尿病实验小鼠各项病理指标

的明显改善是一个综合性的整体调理作用 是各种作用的有

机整合和发展 突出了复方制剂多成分 !多靶点 !多层次 !多

渠道 !多方位 !多机制的药理作用优势 是祖国医学的杰出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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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甲环酸致过敏反应 1 例

梅建 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医院 浙江  长兴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患者女 岁 ∀因患子宫肌瘤于 年 月 号收治

入院 ∀体质一般 无心 !肺 !肝 !肾等重要脏器患史 药物过敏

未发现 于 月 号作子宫全切手术 术后用 葡萄糖氯

化钠 ≥ 氨甲环酸 维彐 浙江诚意有限公司 批

号 ! 氯化钠 氨苄青 皮试阴性

葡萄糖 丁卡 静脉滴注 每日 次

连续用 开始停用氨甲环酸 继续作消炎治疗 期间无

不适感 ∀ 月 日即手术后 上午 妇科检查阴道残端仍

有少量出血 ∀ 时用 ≥ 氨甲环酸 维

生素 ≤ 维生素 以每分钟 滴的速度静滴 ∀

时零 分 患者出现面色紫钳 呼吸困难 大汗淋漓 !心悸 !

胸闷 立即停止静滴 给予吸氧 测 ° 次 分 °

时零 分患者面色转红润 呼吸平稳 心悸 !胸

闷明显好转 时 分停止吸氧 ∀ 时 分改用

≥ 止血芳酸 维生素 ≤ 维生素

静脉滴注 无不适感 所以确定为氨甲环酸引起的过敏反

应 ∀

氨甲环酸主要用于急 !慢性 !局限性或全身性源发性纤

维蛋白溶解亢进所致的各种出血 ∀该药用于临床不良反应

报道很少 ∀患者术后 静滴氨甲环酸正常 间隔 后再用

氨甲环酸才出现过敏反应 ∀临床上未曾报到氨甲环酸能致

过敏反应 ∀因此本文提醒广大医护人员静滴氨甲环酸时有

过敏反应的可能 应密切观察减少不良反应及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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