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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方炳虎报道以 # 单剂量 猪为一室模型一

致 ≈ ∀从拟合曲线图可以明显看出 两种剂量的克仑特罗在

体内的消除均为一级动力学过程 ∀两组剂量的克仑特罗

≤与 Χ ¬
随剂量增加而增加 Χ ¬ ⁄ ≤ ⁄无显著性差

异 可见在此剂量范围内 未出现非线性动力学特征 ∀比较

中毒剂量与治疗剂量的主要药动学参数 两种剂量在 Κε,

τ τ τ ¬ ×等存在明显差异 ∀中毒剂量下克仑

特罗的吸收较快 达峰时间较短 提示较大剂量的克仑特罗

进入体内 产生的不良反应也较快 应该尽快采取有效措施 ∀

其 τ 明显缩短 显著加大 表明剂量加大 该药的消

除加快 这可能是因为较大剂量的克仑特罗进入体内 机体

为了加快代谢和排泄 诱导了肝脏微粒体酶系统和激发肾转

运机制 这样短时间内加大了肝 !肾功能的负担 提示临床在

克仑特罗中毒时应注意采取措施保护肝肾功能 ∀据文献报

道 克仑特罗在人 Λ ≈ !猪 # ≈ !鸵鸟
≈ !兔 Λ # ≈ 的半衰期分别为 ∗

提示该药的消除速度存在种属差异 ∀我

们的实验得出中毒剂量与治疗剂量的克仑特罗在兔体内的

半衰期分别为 ? ? Π 这

是否由于治疗剂量组的取样时间较短 或者与样本数太少

组内变异较大有关 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两组剂量中各

个体的血药浓度值差异也较大 表明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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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肠胃康颗粒主要药理学研究

匡荣 朱社敏 倪维芳 姚治 郑筱祥 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浙江  杭州 浙江省药品检验所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研究小儿肠胃康颗粒的主要药理作用 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研究小儿肠胃康颗粒对小鼠胃排空和小肠

推进的作用及对大鼠胃液分泌的作用 考察其对胃肠功能的影响 通过急性炎症模型考察其抗炎作用 ∀结果  小儿肠胃康颗

粒 生药 # 灌胃给药可以明显促进小鼠胃排空和小肠推进 Π 或 生药 # 可以

增加大鼠胃液量和胃蛋白酶活性 降低胃液 生药 # 可以抑制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 降低醋酸引起的小鼠腹腔通

透性升高 Π ∀结论  小儿肠胃康颗粒能提高胃肠道功能并有抗炎作用 ∀

关键词 小儿肠胃康颗粒 胃排空 小肠推进 胃液 抗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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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肠胃康颗粒由鸡眼草 !地胆草 !木香 !谷芽 !玉竹等

中药组成 具有清热平肝 调理脾胃的功效 临床上用于小儿

营养紊乱所引起的食欲不振 面色无华 精神烦忧 发育迟缓

等症的治疗 ∀笔者进行了与其功能主治相关的对胃肠道运

动的影响和抗炎作用研究 ∀

1  材料

1 1  药品和试剂

小儿肠胃康 按制备工艺提取的浸膏 每 含生药

可制成 小儿肠胃康颗粒 温州海鹤集团有限公司

制药厂提供 ∀小鼠给药 临用前用水配成

生药 的溶液 小鼠灌胃上述溶液 即相当

于灌胃小儿肠胃康 生药 大鼠给药 临用前

用水配成 生药 的溶液 大鼠十二指肠

给予上述溶液 即相当于给予小儿肠胃康

生药 健胃消食片 规格 片 江中制药

厂生产 批号 ∀

配制 取本品 片 研细 加蒸馏水至 小鼠灌胃

即相当于灌胃健胃消食片 ∀取本品

片 研细 加蒸馏水至 大鼠给予 即相当

于灌胃健胃消食片 ∀

1 2  实验动物

≥⁄大鼠 体重 ? α ⎯ 兼用 由浙江省药品检

验所动物房提供 合格证号 ∀清洁级 ∀

昆明种小鼠 体重 ∗ α ⎯ 兼用 由浙江省药品

检验所动物房提供 合格证号 ∀

1 3  仪器

× 2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北京通用公司生产 ∀

2  实验方法

2 1  小儿肠胃康颗粒对小鼠胃排空的影响 ≈

昆明种小鼠 只 按体重随机分成 组 每组 只 分

别为小儿肠胃康组 生药 !健胃消食片阳性

对照组 及空白对照组 给药容积为 空

白对照组 等容积的蒸馏水 每日 次 ∀ 后禁食但不

禁水 并再给药一次 于末次给药 后 甲基橙

只 后颈椎脱臼处死小鼠 结扎贲门及幽门 取

胃于 蒸馏水中 沿胃大弯处剪开 将胃内容物充分洗于

蒸馏水中 加入 碳酸氢钠液 滴 混匀 离心

取上清液于 波长处测定吸收度 ∀并以 甲

基橙 加入 蒸馏水摇匀后测其吸收度作为基数

甲基橙吸收度 计算甲基橙胃残留率 ∀

甲基橙未残留率 胃中甲基橙吸收度 基数甲基橙

吸收度 3

2 2  小儿肠胃康颗粒对小鼠小肠推进运动的影响 ≈

昆明种小鼠 只 分组和给药均同 / 0 于末次给药

后灌胃 炭末每只 后颈椎脱臼处死小

鼠 打开腹腔 剪取上端至幽门 下端至回盲部的肠管 ∀轻轻

将小肠拉成直线 测量肠管长度作为 /小肠总长度 0 从幽门

至炭末前沿的距离作为 /炭末在肠内推进距离 0 按下式计算

炭末推进百分率 ∀

炭末推进百分率 炭末在肠内推进距离 小肠总长

度 ≅

2 3  小儿肠胃康颗粒对大鼠胃液分泌的影响 ≈

≥⁄大鼠 只 体重 ? ⎯ α各半 随机分成

组 每组 只 设立空白对照组 !三个剂量的小儿肠胃康组

≈ 生药 和健胃消食片阳性对照组

禁食但不禁水 ∀在乙醚麻醉下固定大鼠 手术结扎

幽门并十二指肠给药 给药容积 空白对照组给

予等容量的水 ∀缝合切口 后开腹 结扎贲门 摘取全胃

用滤纸擦净血迹 沿胃大弯剪开 倾出胃内容物置离心管中

记录胃液量 并用精密 试纸测定胃内容物 值

离心 ∀按下列方法测定胃液总酸度和胃蛋白

酶活性 ∀

胃液总酸度的测定 滴定法 取上清胃液 加酚

肽指示剂 滴 用 的 滴定液滴定至终点 记

录所用去的 溶液量 计算胃液总酸度 ∀

总酸度 所用的 毫升数 ≅ Α

胃蛋白酶活性测定 氏毛细管法 毛细管制备 取

一枚鸡蛋的蛋清 充分搅匀 加蒸馏水稀释 倍 以注射器将

稀释后的蛋清充满于内径为 的毛细管中 ε 热水

中使蛋白质凝固 置冰箱备用 ∀

实验时取上清胃液 放入 的具塞试管中 加

盐酸液 放进 长的蛋白管 支 塞好管

塞 在 ε 恒温培养箱中孵育 取出蛋白管 测量每支蛋

白管两端透明部分的长度 求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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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小儿肠胃康颗粒对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的影响

取小鼠 只 按体重随机分成 组 每组 只 设立空

白对照组 !三个剂量的小儿肠胃康组 生药

和吲哚美辛 消炎痛 片阳性对照组 ∀给药容积为

空白对照组灌胃等容积的蒸馏水 每日 次 ∀连

续灌胃 末次给药后 于每只小鼠左耳两面涂二甲苯

Λ 后脱臼处死动物 以 打孔器取左右两侧对

应位置的耳片 称重 计算肿胀度和肿胀抑制率 ∀

肿胀度 左耳重 右耳重

2 5  小儿肠胃康颗粒对醋酸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

加的影响

昆明种小鼠 只 分组和给药同 / 0 末次给药后

每只小鼠 后尾静脉注射

伊文氏蓝 后处死小鼠 打开腹腔 用

生理盐水充分洗涤腹腔 洗涤液 离心

取上清液 测吸收度 ∀

3  实验结果

3 1  小儿肠胃康颗粒对小鼠胃排空的影响

小儿肠胃康 生药 均能明显降低小鼠胃

中甲基橙残留率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差异显著 Π 或

Π ∀结果见表 ∀

表 1  小儿肠胃康 对小鼠胃排空的影响 ν , ξ ? σ

Ταβ 1  ∞ ÷ ≤ ∏

ν , ξ ? σ

组别
剂量 甲基橙残留率

空白对照组 ?
小儿肠胃康 ? 3

? 3

? 3 3

健胃消食片 ? 3

注 τ检验 3 Π 3 3 Π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τ2 3 Π 3 3 Π ∏

3 2  小儿肠胃康颗粒对小鼠小肠推进运动的影响

结果表明 小儿肠胃康 生药 能明显加快小肠

对炭末的推进速度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有显著性差异 Π

∀结果见表 ∀

表 2  小儿肠胃康对小鼠小肠推进运动的影响 ν , ξ ? σ

Ταβ 2  ∞ ÷ ≤ ∏

∏ ν , ξ ? σ

组别
剂量 炭末推进百分率

空白对照组 ?
小儿肠胃康 ?

? 3

? 3

健胃消食片 ? 3

注 τ检验 3 Π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τ2 3 Π ∏

3 3  小儿肠胃康颗粒对大鼠胃液分泌的影响

虽然三个剂量的小儿肠胃康给药组的大鼠胃液分泌量 !

!胃蛋白酶活性和空白对照组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 但三

个剂量均有增加胃液分泌量 升高胃蛋白酶活性 降低胃液

的趋势 ∀结果见表 ∀

表 3  小儿肠胃康对大鼠胃液分泌的影响 ν ∗ , ξ ? σ

Ταβ 3  ∞ ÷ ≤ ∏ ∏

ν ∗ , ξ ? σ

组别
剂量 胃液量

值
总酸度 胃蛋白酶活性

空白对照组 ? ? ? ?
小儿肠胃康 ? ? ? ?

? ? ? ?

? ? ? ?
健胃消食片 ? ? ? 3 ? 3

注 τ检验 3 Π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τ2 3 Π ∏

3 4  小儿肠胃康颗粒对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的影响

结果表明 小儿肠胃康 生药 能明显抑制二甲苯

致小鼠耳肿胀 肿胀度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差异显著 Π

其他两个给药组也有抑制耳廓肿胀的趋势 但无统计

学意义 Π ∀结果见表 ∀

表 4  小儿肠胃康 对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的影响 ν , ξ

? σ

Ταβ 4  ∞ ÷ ≤ ∏

∏ ¬ ν , ξ ? σ

组别
剂量 肿胀度 肿胀抑制率

空白对照组 ?
小儿肠胃康 ?

?

? 3

消炎痛 ? 3 3

注 τ检验 3 Π 3 3 Π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τ2 3 Π 3 3 Π ∏

3 5  小儿肠胃康颗粒对醋酸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

加的影响

小儿肠胃康 生药 能明显抑制醋酸致小鼠腹腔毛

细血管通透性增加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差异非常显著 Π

∀结果见表 ∀

表 5  小儿肠胃康对醋酸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的

影响 ν ∗ , ξ ? σ

Ταβ 5  ∞ ÷ ≤ ∏ 2

∏ ν ∗ , ξ ? σ

组别
剂量

吸收度
抑制率

空白对照组 ?
小儿肠胃康 ?

?

? 3 3

消炎痛 ? 3 3

注 τ检验 3 Π 3 3 Π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τ2 3 Π 3 3 Π ∏

4  讨论

中医理论认为 小儿积滞是指小儿因内伤乳食过久 停

聚不化 气滞不行所形成的一种慢性胃肠疾患 ∀其病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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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为乳食积聚 即小儿乳食无度 或生冷难化的饮食伤害

了脾胃 二为脾胃虚寒 即小儿脾胃本就虚弱 饮食稍有不

当 就会引起停蓄不消 ∀

小儿肠胃康中的鸡眼草 !地胆草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用于感冒发热 胃肠炎等症 木香具有行气止痛 健脾消食

用于胸脘胀痛 食积不消 不思饮食的治疗 谷芽能消食和

中 健脾开胃 用于食积不消 脾胃虚弱等症 ∀试验结果表

明 由以上药材制成的小儿肠胃康颗粒能明显降低小鼠胃中

甲基橙残留率 促进小鼠胃排空 增加炭末推进率 加快小

肠对炭末的推进速度 促进大鼠胃液分泌 增加胃蛋白酶活

性 降低胃液 值 提示小儿肠胃康颗粒能改善胃肠功能

促进胃肠蠕动 增加消化功能 对于停聚不化 气滞不行和消

化不良等症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此外 研究还发现小儿肠胃

康颗粒对急性炎症也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说明小儿肠胃康颗

粒对小儿饮食积聚可能引起的胃肠炎也具有缓解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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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根素对凝血酶诱导的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及凝血酶受体 µ Ρ ΝΑ表达

的影响

许轶洲 陈君柱 李佩璋 王宁夫 董侃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 浙江  杭州 杭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心血管内科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通过建立凝血酶诱导的血管平滑肌细胞 ∂ ≥ ≤ 增殖模型 观察葛根素对凝血酶诱导的 ∂ ≥ ≤增殖的影响 并进

一步观察其对凝血酶受体 × 的表达有何作用 旨在认识葛根素的作用的分子机制 ∀方法  以细胞计数法和流式细

胞仪 ⁄ 含量测定法观察凝血酶及葛根素对 ∂ ≥ ≤增殖和 ⁄ 合成的影响 ∀凝血酶及葛根素等各处理因素作用 后 以

半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 ×2°≤ 检测 × 的表达 ∀结果  凝血酶对 ∂ ≥ ≤有明显促增殖作用 促增殖效应在

末达峰 且凝血酶浓度在 ∗ 之间有剂量依赖关系 葛根素呈剂量依赖性地抑制凝血酶诱导的细胞增殖 !

⁄ 合成 高浓度 ≅ 的葛根素可显著抑制凝血酶诱导的 × 上调 ∀结论  葛根素抑制凝血酶诱导的

∂ ≥ ≤增殖 这可能部分与其抑制 × 表达有关 ∀

关键词 葛根素 血管平滑肌细胞 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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