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胞扩增 抑制 × 细胞介质导的免疫应答 从而抑制 患

者体内异常的免疫反应 ≈ ∀ 2 是细胞因子合成的抑制因

子 ∀ 2 能抑制人单核细胞 !中性粒细胞等产生细胞因

子 ≈ 还能改善 大鼠的病情 降低血清及关节液内炎性

细胞因子含量 明显抑制免疫细胞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 发

挥抗炎作用 ≈ 促进具有抗炎性递质作用的 2 的产生

并与其呈现协同作用 ≈ ∀

本实验结果表明 与正常组相比 模型大鼠血清及关节

浸液中 2 × ƒΑ显著升高 而 2 2 显著降低 提示

大鼠病变过程中细胞因子网络平衡失调 ∀而青藤碱能显

著抑制大鼠佐剂性关节炎继发病变 该药使佐剂性关节炎大

鼠血清及关节浸液内 2 × ƒ水平显著降低 而使 2 及

2 水平显著增高 从而抑制细胞因子的促炎效应 增强细

胞因子的抗炎效应 这可能是青藤碱治疗 的机理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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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合欢叶总黄酮降血糖作用的实验研究

李学坚 广西中医学院制药厂 南宁

摘要 目的  探讨银合欢叶总黄酮 ×ƒ √ √ 的降血糖作用 ∀方法  采用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模型以及由

肾上腺素和葡萄糖引起的高血糖小鼠模型 观察 ×ƒ对实验动物的降血糖效果 ∀结果  ×ƒ对四氧嘧啶所致糖尿病小鼠有明显

的治疗效果 对肾上腺素和葡萄糖引起的高血糖模型小鼠也有明显的降血糖作用 但对正常小鼠血糖无明显影响 ∀结论  ×ƒ

对高血糖模型小鼠有明显的降血糖作用 但对正常小鼠血糖无明显影响 ∀

关键词 银合欢 总黄酮 降血糖 药理作用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Εξπεριµ ενταλστυδψ ον αντιδιαβετιχ εφφεχτ οφ τηε τοταλφλαϖονοιδσ ιν Λευχαενα λεαϖεσ

÷∏ 2 (Πηαρµ αχευτιχαλΦαχτορψ οφ Γυανγξι ΤραδιτιοναλΧηινεσε ΜεδιχαλΥνιϖερσιτψ, Ναννινγ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ƒ ΜΕΤΗΟ∆ Σ ∞¬ 2

√ ∏ √ ∏ ∏ ¬ Ρ ΕΣΥΛΤΣ  ×ƒ ∏ 2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ΚΕΨ Ω ΟΡ ∆ Σ: ∏ √

  银合欢 Λευχαενα λευχοχεπηαλα • 为多年生

豆科木本植物 因其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我国南方地区人

工栽培良种银合欢 采其叶用作动物饲料 ≈ ∀文献多见银合

欢叶的营养成分 也有报道含有含羞草素 ≈ 和槲皮素 2 2Ο2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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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糖苷 ≈ 两种黄酮类化合物 曾报道银合欢叶水提物具有降

血糖作用 ≈ 此外尚未见有其他药理作用的报道 ∀笔者首次

报道银合欢叶总黄酮 ×ƒ √ ∏ √

对多种动物模型的降血糖作用 结果报道如下 ∀

1  实验材料

1 1  药物及试剂

盐酸二甲双胍 北京中慧药业有限公司 盐酸肾上腺素

注射液 武汉制药厂 葡萄糖 广州新巷化工厂 四氧密啶

英国 ⁄ 公司 血清葡萄糖测定试剂盒 四川迈克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

1 2  银合欢叶

年 月采自广西南宁市三塘镇 经广西中医学院刘

寿养教授鉴定为银合欢 Λευχαενα λευχοχεπηαλα

• 的干燥叶子 ∀

1 3  实验动物

种小鼠 体重 ∗ 雄性 广西中医学院实验动

物中心提供 ∀

1 4  仪器

型光栅分光光度计 上海分析仪器三厂 ∀

1 5  统计方法

组间 τ检验 ∀

2  方法与结果

2 1  银合欢叶总黄酮的制备

鲜银合欢叶 ε 烘干 粉碎成粗粉 ∀水提 倍 ≅

倍 ≅ 合并水提液 滤过 滤液上 ⁄ 大孔树脂柱吸附

水洗柱后以体积分数为 乙醇溶液洗脱 收集洗脱液 回

收乙醇 浓缩成稠膏 ε 烘干 得率 ∀以槲皮素为对

照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干膏中黄酮类的含量为 ∀

2 2  银合欢叶总黄酮对实验动物血糖的影响 ≈

2 2 1  对四氧嘧啶糖尿病模型小鼠血糖的影响  正常小

鼠 尾静脉注射四氧嘧啶 后测定血清葡萄

糖水平 选血糖值在 以上者供试 ∀供试小鼠分为

四氧嘧啶组 !二甲双胍 组 !银合欢叶总黄酮大小

剂量 组 并设正常对照组 ∀每天灌胃 给

药 次 正常对照组和四氧嘧啶组给予等体积蒸馏水 连续

∀于末次给药后 从小鼠眼眶静脉丛取血 测定血糖水

平 ∀结果表明 银合欢叶总黄酮大小剂量均能显著降低四氧

嘧啶糖尿病小鼠的血糖水平 大剂量 组的降血糖

作用与二甲双胍 组的作用相似 ∀见表 ∀

2 2 2  对肾上腺素引起的高血糖小鼠的影响  小鼠 只

随机分为肾上腺素组 !二甲双胍 组和银合欢叶总

黄酮大小剂量 组 并设正常对照组 ∀每天

给药 次 正常对照组和肾上腺素组给予等体积蒸馏水 连

续 ∀于末次给药后 对照组腹腔注射 生理盐水 其

余各组均 肾上腺素 Λ ∀分别在 后 和

从小鼠眼眶静脉丛取血 测定血糖水平 ∀结果表明 二甲双

胍组和银合欢叶总黄酮大 !小剂量组在 和 均有明显

对抗肾上腺素的升血糖作用 ∀见表 ∀

表 1  银合欢叶总黄酮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血糖的影响

ν , ξ ? σ

Ταβ 1  ×ƒ . ∏ √ ¬

ν , ξ ? σ

组  别
剂量 血糖

给药前 给药后

对照组 ? ?

四氧嘧啶组 ? ?

二甲双胍组 ? ? 3 3

银合欢叶总黄酮组 ? ? 3

银合欢叶总黄酮组 ? ? 3 3

注 与四氧嘧啶组比较 3 Π 3 3 Π

≤ ¬ ∏ 3 Π 3 3 Π

表 2  银合欢叶总黄酮对肾上腺素引起高血糖小鼠血糖的影

响 ν , ξ ? σ

Ταβ 2  ×ƒ . ∏ √

ν , ξ ? σ

组  别
剂量 血糖

  

对照组 ?  ?  

肾上腺素组 ? ?

二甲双胍组 ? 3 3 ? 3 3

银合欢叶总黄酮组 ? 3 ? 3

银合欢叶总黄酮组 ? 3 3 ? 3 3

注 与肾上腺素组比较 3 Π 3 3 Π

≤ ∏ 3 Π 3 3 Π

2 2 3  对小鼠葡萄糖耐量的影响  小鼠 只 随机分为葡

萄糖组 !二甲双胍 组和银合欢叶总黄酮大小剂

量 和 组 并设正常对照组 ∀每天 给

药 次 正常对照组和葡萄糖组给予等体积蒸馏水 连续 ∀

于末次给药后 对照组 等体积生理盐水 其余各组 葡

萄糖 溶液 分别在 葡萄糖后 从小鼠眼

眶静脉丛取血测定血糖水平 ∀结果表明 银合欢大小剂量组

能明显改善小鼠葡萄糖耐量 ∀见表 ∀

2 2 4  对正常小鼠血糖水平的影响  正常小鼠 只 随机

分为二甲双胍 组和银合欢叶总黄酮大小剂量

组 并设对照组 ∀每天 给药 次 对照组

给予等体积蒸馏水 连续 ∀于末次给药后 从小鼠眼眶

静脉丛取血 离心取血清 用试剂盒测定血糖水平 ∀结果 数

据略 表明 与对照组相比较 二甲双胍有明显降低正常小鼠

血糖的作用 而银合欢叶总黄酮大小剂量组均未对正常小鼠

的血糖水平产生明显影响 ∀

3  讨论

银合欢叶总黄酮不仅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有一定的

治疗作用 而且对肾上腺素和葡萄糖引起的小鼠高血糖也具

有明显的降血糖作用 但对正常小鼠的血糖无明显影响 提

示银合欢叶总黄酮能改善糖代谢异常状态下的血糖水平 ∀

银合欢叶中含有含羞草素和槲皮素 2 2Ο2鼠李糖苷两种

黄酮类化合物 但未见有文献报道以上物质具有降血糖作

用 ∀银合欢叶总黄酮中具有降血糖作用的化学成分 有待进

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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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银合欢叶总黄酮对葡萄糖引起高血糖小鼠血糖的影响 ν , ξ ? σ

Ταβ 3  ∏ ¬ . ∏ √ ∏ ν , ξ ? σ

组  别
剂量 血糖

对照组 ? ? ?

葡萄糖组 ? ? ?

二甲双胍组 ? 3 3 ? 3 3 3 ? 3 3 3

银合欢叶总黄酮组 ? 3 ? 3 3 ? 3 3

银合欢叶总黄酮组 ? 3 3 3 ? 3 3 3 ? 3

注 与葡萄糖组比较 3 Π 3 3 Π 3 3 3 Π

≤ ∏ ∏ 3 Π 3 3 Π 3 3 3 Π

  致谢 广西中医药研究所钟正贤副研究员协助完成实验

方案设计及部分实验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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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托伐他汀对缺氧致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

叶武 毛威 华军益 刘艳 浙江省中医院心内科 杭州

摘要 目的  观察阿托伐他汀对缺氧导致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 ∞≤ 损伤的保护作用 ∀方法  体外培养 ∂ ∞≤ 建立缺氧模

型 采用 ××法测定细胞增殖 透射电子显微镜技术观察细胞的微观结构 检测细胞培养液中 ⁄ ! !∞×2 ! 2及 2 2

° ƒ Α水平 ∀结果  阿托伐他汀能够促进缺氧 ∂ ∞≤ 的增殖 稳定细胞的微观结构 显著降低细胞内 ⁄ 的释放及 ∞×2 的分

泌 Π 提高 !° 的分泌 Π ∀结论  阿托伐他汀对缺氧导致 ∂ ∞≤ 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

关键词 阿托伐他汀 内皮细胞 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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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2 2 2 ƒ Α 2 2° ƒ Α ¬ Ρ 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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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Π √ ∏ √ ∏

° Π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 2

¬

ΚΕΨ Ω ΟΡ ∆ Σ: √ ¬

  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早期环节 且

有研究提示内皮细胞功能异常可能参与急性冠脉综合征的

发病过程 ≈ ∀阿托伐他汀是目前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2胆固

醇 ⁄ 2≤ 作用最强的他汀类药物 最近 ≤ 研究证实

早期应用阿托伐他汀 可以降低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再发性

缺血事件的发生 ≈ 目前认为其作用机制除阿托伐他汀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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