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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清热合剂对腺病毒 型 √ 的抑制作用 ∀方法  采用细胞培养技术 以双黄连为阳性对照药 观察清热合

剂在非洲绿猴肾细胞 ∂ ∞ 和咽喉癌上皮细胞 ∞°2 中对 √的抑制作用 ∀结果  在 ∂ ∞ 细胞中 清热合剂半数中毒

浓度 ×⁄ 为 # 抗 √的半数有效浓度 ≤ 为 # 治疗指数 × 为 在 ∞°2 细胞中

×⁄ 为 # 抗 √的 ≤ 为 # × 为 ∀清热合剂对 √ 抑制作用存在明显的量效关系 Π

∀结论  清热合剂在 ∂ ∞ 和 ∞°2 细胞中对 √ 有明显抑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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ϖερσιτψ, Σηενψανγ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2 √ ∏ √ ± ± ΜΕΤΗΟ∆ Σ × 2

√ ± √ ∏ ∂ ∞ ∞°2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2 ∏ ∏ ± √ 2 Π

× ×⁄ ≤ × # # ∂ ∞ ∏ ∏ #

# ∞°2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2 √ ∂ ∞

∞°2 ∏ ∏

ΚΕΨ Ω ΟΡ ∆ Σ: √ ∏ 2√ ±

  清热合剂由黄芩 !大青叶 !葛根 !茵陈 !贯众五味中药组

成 方中黄芩 !大青叶清热解毒为主药 辅以葛根发表解脉

清热生津 以助主药清热解毒的同时生津而不伤阴 扶助正

气 ∀佐以贯众清热解毒以祛邪 茵陈 以清热 五药合用共奏

清热解毒 !祛邪扶正之功 ∀在诸多的呼吸道病原体中 腺病

毒的感染在我国比较普遍 婴幼儿腺病毒肺炎又是我国发病

率最高的一种病毒性肺炎 在北方病情严重 病死率 以

内 ∀腺病毒也是引起哮喘的呼吸道病毒之一 ≈ ∀为此 我们

对清热合剂抗腺病毒 型 √ 的药效作用进行了体外

试验 ∀

1  实验材料

1 1  药物与试剂

试验药物 清热合剂 呈棕色液体 !水溶性 含生药量为

# 由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药剂科研制

批号 阳性对照药物 注射用双黄莲粉针剂 为黄

棕色粉末 !水溶性 规格每支 批号 由哈尔

滨中药二厂生产 细胞维持液 含 小牛血清 ! 谷氨酰

胺 ! 双抗 青霉素终浓度 # !链霉素终浓度

# ! ∞°∞≥的 ⁄ ∞ ∀临用前用 的 ≤

将 调至 ∗ ∀

1 2  细胞与病毒株

细胞 非洲绿猴肾细胞 ∂ ∞ 咽喉癌上皮细胞 ∞°2

由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感染病研究室提供 病毒株

腺病毒 型 √ 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

2  方法

2 1  药物毒性测定

用细胞维持液将清热合剂和双黄连连续倍比稀释 个

剂量 按常量分别加入细胞已长成单层的 孔培养板中 置

ε ≤ 孵箱培养 倒置显微镜下每日观察细胞形态变

化 连续观察 每个剂量组设 孔 同时设正常细胞对照 ∀

计算药物半数中毒浓度 ×⁄ 确定药物的最大无毒浓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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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病毒对细胞半数感染浓度的测定

用维持液将病毒稀释成

倍 个浓度 按常量分别

加入细胞已长成单层的 孔培养板中 置 ε ≤ 孵箱

内吸附 弃掉病毒液 更换正常细胞维持液 温箱内继

续培养 倒置显微镜下每日观察细胞病变 ≤°∞ 程度并记

录 连续观察 每个剂量组设 孔 同时设正常细胞对照

计算组织半数感染量 ×≤ ⁄ ∀

2 3  药物对 √病毒的抑制作用

根据试验结果采用细胞病变抑制实验 ≤°∞ 对清热合

剂进行药效测定 ∀以 ×≤ ⁄ 的病毒量接种细胞 置 ε

≤ 孵箱内吸附 弃掉病毒液 更换含不同浓度清热

合剂和双黄连的维持液 温箱内继续培养 ∀同时设正常对

照 !药物对照及病毒对照 ∀每日倒置显微镜下观察病毒对细

胞的作用结果并记录 直至病毒对照细胞 ≤°∞出现

时结束试验 ∀计算药物的半数有效浓度 ≤ 和治疗指数 × ∀

2 4  统计方法

2 ∏ 法 ≈ 计算药物半数中毒浓度 ×⁄ 半数

有效浓度 ≤ 和病毒的组织半数感染量 ×≤ ⁄ 治疗指

数 ×
≈

×⁄ ≤ ∏ 2• 和 2• 检验

法比较药物各剂量组与病毒对照组细胞病变程度的差异 ≈

对药物剂量对数和 ≤°∞抑制率进行回归分析 ≈ 判定是否

存在量效关系 ∀数据处理采用 ≥°≥≥ 软件完成 ∀

3  结果

3 1  药物毒性测定

根据所得数据 采用 2 ∏ 法计算清热合剂及双

黄连对 ∂ ∞ 及 ∞°2 细胞的 ×⁄ 确定 ×⁄ 结果见表 ∀

3 2  病毒对细胞半数感染浓度的测定

根据所得数据 采用 2 ∏ 法计算 √病毒在

∂ ∞ 及 ∞°2 细胞中的 ×≤ ⁄ 为 试验中病毒攻击

量为 ×≤ ⁄ 即 ∀

3 3  药物对 √病毒的抑制作用

采用 2 ∏ 法计算清热合剂及双黄连在 ∂ ∞

及 ∞°2 细胞中的 ≤ 和 × 结果见表 ∏ 2• 和

2• 检验法比较药物各剂量组与病毒对照组细胞

病变程度 ∀结果表明 清热合剂的

# 剂量组在 ∂ ∞ 和 ∞°2 细胞中对 √病毒均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 Π 而双黄连在 ∂ ∞ 和 ∞°2 细胞

中对 √病毒均无抑制作用 结果见表 ∀

表 1  清热合剂及双黄连体外抗 √病毒药效结果

Ταβ 1  2 √ ∏ ∏ ±

≥ ∏ ∏

药物

#

∂ ∞

×⁄ ×⁄ ≤ ×

∞°2

×⁄ ×⁄ ≤ ×

清热合剂

双黄连 无效 ) ) ) 无效 ) ) )

表 2  清热合剂对 √病毒的抑制作用

Ταβ 2  2 √ ∏ ±

分组
药物

#

∂ ∞

每孔 ≤°∞程度 ≤°∞抑制率

∞°2

每孔 ≤°∞程度 ≤°∞抑制率

清热合剂

双黄连

正常对照

病毒对照

注 ≤°∞程度 表示无明显 ≤°∞ 表示 ≤°∞为 ∗ 表示 ≤°∞为 ∗ 表示 ≤°∞为 ∗ 表示 ≤°∞为 ∗

表示药物对 √病毒有显著抑制作用 Π

⁄ ≤°∞ ≤°∞ ∗ ≤°∞ ∗ ≤°∞ ∗ ≤°∞ ∗ ≤°∞ ⁄ ∏

√ √ ∏ Π

  清热合剂在 ∂ ∞ 和 ∞°2 细胞中抑制 √病毒致细

胞病变的作用随着药物剂量的增加而增强 呈明显的量效关

系 对药物剂量对数和 ≤°∞抑制率进行回归分析 清热合剂

在 ∂ ∞ 和 ∞°2 细胞中回归系数 分别为 Π

Π ∀

4  讨论

呼吸道感染是一种常见病 !多发病 临床表现多种多样

其病原相当复杂 ∀但呼吸道感染中 以上是由呼吸道病

毒引起 如腺病毒 和腺病毒 !合胞病毒 !鼻病毒 !流感病

毒及副流感病毒等 ≈ ∀目前对病毒性疾病尚缺乏有效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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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措施 ∀实践已证明许多中草药具有较好的抗病毒作用 且

中药抗病毒途径较西药是多元的 在抗病毒的同时 尚有预

防继发性细菌感染 !提高机体免疫力等功效 ∀不良反应小或

无 价格便宜 ∀本实验对清热合剂体外抗 √病毒的研究结

果表明 清热合剂在 ∂ ∞ 和 ∞°2 两种细胞中对 √病毒

均有明显抑制作用 且药物对 √病毒的抑制作用呈明显的

量效关系 ∀

有研究报道双黄连粉针剂对腺病毒 型 合胞病毒

≥∂ 疱疹病毒 和 型 ≥∂ 2 ≥∂ 2 柯萨奇病毒

≤∂ ≤∂ 等十余种病毒都有抑制作用 ≈ 在清热合

剂抗呼吸道合胞病毒 !腺病毒 !流感病毒等的研究中 我们选

用双黄连为阳性对照药 ∀已经完成的试验结果表明 清热合

剂抗呼吸道合胞病毒的作用与双黄连相当 抗流感病毒的作

用略逊于双黄连 抗 √ 的作用优于双黄连 ∀双黄连对 √

无抑制作用 可能与试验过程中采用的病毒毒性及其他试验

条件不同有关 ∀本次试验选用的 √病毒毒性很强 ×≤ ⁄

可达到 ∀但在相同试验条件下 可以看出清热合剂抗

√ 病毒的作用明显优于双黄连 ∀

清热合剂在临床应用多年 对于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疗效

确切 具有很好的开发研究价值 为进一步确定其抗呼吸道

病毒作用 我们将继续对其体外及体内抗其他呼吸道病毒作

用进行研究 ∀

Ρ ΕΦΕΡ ΕΝΧΕΣ

≈1 ∞∂ ∞⁄ ⁄ ∞ ≥ ∂ ετ αλ ⁄

∏ ∏ √ ∏

√ ∏ ∏ ≈

∏

≈2 ≠ ≤ ∞ ÷ • ∏ √ ∏ ¬ 2

流行性感冒病毒及其实验技术 ≈ ≤

× ≥ °

≈3 ∏ ° ⁄ ∏ •

° 2 ≥ ∏ ≈新药 西药 临床前研究指导原则汇编 药

学药理学毒理学 ≈ × ° ∏ ≤ 2

∏ ∏ ⁄ ∏

≈4 ≥ 卫生统计学 ≈ × ° 2

°∏ °

≈5 ⁄∞ ≥≤ × ∞2•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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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乳铁蛋白对幽门螺杆菌感染大鼠的治疗实验

朱婉萍 孔繁智 陈小囡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杭州 杭州师范学院医学院 杭州

摘要 目的  观察牛乳铁蛋白 对感染 °的 • 大鼠的治疗作用 ∀方法  建立 • 大鼠脾虚动物模型后 空腹灌胃

≅ ∏# 的 混悬液 隔日一次 共三次 ∀于造模后第 天给予 进行治疗 并以丽珠得乐和安必仙 抗生素氨苄

西林 作为阳性对照药物 ∀结果  根据 培养 !快速尿素酶试验和 • 2≥银染三种检测方法对幽门螺杆菌的检出率 将 治

疗组和对照组进行比较 不用药的感染对照组 检出率在 ∗ 范围 丽珠得乐和安必仙二阳性药物对照组 检出率

在 ∗ 和 ∗ 范围 治疗高剂量组和中剂量组 检出率分别在 ∗ 和 ∗ 范围 此结果与

不用药的对照组比较检出率显著降低 结果显示 高 !中剂量 治疗有较好的清除 作用 ∀结论  在一定剂量下对

感染大鼠胃中 具有抑制作用 ∀

关键词 牛乳铁蛋白 幽门螺杆菌感染大鼠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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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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