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干预 结果显示所有实验组的小鼠在实验结束时瘤重均低

于阴性对照组 Π 且随着剂量的增加 瘤重有逐渐降

低的趋势 Π 表明黄芪多糖具有抑瘤作用 且这种作

用存在剂量效应关系 ∀

在正常情况下 肿瘤与机体防御之间处于平衡状态 肿

瘤的发生乃至增殖与播散 完全是这种动态平衡的失调所

致 ∀如果将已经失衡状态人为地调整至正常水平 则可控制

肿瘤生长甚至使其消退 ≈ ∀肿瘤患者其宿主免疫功能已失

去平衡 肿瘤晚期机体的免疫反应几乎消失 传统的化疗药

物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 无选择地杀伤正常细胞 特别是

造血组织细胞 常常导致机体发生严重并发症 ∀本研究结果

表明 黄芪可提高荷瘤小鼠的淋巴细胞增殖反应 还可提高

细胞的活性 说明黄芪很可能是通过提高机体免疫力来

抑制肿瘤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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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根素对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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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葛根素对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 ∀方法  本实验采用大鼠右侧大脑中动脉阻塞 ≤ 再灌注

模型 每组最终保证 只成活大鼠 ∀ ≤ 前 药物组大鼠分别腹腔注射葛根素 # 尼莫地平 #

次 # 2 连续 ∀操作后 分别用 . 法 !红四氮唑 ××≤ 染色法及干燥失重法来评价大鼠的神经功能状态 !脑梗塞

面积及脑水肿 ∀结果  与模型组比较 葛根素 # 可明显减少大鼠 ≤ 后脑梗塞面积 !降低脑水肿的程度及改善

神经功能症状 具有显着性差异 Π 或 Π ∀结论  葛根素对大鼠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

关键词 葛根素 大鼠 脑缺血 再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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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血管病是临床常见疾病 脑缺血是脑血管病最主要的

病种 死亡率仅次于恶性肿瘤 ∀目前治疗方法着重于尽可能

快地恢复血流 防止或减轻缺血蔓延 改善缺血脑组织的代

谢 !减轻脑组织的缺血 再灌注损伤 阻止细胞死亡的蔓延 ∀

研究表明 葛根素可扩张脑血管 增加脑血流量 !改善大脑氧

供 ≈ 保护动脉血管内皮细胞 阻止动脉粥样硬化 防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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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形成 ≈ ∀大鼠双侧颈内动脉和椎动脉在脑底部形成基底

动脉环 分为大脑前 !中 !后动脉 在软脑膜中分支后进入脑

实质 ∀阻断支配脑组织的脑实质血管 可模拟与人脑卒中相

近似的病理模型 ≈ ∀临床上脑血管阻塞多发生在脑动脉的

某一分支 尤以大脑中动脉最为常见 ∀大脑中动脉栓塞模型

的制作方法有很多 本实验拟采用国内外常用的线栓法建立

大鼠右侧大脑中动脉阻塞 ∏∏

≤ 局灶性脑缺血 再灌注模型 ≈ 分别用 .

法 ≈ !红四氮唑 2 ∏ ××≤ 染

色法及干燥失重法评价神经功能状态 脑梗塞面积及脑水肿

程度 确定葛根素对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是否具有保护作用 ∀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  药物及试剂  葛根素注射液 °∏ 广

东燕塘生物化学药业有限公司 纯度为 ∀尼莫地平粉

剂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用 羧甲基纤维素

钠配置成均匀的混悬液 ∀水合氯醛 中国医药上海化学试剂

公司 ∀红四氮唑 中医药集团上海化学试剂公司 用

# 的 ° ≥配置 避光低温保存 ∀其它试剂均

为市售分析纯 ∀

1 1 2  动物  ≥ 2⁄ 大鼠 雄性 体重 ∗

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1 1 3  仪器  超速冷冻离心机 上海手术器械厂 ∀电热恒

温干燥箱 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 ∀ ∞ 精密电子天平 瑞

士 ∞×× ∞ 公司产品 ∀

1 2  方法

1 2 1  实验分组及给药  ≥ 2⁄ 大鼠 随机分成伪

手术组 !模型组 !尼莫地平组 # !葛根素组

# 共 组 ∀各组动物均腹腔注射 等容

积药物 每 体重 次 # 2 连续 末次给药

后 依法制备脑缺血 再灌注模型 ∀每组模型保证

只成活大鼠 ∀伪手术组 !模型组腹腔注射等容量生理盐水 ∀

1 2 2  大鼠右侧 ≤ 局灶性脑缺血 再灌注模型的制作

 末次给药后 大鼠称重 腹腔注射 水合氯醛

# 使大鼠麻醉 仰卧固定于手术台 ∀以改进

等 ≈ 2 的方法制备右侧大脑 ≤ 模型 ∀颈部皮肤用

碘酒消毒后 作正中皮肤切口 钝性分离皮下组织和肌肉 避

免损伤甲状腺及甲状旁腺 ∀分离右侧颈总动脉及其分支颈

外和颈内动脉 并穿线备用 沿颈内动脉继续向颅内方向分

离至翼腭动脉分叉处 结扎翼腭动脉 !颈外动脉和颈总动脉 ∀

在颈总动脉分叉处剪一小口 沿颈内动脉向颅内插一直径约

为 的尼龙线 以颈总动脉分叉处为标记 插入深度

约为 ∀当感到轻微阻力时 即达到了较细的大脑

前动脉 ∀将尼龙线与颈内动脉一并结扎 ∀缝合皮下筋膜及

皮肤 即为大脑中动脉梗塞模型 ∀伪手术组除不插尼龙线阻

塞血管外 其余步骤同上 ∀术中严格控制室温在 ∗ ε ∀

1 2 3  神经功能评分 ≈  大鼠缺血 再灌注 后 观

察其行为学变化 神经症状按 评分 ∀评分标准 无神

经损伤 分 向左打圈 分 行走时向左侧倾倒 分 不能

自发行走 意识昏迷 分 ∀

1 2 4  ××≤染色及脑梗塞体积的测定  缺血 再灌注

后 断头取脑 左右脑分开 取右脑 除去小脑和低位脑干 !

嗅球 立即称湿重 ∀然后将右前脑沿冠状面切成厚度基本相

同的 片 脑片置于 ××≤溶液中避光孵育

∀将脑片置于 的甲醛中固定 ∀分离苍白区 梗死

区 和非苍白区 正常区 参考文献方法 ≈ 计算梗死百分

比 ∀计算公式 梗死百分比 苍白区重量 苍白区重

量 非苍白区重量 ≅

1 2 5  脑组织含水量的测定  将染色的脑组织烘干

ε 称重 按干湿重法 ≈ 求出脑组织含水量 ∀脑组织

含水量计算公式 脑组织含水量 脑湿重 脑干重

≅

1 2 6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应用 ≥°≥≥ 统计分析

软件包进行处理 多组间均数比较应用 ∂ 法进行方差

分析 两两间比较应用 ≥ ∏ 2 2 ∏ 法进行 θ检

验 ∀数据应用均数 ?标准差 ξ ? σ表示 ∀ Π Π

分别表示差异有显著性和差异极显著性 ∀

2  结果

表 1  葛根素对大鼠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后脑梗塞体积 !神经功能评分和脑组织含水量的影响 ξ ? σ, ν

分 组 剂量 # 梗塞体积 神经功能评分 脑组织含水量

伪手术组 ? ? ?

模 型 组 ? ? ?

尼莫地平组 ? ? ?

葛根素组 ? ? ?

? ? ?

? ? ?

注 Π √ 伪手术组 Π Π √ 模型组

3  讨论

模型组大鼠 ≤ 缺血 再灌注 后 脑梗塞范

围 !神经评分及脑组织含水量 分别为 ? !

? 及 ? 与伪手术组相比明显增高 具

有统计学差异 Π ∀预先给予葛根素

# 或尼莫地平 # 后 脑梗塞范围 !脑组织

含水量 明显降低 与模型组相比具有显着差异 Π

或 Π ∀低葛根素剂量组脑组织含水量与模型组

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Π ∀阳性对照药尼莫地平

也能减轻大鼠的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 但尼莫地平组脑组织

含水量与模型组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Π ∀

法制作右侧大脑 ≤ 局灶性脑缺血模型 其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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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机制与临床上脑卒中相似 ∀本实验采用大鼠大脑

≤ 的局灶性脑缺血 再灌注模型 以尼莫地平作为阳性

对照药 研究三种剂量葛根素对大鼠脑缺血 再灌注

后神经功能症状 !脑梗死体积及脑水肿的作用 ∀结果表明

在缺血前给予葛根素 # 预防性治疗的大鼠 脑梗

死体积及脑水肿程度降低最为明显 其次葛根素

# 其药理作用表现在大鼠的脑神经功能症状得到明

显改善 !脑梗死面积缩小 !脑水肿程度降低 且在本实验的用

药范围内呈剂量依赖性 ∀尼莫地平治疗组也能减轻大鼠的

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 但减轻程度不如葛根素显著 ∀

本研究发现 葛根素可剂量依赖性地改善缺血 再灌注

损伤的大鼠脑神经功能症状 !缩小脑梗死面积 !降低脑水肿

程度 提示葛根素对大鼠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

若进行大鼠死亡率分别与缺血 !再灌注时间相关性的试验

可进一步优化本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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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宝胶囊治疗肾阳虚症的临床研究

陈怡 金蕴 虞和永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杭州

摘要 目的  对胚宝胶囊治疗肾阳虚症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作出评价 ∀方法  临床研究在 所医院进行 每家医院实验组 例

与对照组 例 共 例 ∀实验采用平行随机 !阳性药对照 !多中心的研究方法进行 ∀实验组口服胚宝胶囊 对照组口服紫河

车胶囊 ∀连续服用 个疗程 观察治疗前后临床症状的改善和相关实验室指标的变化情况并进行安全性评价 ∀结果  实验组

的总有效率为 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有显著差异 Π 试验组对腰膝酸软 !畏寒肢冷 !夜尿频多 !气短

及总积分的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 ∀除试验组有 例出现大便干 !口角炎等症状 例其表现与试验药物的关系为可疑 ∀其余

病例在受试期间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发生 实验药物安全性评定为 级 ∀结论  胚宝胶囊对治疗肾阳虚证的临床疗效确切安

全 无明显毒副作用 ∀

关键词 胚宝胶囊 肾阳虚症 临床研究 安全性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胎盘自古就是补肾养精的要药 临床常用于治疗肾虚不

孕 气血亏虚 肺肾两虚气喘等病症 ∀浙江大德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德公司 生产的胚宝胶囊为羊的胎盘经

加工而成 具有补肾温阳 !养血填精之功 用于治疗肾阳不

足 精血亏虚之肾阳虚症 ∀本试验采用平行随机 !阳性药对

照 !多中心的研究方法 ≈ 旨在通过临床对照研究 证实胚宝

胶囊的安全 !有效 ∀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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