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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早衰动物模型。从实验中发现，从第 1 次免疫

后约第 25 天开始，模型组小鼠表现为易激惹，大

便干结，动情期不典型，角化细胞数减少，与上

皮细胞、白细胞并见；第 35 天左右出现动情周期

紊乱，动情间期延长，渐至无动情周期，仅为动

情间期的白细胞，时可见上皮细胞相混杂。小鼠

逐渐表现为活动频度减少，对刺激反应淡漠，皮

毛无光泽。模型组小鼠在第 3，4，5，6，7，8 周

的体重与对照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模型组仅有 16.7%的动物维持正常的性周期，而空

白对照组有 91.7%的动物维持正常的性周期，提示

本实验所注射透明带片段有效地影响了卵巢的

功能。通过对左归丸干预的免疫性卵巢早衰小鼠

性激素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左归丸能使阴虚小

鼠外周血中雌二醇含量增加，减缓 POF 小鼠外周

血 FSH 的升高，抑制 AZpAb 产生，改善 POF 小

鼠卵巢免疫性炎症的损伤，具有调节卵巢功能的

作用。 

目前对左归丸治疗卵巢早衰的相关机制几无

报道，全面深入开展其治疗卵巢早衰机制的相关

研究不仅有助于阐明此类疾病的发病机制，且将

有助于寻找治疗该病的有效途径，为提高卵巢储

备功能、防治卵巢老化、维护女性健康的生殖功

能、延缓衰老开辟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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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根和茎叶皂苷对孤独饲养小鼠自发运动及攻击行为的影响 
 

姚丽娜，夏丽文，姜成忠(哈药集团制药六厂，哈尔滨 150056) 

 
摘要：目的  研究人参根和茎叶皂苷对孤独饲养小鼠自发运动及攻击行为的影响。方法  小鼠孤独饲养 4 周后，分别以

人参根及茎叶皂苷溶液灌胃，按高剂量 100 mg·kg1，低剂量 25 mg·kg1 给药，并以生理盐水为空白对照，观察两者对小

鼠自发运动及攻击行为的影响。结果  人参根皂苷可减少小鼠的自发运动及攻击行为(P<0.01)，人参茎叶皂苷可增加小鼠

的自发运动及攻击行为。结论  人参根皂苷具中枢镇静的功效，而人参茎叶皂苷作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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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s of Ginsenosides from Ginseng Root or from Ginseng Stem and Leaf on Spontaneous 
Movem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ur of Isolated Mice 
 
YAO Lina, XIA Liwen, JIANG Chengzhong(The Sixth Factory of Harbin Rharmaceutical Group, Harbin 15005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ginsenosides from ginseng root or from ginseng stem and leaf on 
spontaneous movem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ur of isolated mice. METHODS  Four weeks of isolated mice were 
administrated intragastrically with ginsenosides solution from ginseng root or from ginseng stem and leaf respectively at a high 
dosage of 100 mg·kg1, and a low dosage of 25 mg·kg1. 0.9% sodium chloride solution was taken as blank control group. Then 
the effects of these two kinds of ginsenosides solution were studied on spontaneous movem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u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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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ed mice. RESULTS  The spontaneous movem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ur of isolated mice were obviously reduced by 
administrated with ginsenosides solution from ginseng root, not from stem and leaf. CONCLUSION  Ginsenosides solution 
from ginseng root, not from stem and leaf, has central sedative effect. 
KEY WORDS: ginsenosides from ginseng root; ginsenosides from ginseng stem and leaf; isolated mice; spontaneous movement; 
aggressive behaviour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人们的生活压力越

来越大，用脑过度、精神长时间紧张，很容易造

成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失眠、多梦、情绪烦燥不

安扰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常用的治疗药物，如

苯二氮卓类、安定等中枢镇静药多是通过抑制中

枢神经、强制催眠来发挥作用，长期服用易产生耐

受性和依赖性，对学习记忆有破坏作用，因此，

寻找一种不良反应小，作用稳定的药物极具现实

意义。 

人参属五加科植物。据《神农本草经》记载，

其味甘微苦具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固脱，安

神益智的功效[1]。主要成份人参皂苷在人参根、茎

叶及其他部位均有分布。皂苷单体 Rb1 的中枢抑制

作用及 Rg1的中枢兴奋作用国内外已有报道[2-3]。笔

者通过研究人参根皂苷及茎叶皂苷对小鼠自发行

为及攻击行为的影响，来阐明其药理作用，为人

参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 

1.1  实验动物  

昆明种小鼠，8 周龄，体重 20~35 g，由哈尔

滨铁路中心医院动物室提供，实验动物合格证号：

00101006，♂♀各半，分笼孤独饲养。饲养室内

温度(20±5)℃，湿度(60±5)%，动物标准进食、

饮水，正常日光周期。 

1.2  实验药品   

人参根和茎叶皂苷由哈尔滨商业大学药学院

邰宝山教授提供。经双波长薄层扫描(cs-910 岛津)

测定人参根皂苷中含 Rb1 9.75%，Rg1 4.86%，人参

茎叶皂苷中含 Rb1 1.35%，Rg1 12.38%。 

1.3  实验仪器   

JJJ-3 生理实验多用仪(上海国泰电讯器材厂)，

Open field 实验箱(透明有机玻璃制成，长 50 cm，

宽 40 cm，高 25 cm，内部为 10 cm×10 cm 的方格)。 

1.4  统计方法   

应用 SPSS 8.0 统计软件，实验数据以 sx  表

示，经方差分析后采用 t 检验进行检定。 

2  结果 

2.1  孤独饲养对小鼠自发运动量的影响 

适应性群居饲养 1 周后，将小鼠随机分成 6

组，5 组孤独饲养，每隔 15 d，观察其自发运动爬

格数及抬头探索次数的变化，结果见表 1。统计结

果：与空白对照组比较，第 15 天时，小鼠自发运

动爬格数及抬头探索次数 t=5.25，P<0.01；t=8.71，

P<0.01；第 30 天时，t=9.04，P<0.01；t=14.17，

P<0.01。可见，小鼠自发运动量随孤独饲养周期延

长而明显增加，统计学处理具显著性意义。 

表 1  孤独饲养对小鼠自发运动量的影响( sx  ，n=10) 

饲养时间/d 爬格数(次数/15 min) 抬头探索(次数/15 min)

0 364±33 145±12 

15 438±301) 188±101) 

30 479±231) 215±101)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1)P<0.01 

2.2  人参根和茎叶皂苷对小鼠自发运动及攻击行

为的影响 

孤独饲养小鼠灌胃给药，A 组小鼠给药人参

根皂苷 100 mg·kg1，B 组小鼠给药人参根皂苷 25 

mg·kg1，C 组小鼠给药人参茎叶皂苷 100 mg·kg1，

D 组小鼠给药人参茎叶皂苷 25 mg·kg1，E 组小鼠

给以生理盐水做空白对照[4-5]。 

2.2.1  人参根和茎叶皂苷对小鼠自发运动的影

响  5 组小鼠灌胃给药后，用 Open field 仪观察，

测定 15 min 内，小鼠抬头探索和爬格数，结果见

表 2。与空白对照组比较，人参根皂苷高剂量组

(100 mg·kg1) 使 小 鼠 的 自 发 运 动 显 著 减 少

(P<0.01)，药理作用有非常显著性差异，而人参根

皂苷低剂量组此作用相对较弱；同时发现，人参

茎叶皂苷随给药剂量的增大，小鼠的自发运动逐

渐增多。 

2.2.2  人参根和茎叶皂苷对小鼠攻击行为的影

响  用 Open field 仪和电激怒攻击观察仪进行观

察，调节电压 50 V，频率 8 Hz，记录小鼠在 15 min

内格斗持续时间之和。结果表明：人参根皂苷高

剂量组可明显缩短小鼠攻击行为的持续时间，统

计结果：t=18.34，P<0.01，药理作用异常显著，

且给药剂量降低此作用减弱；相反，人参茎叶皂

苷高剂量组使小鼠的攻击行为时间延长，而低剂

量组此药理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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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参根及茎叶皂苷对小鼠自发运动及攻击行为的影

响( sx  ，n=9) 

组  别 
剂量/ 

mg·kg1 

爬格数 

(次数/15 min) 

抬头探索 

(次数/15 min) 

格斗时间

(15 min)

生理盐水  318±27 152±13 148±6 

人参根皂苷 100  180±162) 88±92) 66±122)

人参根皂苷 25  291±101) 127±12) 131±152)

人参茎叶皂苷 100  374±212) 181±82) 178±32) 

人参茎叶皂苷 25  352±241) 167±91) 152±6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1)P<0.05，2)P<0.01 

由表 2 可知，人参根皂苷高剂量组对小鼠自

发运动及攻击行为的药理作用均十分显著，使其

自发运动量减少，格斗持续时间缩短；而人参茎

叶皂苷高剂量组使其自发运动量增加，格斗持续

时间延长，同样具有显著的药理作用，但随用药

剂量的减少，药理作用相应减弱。 

3  讨论 

小鼠经长期孤独饲养，其中枢内去甲肾上腺

α，β 受体的含量发生改变，使孤独饲养小鼠比群

养小鼠活动表现亢奋，其自发运动量随孤独饲养

周期的延长显著增加。本实验证明了孤独饲养后

的小鼠在给予人参根皂苷后，其自发活动显著性

减少，电激怒攻击行为显著性减弱，而人参茎叶

皂苷的药理作用相反。本实验所用人参根皂苷含

单体 Rb1 9.75%，Rg1 4.86%；茎叶皂苷含单体 Rb1 

1.35%，Rg1 12.38%，说明人参皂苷 Rb1 具中枢镇

静作用，而人参皂苷 Rg1 具中枢兴奋作用，实验结

论与文献报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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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剂量瑞舒伐他汀对冠心病合并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血脂及血清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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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比不同剂量瑞舒伐他汀对冠心病(CAD)合并高胆固醇血症(HC)患者血脂及血清高敏 C 反应蛋白(HS-CRP)

的影响，并评价其量效关系。方法  将 60 例 CAD 合并 HC 患者随机分为常规剂量组(10 mg·d1，C 组)和大剂量组(40 mg·d1，

H 组)，各 30 例，分别测定服用相应剂量瑞舒伐他汀前及 1 个月后 HS-CRP、血脂各成分及一般生化指标，并对 2 组结果

加以比较。结果  治疗前 2 组间各指标均无差异，治疗 1 个月后 2 组 LDL-C、TC、HS-CRP 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H

组较 C 组降低更为明显(P<0.05)。LDL-C、TC 下降与 HS-CRP 下降呈较显著正相关(P<0.01)。结论  瑞舒伐他汀可明显

降低 CAD 合并 HC 患者血脂及 HS-CRP 水平，大剂量较常规剂量更为有效，降脂与降低 CRP 作用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关键词：瑞舒伐他汀；冠心病；C 反应蛋白；高胆固醇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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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osuvastatin with Different Doses on C-Reactive Protein and Blood-Fat in Patients Suffered 
from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nd Hypercholesteremia 
 
WANG Guipeng, CAO Guiqiu(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 of 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 and blood-fat in patients 
suffere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with hypercholesteremia and the effect of rosuvastatin with different doses on it.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ith CAD and HC were assigned into common dose group(10 mg·d1, C group) and high dose group(40 mg·d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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