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4  组织学变化 脑血肿形成 时 模型组神经细胞

高度肿胀呈空网状 同时可见大量淋巴细胞浸润及一

些吞噬细胞存在 神经细胞呈缺血性改变 水肿减

轻 见有单核细胞浸润用消瘀宁后上述水肿现象减轻

并促使胶质细胞 !肉芽组织及胶原成分大量出现 吞噬

反应活跃 可见多数吞噬细胞对病灶的修复起到一定

的积极作用 ∀

4  讨  论

脑水肿是脑出血时一复杂的继发性病理改变 很

多方面的研究难以在人体进行 而是以不同类型的脑

出血动物模型中获得 ∀本实验的脑出血动物模型较接

近临床脑出血的病理特征实验结果表明 脑组织水含

量升高明显与 Α 含量升高相平行 提示消瘀宁对减轻

脑细胞受损 !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 减少血浆成分渗出

有一定作用 其机理可能与保护抗氧化酶活性 !清除
Α !抑制 Α 介导的脂质过氧化物连锁反应等相关 ∀

研究证明脑中风时 氧自由基和脂质过氧化物 ° 是

重要的病理介质 在中风急性期氧自由基介导的病变

过程起着关键的病理生理作用 ∀脑蛋白的变化是反映

血脑屏障受损程度的主要指标≈ ∀从实验结果来看

消瘀宁能促进血肿溶化吸收 增强胶质细胞的吞噬消

化作用 降低脑水肿 对脑水肿有较好的防治作用 这

可能与消瘀宁能提高脑组织 ≥ ⁄活性 纠正自由基代

谢紊乱有一定直接关系 因此认为消瘀宁对脑水肿及

脑出血的防治有一定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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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冬多糖平喘和抗过敏作用研究 3

汤  军  钱  华  黄  琦  徐志瑛  蔡宛如  宋  康 杭州 浙江省中医院 杭州 浙江省林科院

植物药研究中心

摘要  目的 观察麦冬多糖的平喘和抗过敏作用 ∀方法 通过整体实验 观察麦冬多糖 ° × 对氨雾引起小鼠咳嗽

和对以组胺和乙酰胆碱混合液引起豚鼠支气管收缩及对小鼠耳异种被动皮肤过敏 °≤ 和以卵白蛋白诱发的致敏

豚鼠支气管收缩的影响 ∀结果 ° × 对氨雾引起的小鼠咳嗽无明显的影响 对乙酰胆碱和组胺混合液引

起的豚鼠支气管收缩有极显著的抑制作用 Π 对小鼠 °≤ 反应的抑制率为 可显著延长卵白蛋

白所致的致敏豚鼠呼吸困难 !抽搐和跌倒的潜伏期 Π ∀结论 麦冬多糖能拮抗乙酰胆碱和组胺混合液刺

激引起的正常豚鼠和卵白蛋白引起的致敏豚鼠的支气管平滑肌收缩 抑制致敏豚鼠哮喘的发生并具有较显著的抗

小鼠耳异种被动皮肤过敏的作用 ∀

关键词  麦冬多糖 平喘 抗过敏

Α στυδψ ον τηε αντιαναπηψλαχτιν ανδ αντιαστηµ ατιχ αχτιϖιτψ οφ πολψσαχχηαριδε φρο µ οπηιοπγονι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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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ετ αλ( Ζηεϕιανγ Προϖινχιαλ Ηοσπιταλ οφ ΤΧΜ,

Ηανγζηου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 × ΜΕΤΗΟ∆Σ : √ √ √ ° × ∏ ∏

∏ ¬∏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 ∏

∏ ∏ Π × √ °≤

° × ∏ ¬ ∏ ∏

∏ Π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ΚΕΨ Ω ΟΡ ∆Σ  ∏ √

  多糖因其具有多种生物活性而越来越引起人们的

关注 ∀近年来国内外对多糖的研究进展很快 ∀多糖的

药理活性 !临床应用 !分离纯化 !含量组成分析及结构

测定等方面都有许多报道≈ ∗ ∀但运用多糖观察其对

实验动物哮喘模型的防治作用 尚未见报道 ∀本文着

重探讨麦冬多糖的止咳平喘和抗过敏作用 ∀

1  实验材料

1 1  动物

昆明种小鼠 浙江中医学院动物房 ≥⁄大白鼠 浙

江省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豚鼠 浙江医科大学

实验动物中心 ∀

1 2  麦冬多糖的制备

取干燥麦冬块根 用 乙醇渗漉 醇提后残

渣晾干去醇 ∀常法水提 次 水提液减压浓缩至

加 乙醇醇析 使含醇量达 醇析物抽

干 依次用无水乙醇 !丙酮 !乙醚洗涤 !干燥 ∀即得淡白

色的麦冬粗多糖 其收率为 ∀经比色法测定总糖含

量 ∀

1 3  试剂

盐酸塞庚啶片 上海医科大学红旗制药厂

片 批号 磷酸可待因片 青海制药厂

片 批号 磷酸组胺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东

风生化技术公司 批号 氯化乙酰胆碱 上海

生物化学试剂公司 批号 百 !白 !破三联疫苗

浙江省卫生防疫站 批号 伊文思蓝 上海

化学试剂采购供应站 批号 卵白蛋白 上海生

物化学试剂公司 批号 ∀

1 4  仪器

超声雾化器 上海合力医疗器械厂 光

栅分光光度计 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 ∀

2  方法与结果

2 1  麦冬多糖对氨雾引起小鼠咳嗽的影响

取昆明种小鼠 雄性 体重 ? 逐个放入玻璃

钟罩内 以 氨水喷雾引咳 雾量高档次 观察

小鼠从喷雾开始到出现腹肌收缩张嘴的时间

内不出现咳嗽者弃去 ∀挑选敏感鼠随机分为 组 麦

冬多糖高 !低剂量各 组 可待因组 !生理盐水对照组

各组给药量 多糖高剂量组 !低剂量组

可待因组 以上药物均配制成

只灌胃 对照组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 ∀连续 后 再

以前法引咳 观察各组咳嗽潜伏期 表 ∀

表 1  麦冬多糖对氨雾引起小鼠咳嗽的影响 ξ ? σ , ν

组  别 剂量 咳嗽潜伏期 ≥

对照       ?

可待因      ? 3

多糖 ? 3

? 3

与对照组比较 3 Π . , 3 Π .

由表 可知 可待因对氨水引起的咳嗽有显著的

抑制作用 Π . ) ,而麦冬多糖对小鼠的咳嗽潜伏

期虽有一定的延长 ,但无统计学意义( Π ∀

2 2  麦冬多糖的平喘作用

2 2 1  对乙酰胆碱和组胺喷雾引起豚鼠哮喘的影响

取体重 左右的豚鼠 只 雌雄均可 随机分为

组 每组 只 麦冬多糖高低 个剂量组 !赛庚啶组 !生

理盐水组 ∀给药剂量 多糖组 ! 赛庚

啶组 ∀均稀释成 只 灌胃 对照组给等

体积生理盐水 ∀连续给药 于末次给药后 分别置

于 容积的密封玻璃罩内 以最大雾量档次喷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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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胆碱和 组胺等量混合液 每次喷雾 ∀喷雾

停止后 观察豚鼠出现喘息性抽搐 !翻倒的潜伏期 表

∀

表 2  对乙酰胆碱和组胺喷雾引起豚鼠哮喘的影响 ξ

? σ , ν

组  别 剂量 咳嗽潜伏期 ≥

对照      ?

赛庚啶     ? 3

多糖  ? 3

? 3

与对照组比较 3 Π . , 3 Π .

由表 可知 麦冬多糖 剂量组可显著延

长豚鼠哮喘潜伏期 其作用与赛庚啶相似( Π . ) ,

而低剂量组麦冬多糖与对照无显著差异( Π . ) ∀

2 2 2  对豚鼠卵白蛋白过敏的影响 按 ≥ 等≈ 的

方法 将 卵白蛋白 和 溶于

生理盐水 配制成凝胶液 在豚鼠足跖下 !腰 !颈 !腹

股沟处对称共 点分别 Λ 同时 致敏动

物 共致敏 周 ∀从致敏结束前 起 麦冬多糖组先开

始 πο多糖 ! ∀于致敏最后一天 将

豚鼠置于密闭容器内 进行引喘试验 ∀实验前 时

各组动物先 πο相应的药物 后分别吸入

气雾 测定不同药物对引喘率 !引喘潜伏期的影

响 表 ∀

表 3  对卵白蛋白引起豚鼠过敏性哮喘的影响 ξ ? σ ,

ν

组  别 剂量 引喘率 引喘潜伏期 ≥

对照    ?

赛庚啶     ? 3

多糖  ? 3

? 3

与对照组比较 3 Π . , 3 Π .

由表 可知 麦冬多糖高剂量组可极显著延长豚

鼠过敏性哮喘的引喘潜伏期 其作用与赛庚啶相似( Π

. ) ,而低剂量组则无明显作用 ∀

2 3  麦冬多糖对小鼠耳异种被动皮肤过敏的影响

°≤

2 3 1  抗血清制备 取 ≥⁄大白鼠 雄性 体重 左

右 每鼠两后腿肌注 卵白蛋白生理盐水 同

时 腹腔注射百白破三联疫苗 ≅ 菌体 每鼠

后断头取血 离心取抗血清 置 ε 以下备用 ∀

2 3 2  致敏及抗原攻击 取昆明种小白鼠 只 雄性

体重 ? 每鼠两耳廓各皮下注射大鼠抗血清 Λ

每耳 Λ 致敏 然后随机分为 组 每组 只 设生

理盐水组 !麦冬多糖高低剂量组 !赛庚啶组 各组按不

同药物及剂量分别灌胃 麦冬组 ! 赛

庚啶组 均稀释成 只灌胃 每天一次 ∀

第一次灌胃后及致敏 前半小时为末次灌胃 半小

时后进行抗原攻击 由尾静脉注射 伊文思蓝

溶液 内含卵白蛋白 依次注射对照组 !多糖组 !赛

庚啶组 半小时后按注射顺序将小鼠处死 剪下两耳廓

蓝染部位 剪碎置于试管内 加入 丙酮 生理盐

水 Β 充分摇匀 浸泡 离心 取上清液 以

波长测定光密度 ⁄ 计算给药组对 °≤ 反应

的抑制百分率 其计算公式如下 ∀

抑制百分率
对照组光密度 用药组光密度

对照组光密度
≅

2 3 3  结果见表 4 ∀

表 4  对小鼠耳异种被动皮肤过敏 °≤ 的影响 ξ ?

σ , ν

组  别 剂量 ⁄值 抑制率 ≥

对照    ?

赛庚啶    ? 3

多糖  ? 3

?

与对照组比较 3 Π

由表 可知 高剂量组麦冬多糖对 °≤ 反应的抑

制率为 低剂量组为 ∀

3  讨  论

抗小白鼠耳异种被动皮肤过敏试验结果提示 高

剂量麦冬多糖能够抑制小鼠耳廓伊文思蓝的渗出 对

°≤ 的抑制率为 这说明麦冬多糖可减轻变态

反应时的血管通透性 ∀

抗卵白蛋白过敏试验结果提示 麦冬多糖对抗原

攻击所致的豚鼠哮喘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和生理盐水

对照组相比可极显著延长豚鼠过敏性哮喘的引喘潜伏

期 Π . ) ,其疗效与赛庚啶相似( Π ∀

小鼠耳微血管渗漏和豚鼠过敏性哮喘主要是由变

态反应引起的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麦冬多糖具有显著

的抗 型变态反应的作用 ∀其机理目前尚不清楚 ∀据

报道 气道局部微血管渗漏与气道嗜酸细胞浸润有密

切关系≈ ∀国外有人观察了麦门冬汤对嗜酸细胞生

存及脱粒的作用≈ 结果表明 麦门冬汤 Λ

能明显抑制嗜酸细胞的生存率 Π 和卵白蛋白

过敏引起的嗜酸细胞的脱粒 ∀麦冬多糖是否有可能通

过抑制嗜酸粒细胞的浸润和脱粒而起到抑制毛细血管

渗漏和平滑肌痉挛等炎症过程 还需作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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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还观察到麦冬多糖可显著延长豚鼠对乙酰

胆碱和组胺喷雾吸入引起的非过敏性哮喘的潜伏期 Π

其作用与赛庚啶相当 ° ∀赛庚啶作

为组胺 受体拮抗剂 能与组胺竞争受体 保护机体

对组胺不产生反应≈ ∀而麦冬多糖的作用机制可能与

赛庚啶不同 这方面的机理值得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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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菖蒲醇提取物的抗惊厥作用

周大兴  包祖晓  吴雄生  翟鹏贵 杭州 浙江中医学院 本院 级中药专业毕业生 本院 级中药硕士

研究生

摘要  目的 研究石菖蒲醇提取物的抗惊厥作用 ∀方法 采用最大电休克发作 ∞≥ 法 士的宁惊厥法和戊四氮最

小阈发作 ∞× 法 观察石菖蒲醇提取物对动物惊厥的影响 ∀结果 石菖蒲醇提取物能明显对抗大鼠 !小鼠的最大

电休克发作和小鼠的戊四氮最小阈发作及小鼠的士的宁的惊厥反应 ∀结论 石菖蒲醇提取物具有明显的抗惊厥作

用 ∀

关键词  石菖蒲醇提取物 最大电休克发作 士的宁惊厥 戊四氮最小阈发作

Αντιχονϖυλσαντ αχτιον οφ ετηανολ εξτραχτ οφ αχορυσ γραµινευσσολανδ

∏⁄ ¬ ∏ ⁄÷ ∏¬ ÷ • ∏ ÷ • ∏ ÷≥ ετ αλ( Ζηεϕινγ Χολλεγε οφ ΤΧΜ,

Ηανγζηου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 ∏

∞∞ ≥ ΜΕΤΗΟ∆Σ :× √∏ ∞∞ ≥ √ ¬ ∞ ≥ ∏ ∞≥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ΚΕΨ Ω ΟΡ ∆Σ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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