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5　海藻酸铝对幽门结扎法所致胃溃疡胃液成分的影响 (x± s)

组别 动物数 胃液量 ( m L) 游离酸度 总酸度 胃酶活性

对照 9 　　 6. 12± 1. 69 　　　 7. 49± 0. 54 13. 06± 0. 77 　　 59. 10± 2. 83

甲氰咪呱 9 3. 87± 0. 53* 6. 23± 0. 83 10. 56± 1. 12 46. 40± 2. 57* *

海藻酸铝 9 5. 21± 1. 02 5. 91± 1. 07 10. 34± 1. 29 41. 61± 2. 84* *

海甲复方 10 3. 75± 0. 75* 5. 59± 0. 48* 11. 13± 0. 98 37. 01± 2. 42* *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

此外 ,海藻酸铝对胃液的成分亦有一定的影响 ,其

中 ,对胃酶活性的影响较为显著。

海藻酸铝抗溃疡作用 ,与其抑制胃酶活性有关。

此外 ,海藻酸铝在水中溶解后成为胶体 ,可以在胃壁

上形成保护膜 ,对胃粘膜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海藻酸

铝在水中呈中性 ,可提高胃液的 pH,降低胃液酸度 ,

也有利于溃疡的治愈。海藻酸铝抗溃疡作用的机制

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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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素、川芎嗪对中分子物质损伤之人胚大脑皮层神经原细胞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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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探讨中分子物质对大脑皮层神经原细胞的损伤作用 ,以及大黄素、川芎嗪对抗中分子物质而保护

大脑皮层神经原细胞的作用机制。方法　以妊娠 30余周合法流产的人胚大脑皮层神经原细胞为模型 ,以中分子物

质为损伤因素 ,用大黄素、川芎嗪保护此细胞。结果　大黄素对中分子物质损伤体外培养的人胚大脑皮层神经原细

胞有保护作用。而川芎嗪无此作用。结论　大黄素保护大脑皮层神经原细胞的机制可能与破坏中分子物质活性有

关 ,可推断大黄治疗尿毒症脑病的机制与大黄素密切相关 ,而川芎嗪防治尿毒症可能通过其它途径实现 ,与中分子

物质无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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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黄素、川芎嗪是目前治疗尿毒症及其并发症

的有效药物。 为进一步证实中分子物质对中枢神经

系统的损伤作用 ,并探讨大黄素、川芎嗪对神经细胞

的保护作用。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 取妊娠 30余周合法流产的死亡小于 4 h

胎儿的大脑皮层组织用胰蛋白酶消化为单细胞悬

液 ,接种于 96孔培养板中。 37℃培养 48 h后用于

实验。

1. 2　试剂: M EM合成培养基 ,采用葡聚糖凝胶过

滤方法制备中分子物质 ,浓度为 10 U /mL; 1 mg /

mL大黄素 -MEN溶液 , 1 mg /mL川芎嗪 -MEM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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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 1 mg /mL 大黄素川芎嗪溶液 , 1. 5 mg /mL

MT T-M EM溶液 ; 0. 08 mol /mL盐酸-异丙醇溶液。

乳酸脱氢酶试剂盒由北京中生生物工程公司提供。

1. 3　方法:试验分 5组即大黄素组、川芎嗪组、大黄

素川芎嗪组、损伤组、正常对照组。各组平行测定 6～

8孔 ,分别进行以下实验。

1. 3. 1　 MT T实验:将分离培养人胚大脑皮层神经

原细胞接种到 96孔培养板 , 37℃、 5% CO2及饱和

湿度条件下培养 48 h后 ,损伤组加入 50μL含 10

U /mL中分子物质 ,各药物组加入相应药物。培养

72 h后每孔加入 MT T溶液继续培养 4～ 6 h ,培养

孔内出现蓝色结晶后 ,弃去培养液加入 100μL 0. 8

mol /mL盐酸-异丙醇溶液 , 37℃ 作用 2 h ,细胞内

甲瓒结晶充分溶解后 ,用吸管反复吹打 ,震荡混合后

用酶标仪以 570 nm测定吸光度 ( A)。 以仅加盐酸 -

异丙醇溶液的空白孔调定零点。

1. 3. 2　乳酸脱氢酶漏出液测定:将大脑皮层神经原

细胞接种 96孔培养板 37℃培育 7 d后 ,分别加入

中分子物质及各类药物 ,浓度同 M TT试验。24 h后

收集培养上清 ,按乳酸脱氢酶试剂合说明书操作 ,用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

2　结果

2. 1　 MT T实验:见表 1。结果显示各损伤组两两比

较大黄素与损伤组有显著差异 ,大黄素川芎嗪组与

损伤组有显著差异。损伤组与正常对照组两两比较 ,

大黄素与正常组无明显差异 ,其他各组与正常对照

组有显著差异。
表 1　大黄素川芎嗪对中分子物质损伤大脑皮层

神经原细胞保护作用比较

组　别 例　数 A值 ( x± s )

大黄素 8 　　 0. 36± 0. 038#

川芎嗪 8 0. 20± 0. 019*

大黄素川芎嗪 14 0. 24± 0. 021* #

损伤 8 0. 15± 0. 020*

正常对照 10 0. 44± 0. 038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P < 0. 01;　与损伤组比较: # P < 0. 01

2. 2　 LDH漏出液测定:见表 2。结果显示各损伤组

与保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 说明这两组能明显抗中

分子物质损伤后培养 7 d的大脑皮层神经原细胞 ;

大黄素组与大黄素川芎嗪组无明显差异 ,此二组保

护作用相似。 而川芎嗪组对中分子物质损伤成熟神

经原细胞无明显保护作用 ,说明其保护作用主要来

自大黄素。

3　讨论

尿毒症脑病的发病机制常与“尿毒症毒素”导致

表 2　大黄素、川芎嗪对中分子物质损伤人胚大脑皮层

神经原细胞保护作用中 LDH漏出液比较

组别 例数 LDH( x± s)

大黄素 8 　　 36. 83± 1. 39#

川芎嗪 8 46. 33± 1. 73*

大黄素川芎嗪 14 39. 67± 1. 74* #

损伤 8 48. 32± 1. 58*

正常对照 10 33. 29± 0. 96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P < 0. 01;　与损伤组比较: P < 0. 01

的电解质紊乱、酸碱度失衡、组织损伤有关。 尿毒症

毒素包括尿素氮、尿酸等小分子物质和肽类中分子

物质。近年来人们对中分子物质在尿毒症及其并发

症的形成中的作用极为重视。从七十年代“中分子学

说”提出后 ,人们对中分子物质的来源、分离、鉴定、

结构、化学性质、生物活性和临床进行了广泛的研

究 ,充分肯定了中分子物质的存在和毒性 ,逐步完善

了中分子物质理论。 中分子物质与尿毒症脑病的研

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发现分子量大于 5 000的

血浆溶质不是尿毒症毒素 ,并推测与神经病变相关

的分子量介于 300～ 2000之间 ,并在此基础上正式

形成“中分子学说” ,此后各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研

究 [1, 2 ]。从临床和动物实验中观察到分子量为 1187～

1820的中分子物质是导致尿毒症中枢神经系统病

变的物质 ,并认为其浓度与病情呈正相关。

人们从大量临床实践中发现治疗尿毒症及其并

发症最有前途的中药为大黄和川芎。中医认为大黄

素治疗尿毒症机制为 1. 通腑泻浊 ; 2. 调节神经 ;

3. 降低血中中分子物质 ; 4. 促进蛋白质合成。而川

芎嗪行气活血、祛风止痛。其治疗尿毒症取其活血祛

瘀功能。 两种药对多种体外培养的细胞有双重调节

作用和抑制其病理性增殖作用 ,例如对心肌细胞、上

皮细胞、肾小球系膜等细胞的不同作用
[3～ 6 ]
。但未发

现对神经细胞的作用报道。本试验通过对大黄素、川

芎嗪的研究 ,发现大黄素能够保护神经细胞不受中

分子物质的损伤 ,由此推断大黄素的这种保护机制

有可能是直接作用于中分子物质 ,降解此物质或者

与此物质结合 ,从而破坏中分子物质的活性。另一方

面可能的机制是大黄素对神经原病理改变的条件下

表现出的作用刚好与中分子物质的损伤神经原的机

制相反。 因此大黄素表现出对中分子物质损伤神经

元的保护作用 ,但至今还没有更充分的证据。而川芎

嗪的研究远远多于大黄素 ,它兴奋神经 β -肾上腺受

体 ,降低 Ca
2+ 游离浓度 ,阻止 Ca

2+ 内流等。但这些

作用与中分子物质损伤神经细胞的机制无关 ,因此

没有表现出川芎嗪对神经细胞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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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汗是结核病患者较常见的全身症状。 1998年

6月～ 2000年 1月间我院肺科在常规抗痨 ( SM、

RM、 RFP、 PZA、 EMB)治疗基础上 ,加用参麦注射

液治疗结核病盗汗 ,取得满意疗效。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病例选择:常规抗痨加用参麦注射液组 (简称参

麦组 ) 50例 ,为我科于 1998年 6月～ 2000年 1月确

诊结核病人。其中男 32例 ,女 18例。年龄 16～ 78岁 ,

平均 41. 5岁。血行播散型肺结核 2例 ,继发型肺结核

40例 ,结核性胸膜炎 5例 ,结核性脑膜炎 2例 ,腰椎

结核 1例。 常规抗痨治疗组 (简称对照组 ) 50例 ,为

1998年 6月前我科确诊结核病人。 其中男 30例 ,女

20例。年龄 15～ 79岁 ,平均 40. 5岁。血行播散型肺

结核 3例 ,继发型肺结核 38例 ,结核性胸膜炎 6例 ,

结核性脑膜炎 3例。两组患者均有明显盗汗症状。

1. 2　治疗方法:对照组予常规、规则抗痨治疗 ,参麦

组在常规、规则抗痨治疗基础上 ,加用参麦注射液

(杭州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每支 10 mL,

含红参、麦冬各 1 g ) 40～ 50 mL于 5%葡萄糖氯化

钠注射液 250 m L静脉滴注 ,每日 1次 ,连续用药 10

d为一疗程。

1. 3　疗效标准:显效 ,症状消失 ;有效:症状减轻 ;无

效:症状无变化或加重 (以治疗 10 d为期限 )。

2　结果

参麦组: 显效 22例 ,占 44% ;有效 25例 ,占

50% ;无效 3例 ,占 6% ;总有效率 94%。对照组:显

效 8例 ,占 16% ;有效 18例 ,占 36% ;无效 24例 ,占

48% ;总有效率 52% 。两组显效及总有效率比较 ,参

麦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参麦组在改善肺结核盗

汗方面优于对照组 ,见表 1。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

参麦组 50 22* 25 3 　　　 94*

对照组 50 8 18 24 52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1

3　讨论

近几年结核病患病率呈现回升趋势 ,结核病依

然是一个全球性的、严重的、需要高度重视的公共卫

生和社会问题。 中医称结核病为“痨瘵” ,俗称痨病 ,

认为肺痨属虚证。盗汗即是因此再加上机体免疫力

下降所致。参麦注射液是古方“生脉散”的衍变方 ,经

现代科技研究研制而成 ,主要原料含红参、麦冬。 红

参功能大补元气、补脾益肺、强心固脱、安神生津 ,主

治自汗肢冷、久病体虚、神衰身疲 ;麦冬为补阴中药 ,

具有养阴益胃、润肺清心功效 ,主治肺澡干渴、热病

津伤、咽干口燥之症。红参、麦冬补气补阴的特点使

得参麦注射液有益气固脱、养阴生津、固表止汗之功

效 ,故对盗汗疗效明显。参麦组与对照组进行对比发

现: 参麦组显效、总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充分

证实参麦注射液有明显改善肺结核盗汗症状。且已

经有研究 [1, 2 ]证实参麦注射液能明显提高 T淋巴细

胞亚群 CD3、 CD4、 CD4 /CD8 ,从而提高机体的细胞免

疫功能 ,达到改善临床症状、增强机体抗病能力的功

能 ,对抗痨药物治疗结核病亦有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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