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四组
。

口服给药
,

每天一次
,

连续六
,

第七

眼眶处放血处死小 鼠
,

解剖 取胸腺
、

脾脏 称

重
。

以脏器重 娘 体重 表示
。

结果见表

表 雷公藤冲荆对 所致迟发型超敏反应的影响

组 别

生理盐水

雷公藤冲剂

雷公藤冲剂

地塞米松

齐叮 量 动物数 只 肿胀度 士 值

二

士

士

士

表 雷公藤冲剂对免疫器官 脾脏
、

胸腺 重 量的影响

组 别 剂 量 动物数 只
器官重量 士 体重

脾脏 胸腺

生理盐水

雷公藤冲剂

雷公藤冲剂

地塞米松

‘ 补 关 , 长

士 士  

士 二 二 士
,

士 , , 二 士
, , ,

 士 , , 上

, 尸 。 值均与生理盐水组作相应 比较

三
、

讨论

雷公藤冲剂是一种新剂型
。

本文研究表

明
,

其对 所致迟发型超敏反应具有抑

制作用
,

能将低碳廓清除速率
,

减轻胸腺与脾

脏的重量
。

提示雷公藤冲剂对 型变态反应
、

吞噬免疫功 能及免疫器官等均有抑 制作用
。

这和雷公 藤其它制剂 的免疫抑制作用相 一

致
。

雷公藤制剂 目前主要应用于治疗 自身免

疫性疾病
。

本剂 型的开发
,

具有患者服用方

便
,

提高生物利用度的优点
。

这一剂型的开发

也为雷公藤制剂的运用提供了一个新 的途

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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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清注射液抗流感病毒实验研究

曲奎山 吴森福
‘

李

解放军第 医院

铣
’

烟台

李树备
’ ‘

摘要 本药系多年来临床经验组方
。

主要由板兰根
、

桅子等纯中药组成 临床用于治疗上呼吸道感染
、

乙脑
、

急慢性肝炎等病毒感染性疾病
。

本实验结果表明
,

以 剂量
,

小鼠腹腔内注射
,

有显著的抗流感病

毒作用
,

能有效地控制流感病毒感染所致小鼠的死亡率
,

同时
,

对小鼠肺脏有保护作用
。

关键词 板兰根 桅子 病毒清注射液 流感病毒

, 沈 阳药科大学
, , 解放军第 医院

病毒清注射液系由板兰根
、

桅子等制成

的纯中药制剂
。

临床有注射液
、

口服液两种剂

型
,

用于治疗多种病毒感染性疾病
。

如 上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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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道感染
、

乙脑
、

急慢性肝炎等疾病
。

自 年 一 对小 白 鼠弄内接种 甲 型流感 病毒

月起对 其药 理
,

毒理
,

理化 等作 了系统研 强 毒株所致死亡率的影响

究
。

现将其抗流感病毒作用研 究报告如下
。

取小 白鼠 只 随机分组
,

每组 只
,

一
、

实验材料 按
、 、

剂量腹腔 内注射病毒清注

一 药品 病 毒清 注射 液 含生 药量 射液 每天 次
,

连续
。

同时以生理盐水
,

,

批号
,

桅子注射液 含生药量 桅子注射液
,

板兰根注射液和抗病毒 口服液
,

批 号  
,

板兰根 注射液 含 做平行对照
。

于第 夭给药后
,

用甲 型流

生药量
,

批号
,

上述药品由第 感病毒鼻内接种 只
,

以小白鼠死亡为

医院药厂生产 抗病霉口 服液 沈阳本溪 指标 观察
,

记录各组动物死亡率
,

相同

第三制药厂生产
,

批号  
。

方法重复 次
。

结果表明
,

病毒清注射液小白

二 动物 昆明种小 白鼠
,

体重 鼠腹腔内注射
,

剂量为 时
,

能显著降

克
,

雌雄各半
,

由中国医科大学 实验动物室提 低 甲 型流感病毒鼻内接种所致小白鼠的死

供
。

亡率
,

呈显著抗病毒作用
,

与各组分别 比较
,

三 病毒 甲 型流感病毒强 毒株
,

效 统计学处理 尸
。

而
、

的剂量

价
,

由沈 阳市防疫站提供
。

组
,

其 抗致 死 率 不 明 显
,

统 计 学 处 理 尸

二
、

方法与结果
。

见表

表 病毒清注射液对甲 型流感病毒弄 内接种小 鼠死亡率的影响

组 别 剂量 给药途径 死亡数 总数 死亡率 值

生理盐水
·

 ! ∀ # ∃ ∀
%

∀ &

桅子注射液

60

30

12/30

27/30

29/30

40

90

97

< 0
.
01

> 0
.
05

> 0
.
05

板兰根注射液

60

30

20

93

93

( 0
.
05

> 0
.
05

> 0
.
05

抗病毒口 服液

60

30

l5

P
’

0

l 0

9 7

9 3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病毒清注射液

60

30 97

97

(二 )对小 白鼠脑 内接种 甲
:
型流惑病毒

强毒株致死亡 率的 影响

方法 同前
,

于第 7d 给药后 2h
,

用甲
3
型

流感病毒脑 内接种
,

0

.

l m [/ 只
。

结果表明
,

病

毒清注射液小 白鼠腹腔内注射
,

剂量为 6馆/

kg 时
,

能显著降低 甲
3
型流感病毒脑内接种

所致小白鼠的死亡率
,

与各组比较
,

统计学处

理 尸< 0
.
0 1

,

有非常显著的抗病毒作用
。

而

30
、

1 5 9
/ k g 的剂量

,

显示抗病毒作用不 明显
,

统计学处理 尸> 0
.
05

。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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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病毒清注射液对 甲
3
型流感病毒小 鼠脑 内接种死亡率的 影响

组 别 剂量 (g/kg) 给药途径 死亡数 /总数 死亡率 % 尸 值

生理盐水

60

30

l5

27/30

29/30

27/30

90

97

9O

< 0
.
01

) 0
.
05

> 0
.
05

桅子注射液

60

30

l5

18/30

27/30

28/30

60

90

93

< 0
.
01

> 0
.05

) 0
.05

板兰根注射液

60

3O

15

30

97

93

( 0
.
01

) 0
.
05

> 0
.
05

抗病毒 口服液

6O

3O

15

P
. 0

30

87

97

< 0
.
01

) 0
.
05

) 0
.
05

病毒清注射液

60

30

l5

0

97

97

(三 )病毒清注射液对甲
3
型流感病毒强

毒株所致小 白鼠肺部病理学改变的保护作用

取小白鼠 40 只
,

随机分组
,

每组 10 只
,

实验组腹 腔 内分别注射 病 毒清注 射液 60
、

30

、

1 5 9

/k

g

,

对照组腹腔 内注射生理盐水
,

每

天 1 次
,

连续 7d
。

于第 7 夭给药后 Zh
.
用 甲

3

型流感病 毒鼻 内接种
.
o
.
Zm l/ 只

、

观 察 48h
。

将全部小 白鼠解剖
,

取肺脏进行病理学检查
。

结果 表 明
,

6 0 9
/ k g 剂 量组 小 鼠无一死

亡
,

而 30
、

1 5 9

/ k g 及生理盐水组小 鼠全部死

亡
。

死亡小鼠肺部 肉眼检可见肺部肿大
,

严重

充血
、

出血
,

表面粘液增加
,

局部呈发黑坏死

病灶
。

而未死亡小鼠肺部 肉眼检查未见明显

异常改变
,

基本与正常小鼠肺脏外观一致
。

病理切片显微镜观察
,

6 0 9
/ k g 剂量组小

鼠肺部组织无异常改变
.
组织结构清楚

.
细胞

形态完整
,

整体未见任何病理学改变
。

其它各

组死亡小鼠肺部组织病理学明显改 变
,

表现

为肺泡内含气量增加
,

呈气肿状态
。

肺泡壁可

见毛细血管轻度扩张充血
,

肺泡上皮轻度增

生
,

有的可见肺泡壁增宽
,

间隔毛细血管高度

扩张充血
,

间质小静脉也高度扩张充血
,

肺泡

腔大部分为 R B C
、

蛋白水肿液所 占据
,

并有

淋巴的浸润等
。

三
、

讨论

流感病毒所致的上呼吸道感染
,

易继发

肺炎
,

脑炎等疾病
。

本实验通过用强毒株甲
3

型流感病毒
,

对小鼠鼻内和脑 内接种
,

观察病

毒清注射液对病毒感染小鼠的保护作用
。

结

果表明
,

腹腔 内注射 609 /kg 病毒清
,

连续 7

天
,

可显著 防止由于病毒致肺及脑的感染引

起的小鼠死亡
。

为病毒清在临床上治疗病毒

所致上 呼吸道感染
、

肺炎
、

脑炎等疾病
,

提供

了实验依据
。

而本实验中 30
、

1 5 9
/ k g 的病毒

清组未 见明显的抗病毒作用
,

可能与实验用

病毒为强毒株
,

且效价较高有关 (常用病毒效

价是 1
:
16 0

,

而本实验为 1
: 320)

。

致使低剂

量药物不能表现出明显的抗病毒作用
。

本实

验亦得 出这样 的结论
,

病毒清在临床上用于

急慢性病毒感染性疾病治疗时
,

应采用较大

剂量
,

方能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
。

病毒清注射液主要 由板兰根
、

桅子等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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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制成
。

实验表现
,

其抗病毒作用以相当剂

量应用
,

比单味药效果好
,

此不能用简单的相

加作用解释
,

实验结果分析认为
,

该组方药物

有明显的协同作用
。

有文献记载
,

板兰根为广

谱抗菌药
,

有抗病毒作用
,

注射液单味应用对

流感病毒京科 68
一

1 株
,

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
。

鸡胚实验表明
,

无论是预防或治疗性给药
,

对

流感病毒均有抑制作用
。

其煎剂还能延缓病

毒所致细胞病变作用
。

桅子具有解热
、

镇静
、

抗菌等作用
。

虽未见报道桅子有抗病毒作用
,

但在治疗相 当于病毒感染性疾病时
,

常与板

兰根等中药伍用
,

提示二者具有协同作用
,

与

本实验结果相吻合
。

实验 中发现病毒清注射

液对小 鼠有镇静作用
,

结果分析认为
,

此作用

主要来自桅子
。

临床上由病毒感染引起的肺

炎
、

脑炎等疾病
,

常有高热神昏
,

澹语躁动
,

抽

搐等中枢兴奋症状
。

病毒清注射液具有的 中

框神经镇静作用
.
对于临床用于肺炎

,

脑炎等

病毒感染性疾病
,

具有重要的辅助治疗作用
。

综上研究分析表明
,

病毒清注射液的组方是

科学合理的
,

抗病毒作用是明显的
。

本实验以全国唯一报批生产的中药抗病

毒制剂—抗病毒口服液
,

为阳性对照药
。

实

验结果表明
,

等容量而不同给药途径情况下
.

病毒清 609/kg 剂 量时
,

抗病毒作用优于抗

病毒口服液(尸< 0
.
05 )

。

该制剂属国内首创
.

国外也未见报道
,

且药源丰富
,

疗效好
.
毒性

低
,

价格低
,

临床用于治疗病毒感 染性疾病
。

有 良好的发展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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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药理研究进展

郑 磊 姜远英
’

(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临床药理室 重庆 630037)

多不饱和脂肪酸 (P U FA )对人体具有重

要的平衡调节作用
,

在降血脂
、

抗肿瘤
、

营养

和免疫调节等方面 已进行 了广 泛深 入的研

究
。

尤其是在分子的甲基末端的第 3 位上有

第一个双键的
n 一

3 脂肪酸
,

如
a一亚油酸

、

二十

碳五烯酸 (E PA )和二十二碳六烯酸 (D H A )
,

a
一

亚油酸 主要存 在于植 物油 中
,

而 E P A 和

D H A 则主要存在于鱼油中
,

它们对心血管疾

病
,

肿瘤等都有积极的治疗作用
。

现综述如

下
:

一
、

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对格陵兰岛爱斯基摩人的流行病学调查

表明
,

与西欧人相比
,

他们急性心肌梗塞
,

糖

,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尿病
,

甲状腺毒症
,

支气管哮喘
、

多发性硬化

症和牛 皮癣 的发病率很低 或根本无这些病

症
,

患癌症的种类亦与丹麦人有很大差异
。

这

些差异
,

尤其是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差异与爱

斯基摩人饮食中脂肪成分有关
。

他们摄取 5

一 109/d 的 E P A 和 D H A
,

而摄入饱和脂肪

酸量仅为麦丹 人的 50 %
。

( 一 )对血小板聚集 的影响

E P A 及其 12一脂加 氧酶 (L O )代谢产物

抑制 T X A
:
的生成

;而 D H A 能竞争性抑制

血小板环氧化酶使 T X A
:
生成减少

,

其轻化

产物经化廿二碳六烯酸(H D H E )也有抗血小

板聚集作用
,

与 D H A 产生协同效应 [l]
。

服用

大剂量鱼油
,

血小板的聚集和粘附功能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