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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血竭的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钟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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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鹤鸣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

上海 以”

摘要 目的 综述近年来对国产血竭 【  盯 〕药理作用 的研究进展
。

方法 研究分析近年来有关国产血竭药理作用研究的文献报道
。

结果 表明国产血竭对血液 系统
、

心 血管系

统有明显作用
,

还具有一定的改善机体免疫功能
、

抗 炎止痛
、

降血糖
、

降血脂
、

抗菌
、

杭真菌等作用
。

结论 国

产血竭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
,

尤其对血液系统
、

心血管系统作用明显
,

其研究已经取得 了一定进展
,

但尚缺乏

系统性
,

需要进行系统性研究
,

并进一步开发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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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竭是中药的传统品种之一
,

其性味甘
、

温
、

咸
、

降低  的含量
,

说明血竭有扩血管作用 采用

平
,

兼有活血
、

化癖
、

止血
、

补血的功效
,

古代主要将
“

优球蛋白溶解时间
”

的测定方法观察家兔

之用于治疗跌打损伤
、

金枪等症
,

内科亦兼有之
,

血 自身给药前后的
,

表明国产血竭能使 显著

竭在我国的记载及应用至少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

缩短
,

即纤维蛋白溶解酶含量显著提高〔’
。

但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进 口来满足需要
。

世纪 向金莲等川 也通过家兔体外
、

体内血小板聚集

年代我国植物学家发现广西有丰富的剑叶龙血树植 试验表明血竭能显著抑制花生四烯酸
、

二磷酸

物资源
,

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材公司等单位联合 腺昔 和血小板聚集活化因子 诱导的血

开发成中药一类新药
,

年实施新药试行标准
,

小板聚集
。

向金莲等通过计算给药小鼠注射胶原蛋

尔后转正式标准
,

定名为
“

龙血竭
” ,

才基本改善了 白 林岁只
一
肾上腺素 协梦只 后的存活率得

我国血竭依赖进 口的局面
。

知国产血竭对胶原蛋白
一
肾上腺素诱导的血栓形成

国产血竭是百合科植物剑 叶龙血树「  !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二 、 肠
。 。 的含脂木材经乙 黄树莲冈 等用金惠铭 氏方法建立

“

急性血癖症

醇提取而得的树脂
。

随着我国血竭资源的开发利 家兔模型
” ,

测定各项血液流变学指标
,

结果表明国

用
,

国产血竭的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泛
,

对其药理作用 产血竭能明显降低
“

急性血疲症
”

家兔的高粘滞状

的研究也越来越全面
,

现就近年来的国产血竭药理 态
、

全血粘度
、

血浆粘度和红细胞压积
,

并使红细胞

作用的研究综述如下
。

电泳时间加快
。

按血小板血栓实验法 颈总动脉

药理作用 颈外静脉旁路血栓形成法 测定给药大鼠血栓抑制

对血液 系统的影响 率
,

国产血竭能明显抑制血小板的形成
。

活血化疲作用 高应斗〔’〕等通过体外测定 综上所述
,

国产血竭能加快血 流
,

防止血栓形

给药家兔血液全血和血浆浓度
、

血球压积及红细胞
、

成
,

从而有活血化痕作用
。

也有研究者提出国产血

血小板电泳时间
,

表明国产血竭能明显降低红细胞 竭小量不易防止血栓形成
,

必须大量才能起作用
,

但

的压积
,

但对于全血和血浆粘度的降低作用并不明 高剂量会使血液粘度增高
。

故欲达到理想的效果
,

显 另外国产血竭能显著地加快红细胞和血小板在 还须做进一步的研究
。

直流电场中的电泳速度 按 法进行的血小板聚 止血作用 农兴旭 〕用毛细管法测定小鼠

集实验表明国产血竭能抑制  诱导的血小板聚 凝血时间
,

结果给药小鼠的凝血时间缩短
。

采用试

集功能
。

管倾斜法观察家兔血浆复钙时间
,

得出给药家兔的

用家兔动静脉旁路循环实验法观察国产血竭抗 血浆复钙时间减短 而实验表明血竭对家兔凝血酶

血栓的作用
,

结果表明其作用效果显著
,

分别用蛋白 原时间无明显的影响
,

说明国产血竭有促进凝血作

质结合法 和放射免疫法 测定血浆中 的 和 用
,

其促凝作用与影响内源性凝血系统的凝血 因子

的含量
,

结果显示 国产血竭能增加  而 有关
。

小鼠断尾出血试验中
,

给药小 鼠高低剂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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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比对照组小鼠出血时间缩短约
,

表明国产血

竭能明显抑制出血时间
。

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在家兔冠脉流量的实验中证明
,

国产血竭能刺

激
一
受体增加冠脉流量

,

实验也表明国产血竭增

加冠脉流量与
一
受体无关

「 。

郑培黎等在对离

体实验中发现
,

国产血竭能减少心肌耗氧量
,

甚至能

增加心脏氧供
,

同时还有抗心率失常和对缺氧心肌

的保护作用 另外
,

国产血竭的电生理实验也提示国

产血竭有类似利多卡因的抗心率失常作用 国产血

竭抑制心肌缺氧再灌流时乳酸脱氢酶的释放和增加

冠脉流量可能在其抗心肌缺氧再灌注损伤效果方面

有一定意义
。

抗 炎镇痛作用

曾雪瑜等 的实验发现
,

国产血竭外擦能明显

抑制巴豆油诱发小 鼠耳壳炎症
、

大鼠角叉菜胶性足

躁关节肿胀及醋酸诱发大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

灌胃给药
,

能明显减少小 鼠扭体次数
,

抑制在体大鼠

子宫平滑肌收缩作用
,

表明 国产血竭具有抗炎
、

解

痉
、

镇痛作用
。

另外林启云通过动物实验表明
,

国产

血竭能有效抑制二 甲苯所致 的鼠耳炎症
、

家兔烫伤

炎症
,

而对蛋清性关节炎无明显拮抗作用
。

国产血竭的抗炎镇痛药理作用
,

与其可改善局

部微循环
、

抑制血小板聚集和降低血液粘度等药理

机制有关
「

川
。

抗菌作用

国产血竭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

白色葡萄球菌
、

柠

檬色葡萄球菌
、

白喉杆菌等常见菌的最低抑菌浓度

为  岁
,

对大肠杆菌
、

伤寒杆菌
、

绿脓

杆菌
、

乙型链球菌
、

奈氏球菌和福氏痢疾杆菌的

值也不超过 酬
,

说明国产血竭对这些菌有较

强的抑制作用 题’。〕
。

血竭 口腔溃疡膜对于治疗复发

性 口腔溃疡 疗效显著
,

这得益于国产血竭的

抗菌活性
,

改善病区微循环
,

使局部组织恢复正常
,

增加局部血运和抗病能力
,

加速上皮组织生长
,

故能

加速溃疡愈合
, , 〕

。

改善机体免疫功能

动物实验显示
,

国产血竭能使大鼠脾重明显增

加
,

镜检可见脾脏滤泡发生中心扩大
,

髓索中浆细胞

明显增多
,

表明国产血竭有增强体液免疫作用 〔〕

降血糖
、

降血脂作用

实验表明
,

血竭能使葡萄糖
、

肾上腺素所致高血

糖大鼠的血糖水平明显下降
,

改善大鼠对葡萄糖的

耐受能力
,

而对正常大鼠的血糖水平无影响 能降低

四氧嗜陡所致糖尿病大鼠的血浆胰岛素水平
,

并有

一定的降血脂
、

改善症状体征的作用
。

抗真菌作用

血竭水浸剂 在试管内对荃色毛癣菌
、

石

膏样毛癣菌
、

徐兰氏黄癣菌等多种致病癣菌有不同

程度的抑制作用川
。

国产血竭与进 口血竭药理作用的比较

与进 口血竭相比
,

在相同剂量下
,

国产血竭对缩

短小鼠凝血时间及 家兔血浆复钙时间的作用较明

显
,

后者对缩短家兔 作用显著 尸 亡’,
。

国产血竭和进 口血竭在流变学和实验性动脉血栓方

面均可显示
“

活血化癖
”

作用
,

并且在等剂量条件下

两者作用大致相当
舒 。

国产血竭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

白色葡萄球菌
、

柠

檬色葡萄球菌
、

奈氏球菌
、

大肠杆菌
、

伤寒杆菌
、

绿脓

杆菌
、

乙型链球菌
、

白喉杆菌和福氏痢疾杆菌等常见

细菌的抑菌效果较进 口血竭为好
,

对絮状表皮癣菌
、

许兰 氏毛癣菌
、

断发毛癣菌
、

锈色小抱子菌和石膏样

毛癣菌等常见癣菌较进口血竭有较强的抑菌作用
。

国产血竭和进口 血竭对二甲苯引起的小鼠耳廓

肿胀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对琼脂溶液所致的炎症

均有显著的拮抗作用叫
。

小结

研究表明国产血竭对血液系统
、

心血管系统都

显示了较强的药理作用
,

另外还有改善机体免疫功

能
、

抗炎止痛
、

降血糖
、

降血脂
、

抗菌
、

抗真菌等多方

面的药理作用
,

有些药理作用还强于进 口血竭
,

因此

完全能替代进 口血竭用于临床
。

随着人类慢慢进人老龄化的社会
,

中
、

老年人群

的常见病与多发病的防治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

课题
。

其中
,

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
,

对人们

的健康
,

尤其是对老年人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

如

何防止脑部血栓形成
,

以及如何使已形成的脑部血

栓清除是防治脑血管病的关键和难题
。

血竭具有活

血止血的药理作用
,

既能使处于高凝状态下的血液

重新流通
,

又能使处于低凝状态下的血液在血管破

口处凝固而使出血停止
,

可见血竭在治疗血症方面

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

这对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来说

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开发前景
,

但这方面研究还不

多
,

尤其应用上还处于空白
。

由此可见
,

国产血竭药理作用的研究虽然有一

定进展
,

但缺乏系统性研究
,

特别是缺乏血竭 中单一

成分的药理学研究
。

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
,

针对问

题进行深人研究
,

从中开发研制出有效的新药
,

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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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健康造福
。

参考文献
「〕 高应斗

,

赵忠保
,

杨桂芬
,

等 血竭对血液流变学及血小板聚

集功能的影响 山西医药杂志
,

 
,

·

〔」 高应斗
,

赵忠保
,

杨桂芬
,

等 血竭抗血栓及其作用机理的研

究〔  西 医药杂志
,

仁〕 向金莲
,

程 睿
,

张路晗
,

等 血竭的活血和止血作用研究

〕华西药学杂志
,

侧叉
,

【」 黄树莲
,

陈学芬
,

陈晓军
,

等 广西血竭的活血化疲研究 〕

中药材
, ,

「〕 高应斗
,

杨桂芬
,

李伯阳
,

等 两种血竭对防止血栓形成及血

液流变学的比较〔 山西医药杂志
, ,

 

仁〕 农兴旭 广西血竭的止血作用〔〕中国中药杂志
, ,

 

 ,

 

高应斗 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活血化痕成立大会暨全国第

一次学术会议论文汇编集【〕
·

曾雪瑜
,

何 飞
,

李友娣
,

等 广西血竭的消炎止痛作用及毒

性研究 中国中药杂志
, ,

江苏新医学院编 中药大辞典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陈林芳
,

任杰红
,

陈维静
,

等 血竭的药效学研究 〕云南中

医中药杂志
, ,

熊元君
,

刘满江
,

刘 发
,

等 复方血竭止痛擦剂的抗炎止痛

与活血化疲作用〔〕中药药理与临床
, ,

巧

卜向红
,

李仲昆 血竭 口腔溃疡膜的临床应用仁 华西 「J 腔

医学杂志
,

2 ( X 刃
,

1 8 ( 2 )

:
1 1 5

.

收稿 日期
:200 2

一
09

一
20

银杏叶提取物药理学研究概况

康 辉
,

黄 矛(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新药评价中心
,

上海 2侧抖3 3)

摘要 目的
:
介绍银杏叶提取物 (ex tra ct of Gi

n
枷 Biloba

,

E G
B) 药理 学研究概况

。

方法
:以 国内外有代表性

的论文为依据
,

进行分析和综述
。

结果
:E G B 具有拮杭血小板活化因子 (plat el et ac tiv at ing fa ct or

,

P A F
)

,

杭脑

缺血缺氧
、

降血脂
、

清除 自由基
、

松驰支气管平滑肌
、

杭炎及增强神经系统活性等作用
。

结论
:EG B 对心脑血

管系统等多种疾病的药理作用 已得到证实
,

其基本成分 (银杏叶黄酮与银杏内醋 )的药理作用研究 已卓有成

效
,

并且正在深入进行 ;临床可用于治疗 多种疾病
,

效果较好
,

罕见不 良反应
。

关键词 银杏叶 ;银杏叶黄酮 ;银杏内醋 ;药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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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名公孙树(汝南圃

史)
,

白果树 (植物名实图考 )
,

鸭脚子 (本草纲目)

等
。

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广西兴安
、

湖北随州
、

江苏那

州
、

山东郑城
、

湖南安化及四川等地
。

银杏叶为银杏

科银杏属植物银杏的干燥叶
,

《本草纲目》载有
“

其

性味甘苦而涩
,

人肺
、

肾二经
,

有定喘止咳
、

止带浊
、

缩小便
”

的功效
。

银杏 叶现代药用开发始于 20 世

纪 60 年代
,

研究表明
,

E G B 对人体的药理作用表现

在心血管系统
、

脑循环
、

血液及中枢神经系统等方

面
,

临床上使用较广
。

现将 EG B 的研究概况介绍如

下
:

1 对心脑血管系统及外周循环的作用

EG B 可改善脑血管循环
,

增加血流量
,

激活脑

组织代谢
,

防止缺血缺氧及脑水肿
,

促进脑细胞功能

恢复;抑制血小板聚集
,

改善周围动脉栓塞
,

增加红

细胞携氧能力
,

减轻氧化应激所致神经元损伤
,

促进

神经功能恢 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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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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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活性有明显抑制

作用
,

能刺激儿茶酚胺释放并抑制其降解
,

同时刺激

前列环素 (PGI
:
)和 内皮舒张 因子 (E DR F) 的生成

,

增加血管平滑肌中
cG M P 含量

,

从而拮抗内皮素

(ET) 和血栓素(TX B
Z
)缩血管作用

,

扩张血管
,

增加

血流量
。

心肌缺血
一
再灌注实验〔’〕发现

,

E c
B7

61 可改

善心肌复苏功能
,

减少再灌注所致室性期外收缩次

数
,

缩短 室 性 心 动过 速 的持 续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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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 明显缩短动作 电位时程 (A PD )
,

较 高浓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