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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研究知母皂苷 B 抗抑郁的作用, 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小鼠悬尾实验、小鼠强迫游泳实

验、开野实验;阿朴吗啡致小鼠刻板行为实验;抑制单胺 (去甲肾上腺素 NE和多巴胺 DA)重摄取实验; 育亨宾毒性增强实验;

以及 5羟色胺酸 ( 5 HTP )致甩头作用等动物模型来考察知母皂苷 B 抗抑郁作用及其可能的机制。分别以小鼠不动时间、

自主活动数、刻板行为评分、死亡率作为评价指标。结果 在小鼠悬尾实验中,知母皂苷 B ( 100、150 mg /kg )能够明显缩短

小鼠的不动时间; 在小鼠强迫游泳实验中, 知母皂苷 B ( 50、100、150 mg /kg )均能够明显缩短小鼠的不动时间; 对开野实验

中小鼠的自主活动次数无明显影响。在抑制 NE和 DA重摄取实验中, 知母皂苷 B 高剂量 ( 150 m g /kg )显著增加多巴胺

( DA )致小鼠死亡作用,但对去甲肾上腺素 ( NE)重摄取抑制作用不明显。阿朴吗啡致小鼠刻板运动实验显示, 知母皂苷 B

( 100、150 m g /kg )对注射阿朴吗啡后的小鼠刻板运动有显著增强作用,差异具有显著意义 (P < 0. 05); 具有增加 5羟色胺酸

( 5 HTP)致甩头作用;知母皂苷 B 不具有增加育亨宾毒性的作用。结论 知母皂苷 B 有抗抑郁活性,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

增强脑内 5 HT、DA神经系统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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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and m echan ism s of tim osaponin B on antidepressant
LU M ing zhu1, ZHANG Zhi qiang2, Y I Jia1, CHEN W an sheng1, HOU Zhong hai3, L IT ie jun3 ( 1. Departm ent o f Pha rm acy, Chang

zheng H osp ita,l SecondM ilita ryM ed ica lUniversity, Shangha i 200031, China; 2. Departm ent o f Pharm acy, No. 321 Hospita l o f PLA,

Ba icheng 137000, Ch ina; 3. Departm ent of Pharm aco logy, School o f Pharm acy, Second M ilitary M ed ica l Un iversity, Shangha i

200433, Ch ina)

[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and m echan isms o f timo saponin B on depression. M ethods The ta il suspens ion

test( TST ) , fo rced sw imm ing test( FST ), open fie ld activity test( OFA ), APO induced synerg istic action test, inhibiting reuptake of

m onoam ine neuro transm itters and m onoam ine ox idase inh ib ito r(MAO I) test, yohim b ine induced letha lity test and 5 HTP induced head

tw itch test were carr ied out to exam ine the an tidepressant effect and m echan ism s of tim osapon in B in rats. Imm ob ility duration in

FST and TST, spontaneous activ ity frequency in OFA, the stereo typed behav iors scores in APO induced synerg istic action test, and mo r

ta lity in the other tests w ere observed. Resu lts T im osaponin B ( 100、150m g /kg) cou ld effective ly shorten the imm ob ility tim e in

TST and FST, but a ll do sages show ed no sign ifican t effec t on the spontaneous activ ity frequency in OFA. T im osapon in B ( 150 m g /

kg) s 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ra te o f death o f in jecting dopam ine, but had no obv ious e ffect on the inh ib iting reuptake of NE. T im osa

pon in B ( 100、150 m g /kg ) enhanced the apom orphine induced stereo typy rem arkab ly, w hich w ith sta tistica lly sign ifican t d ifferences

(P < 0. 05), and increased the head tw itch response evoked by 5 HTP, but had no effec t on the yohim bine tox icity. Conclusion

T im osapon in B has significant antidepressant e ffect wh ich m ay be related to the potentia tion o f bra in 5 HT ne rve system and DA

nerve system.

[ Key words] depression; tim osapon in; m echan ism

情感性精神障碍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居

前,故研制抑郁症的防治作用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目前我国还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抑

郁药物上市,我们首次发现并报道了知母皂苷 B II

具有显著的抗抑郁活性, 知母为百合科植物知母

Anemarrhena asphodeloid es Bge. 的干燥根茎, 别名蒜

辫子草、羊胡子根、地参。其适应性很强, 喜暖湿气

候, 耐寒冷,喜阳光,以肥沃疏松的沙质壤土栽培较

佳
[ 1]
。中医理论认为, 知母性寒, 味苦、甘; 入肺、

肾、胃经; 具有清热泻火, 生津润燥之功效。临床用

于外感热病、高热烦渴、肺热燥咳、骨蒸潮热、内热消

渴、肠燥便秘等
[ 2]
。抑郁症的病因复杂, 抗抑郁药

可能有多种作用靶标如受体、单胺递质浓度、G蛋

白 AC耦联等,不同的抗抑郁药可能通过不同的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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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起作用。任利翔等
[ 3]
报道知母总皂苷具有抗实

验性抑郁作用,而知母皂苷 B 是从中药知母中提

取获得的单体,我们研究发现其是知母总皂苷中抗

抑郁作用主要成分
[ 4]

(专利申请号 200810032324.

8) ,因此本课题对知母皂苷 B 抗抑郁作用及其机

制进行初步探讨,将为知母皂苷 B II的进一步研发

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对开发利用我国的药用植物资

源具有实用价值。

1 仪器与材料

1. 1 药物与试剂 知母皂苷 B (纯度 95% ,长征

医院药剂科陈万生教授提供 ) , 圣  约翰草提取物
(德国威玛舒培博士药厂, 批号 0840508) ,盐酸氟西

汀胶囊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分装, 批号

070418), 甲磺酸瑞波西汀胶囊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批号 071101 ), 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 (丹

麦灵北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 1072)。重酒石酸去甲

肾上腺素注射液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

080604), 盐酸多巴胺注射液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

司, 批号 071008 ) , 育 亨宾 ( sigma 公 司, 批号

116K1430) , 阿朴吗啡 ( sigma公司 ) , 5羟色氨酸

( sigma公司, 批号 105K2512 ), 盐酸色胺 ( sigm a公

司,批号 13018DH)。

1. 2 实验动物 ICR小鼠, 雄性, 体重 18~ 20 g,

[许可证号: SCXK (沪 ) 2007 0003, 第二军医大学实

验动物中心提供 ] , 自由觅食和饮水, 室温 ( 23 !
2) ∀ ,自然光照。所有实验动物的使用, 都得到第

二军医大学动物管理机构的同意, 符合相关的管理

准则。所有动物都得到了人性化的对待。

1. 3 实验仪器 电子天平 ( JA2003A ), 上海天平仪

器厂; 圆柱型玻璃缸, 高 20 cm、直径 14 cm (第二军

医大学教保处 ); YLS 1A多功能小鼠自主活动记录

仪 (济南益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2 方法

2. 1 小鼠悬尾实验
[ 5]
小鼠随机分为 6组,每组 10

只。试验药物 3个剂量组,分别为 50、100、150 mg /

kg,阳性药物圣 约翰草提取物组剂量为 100 mg /kg,

盐酸氟西汀胶囊组剂量为 10mg /kg。空白对照组给

予等体积纯净水。每天灌胃一次, 灌胃量 0. 2 m l/

10g,连续给药 7 d。末次给药后 1 h,将动物尾端 2 cm

部位贴在一水平支撑物上, 使动物成倒挂状态,支撑

物放置于一敞口箱内,其头部离底面约 5 cm。记录小

鼠 6m in内不动时间,各组小鼠平行操作。

2. 2 小鼠强迫游泳实验
[ 6 ]

小鼠分组及药物剂

量、给药方法同实验一。末次给药后 1 h, 将小鼠单

独放入高 20 cm、直径 14 cm的圆柱型玻璃缸中, 缸

内水深 10 cm,水温 23~ 25 ∀ 。从小鼠入水后记时

6m in,记录后 4m in内的累计不动时间,各组小鼠平

行操作。

2. 3 小鼠自主活动的观察
[ 7 ]

小鼠分组及药物剂

量、给药方法同实验一。阳性药物为吗氯贝胺片

100mg /kg。末次给药后 1 h,将动物放人 YLS 1A多

功能小鼠自主活动记录仪内, 适应 3 m in后, 测定 5

m in内的自主活动次数。

2. 4 阿朴吗啡致小鼠刻板运动实验
[ 8 ]

小鼠分组

及药物剂量、给药方法同实验一。阳性药物圣  约

翰草提取物组剂量为 100 mg /kg, 氟哌噻吨美利曲

辛组剂量为 0. 2mg /kg。末次给药 l h后 ,皮下注射

阿朴吗啡 16 mg /kg, 立即单独放入小鼠笼中, 笼底

部预先铺上揉有皱褶的纸, 皱褶向上。根据小鼠刻

板运动的评分标准
[ 9]
, 观察阿朴吗啡 1 h内动物出

现刻板运动的程度
[ 10, 11]

。无定型活动反应为 0分,

不连续地闻并伴有兴奋活动为 1分,连续地闻,头稍

有活动伴周期性兴奋活动为 2分, 连续地闻和头部

活动伴有不连续地咬、啃、舔的动作并有短暂活动期

为 3分,连续地咬、啃,无兴奋活动期,有时全身迅速

移位为 4分。

2. 5 抑制 NE重摄取作用实验 小鼠分组及药物

剂量、给药方法同实验一。阳性药为甲磺酸瑞波西

汀胶囊,剂量为 1. 6 mg /kg。末次给药后 1 h, 小鼠

皮下注射亚致死剂量 ( 3 mg /kg ) 的 NE, 观察各组

小鼠的死亡率。

2. 6 抑制 DA重摄取实验 小鼠分组及药物剂量、

给药方法同实验一。阳性药为氟哌噻吨美利曲辛

片, 剂量为 0. 2 mg /kg。末次给药后 1 h, 小鼠静脉

注射亚致死剂量 ( 100mg /kg )的 DA, 观察各组小鼠

的死亡率。

2. 7 育亨宾致小鼠死亡实验
[ 12]

小鼠分组及药物

剂量、给药方法同实验一。阳性药甲磺酸瑞波西汀

胶囊剂量为 1. 6 mg /kg。末次给药后 1 h, 各组动物

分别皮下注射育亨宾 30mg /kg,观察 0. 5、1、2、4、24

h内的死亡率。

2. 8 抑制单胺氧化酶作用的研究
[ 13]

小鼠分组及

药物剂量、给药方法同实验一。阳性药吗氯贝胺片

100 mg /kg。末次给药后 1 h尾静脉注射盐酸色胺

( 12 mg /kg), 观察注射后 5 m in内小鼠前肢是否出

现拍打动作和弓背阵挛状态, 并且根据其激烈程度

进行评分。未出现拍打动作为 0分,间断性拍打、持

续性拍打动作伴有弓背现象动作和出现痉挛现象分

别为 1~ 3分。

2. 9 5羟色胺酸诱导甩头实验
[ 14]

小鼠分组及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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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剂量、给药方法同实验一。阳性药盐酸氟西汀剂

量为 100mg /kg。末次给药后 1 h腹腔注射 150mg /

kg的 5HTP, 给药后 5m in开始, 15 m in内小鼠的甩

头次数。

2. 10 统计学处理 实验 1、2、3、7、8的结果用  x ! s

表示, 采用 SPSS13. 0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处

理,实验 4、5、6进行卡方检验。

3 结果

3. 1 对小鼠悬尾不动时间及强迫游泳不动时间的影

响 小鼠在悬尾及强迫游泳模型中出现的不动状态

反映了动物的绝望行为,可模拟人类的抑郁状态。如

表 1所示,在小鼠悬尾实验中,知母皂苷 B ( 100、150

mg /kg)能够明显缩短小鼠的不动时间;在小鼠强迫

游泳实验中,知母皂苷 B ( 50、100、150mg /kg )均能

够明显缩短小鼠的不动时间,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差

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P < 0. 05, P < 0. 01)。

表 1 知母皂苷 B 对小鼠悬尾实验和强迫

游泳实验不动时间的影响 ( n = 10,  x ! s )

组别
剂量

(m g /kg)

悬尾实验

不动时间 ( s)

强迫游泳实验

不动时间 ( s)

空白对照组 # 117. 3 ! 44. 0 145. 3 ! 31. 4

圣 约翰草提取物组 100 73. 0 ! 45. 81) 109. 7 ! 38. 01)

盐酸氟西汀胶囊组 10 61. 2 ! 32. 42) 84. 2 ! 36. 12)

知母皂苷 B 组 150 63. 3 ! 42. 41) 103. 4 ! 49. 91)

知母皂苷 B 组 100 77. 5 ! 37. 11) 112. 2 ! 28. 71)

知母皂苷 B 组 50 82. 1 ! 39. 0 117. 3 ! 27. 41)

1) P < 0. 05; 2)P < 0. 01,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3. 2 知母皂苷 B 对小鼠自主活动的影响 知母

皂苷 B 低、中、高剂量组、圣  约翰草提取物组小

鼠 5 m in内的平均自主活动次数, 与空白对照组

( 100次 )相比较, 差异均无显著性 (表 2)。提示知

母皂苷 B 不具有兴奋或抑制神经中枢的作用。

表 2 知母皂苷 B 对小鼠自主活动的影响 ( n = 10,  x ! s)

组别 剂量 ( mg /kg) 自主活动次数

空白对照组 # 100. 0 ! 3. 16

圣 约翰草提取物组 100 74. 3 ! 45. 56

知母皂苷 B 组 150 105. 3 ! 25. 89

知母皂苷 B 组 100 88. 2 ! 28. 71

知母皂苷 B 组 50 112. 6 ! 46. 61

3. 3 对阿朴吗啡致小鼠刻板运动的影响 阿朴吗

啡 ( APO)是一种非选择性多巴胺受体激动剂, 阳性

药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可抑制 DA的重摄取,提高

中枢内 DA的浓度, 可协同阿朴吗啡致小鼠刻板运

动的程度。知母皂苷 B 对注射阿朴吗啡后的小

鼠刻板运动有显著增强作用,其中高、中剂量组与空

白对照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意义 (P < 0. 05) (表 3)。

提示其作用可能与增强脑内多巴胺的作用有关。

表 3 知母皂苷 B 对阿朴吗啡致刻板

运动的影响 ( n = 10,  x ! s)

组别 剂量 ( mg /kg) 刻板评分 增加率 (% )

空白对照组 # 2. 10 ! 1. 00 #

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组 0. 2 3. 45 ! 0. 442) 64

圣 约翰草提取物组 100 2. 95 ! 0. 601) 40

知母皂苷 B 组 150 3. 00 ! 0. 671) 43

知母皂苷 B 组 100 2. 90 ! 0. 571) 38

知母皂苷 B 组 50 2. 50 ! 0. 97 19

1) P < 0. 05; 2)P < 0. 01,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3. 4 抑制 NE重摄取试验 阳性药甲磺酸瑞波西汀

是选择性 NE再摄取抑制剂,可提高中枢内 NE的浓

度,因此明显增加小鼠皮下注射亚致死剂量 NE后的

小鼠死亡数,死亡率达 80%;而知母皂苷 B 3个剂

量组均未明显增加皮下注射亚致死剂量 NE的小鼠

死亡,表示其不抑制 NE的重摄取。结果见表 4。

表 4 知母皂苷 B 对 NE重摄取作用的影响

组别 剂量 ( mg /kg) 死亡数 死亡率 (% )

空白对照组 # 1 10

甲磺酸瑞波西汀 1. 6 8 801)

知母皂苷 B 组 150 1 10

知母皂苷 B 组 100 1 10

知母皂苷 B 组 50 0 0

1) P < 0. 05,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3. 5 抑制 DA重摄取试验 阳性药氟哌噻吨美利

曲辛片可抑制 DA的重摄取, 提高中枢内 DA的浓

度, 因此明显增加小鼠静脉注射亚致死量 DA后的

小鼠死亡数,死亡率达 60% ; 知母皂苷 B 高、中、

低 3个剂量组均明显增加静脉注射亚致死剂量 DA

的小鼠死亡率, 提示其作用与增强 DA能神经功能

有关,结果见表 5。

表 5 知母皂苷 B 对 DA致小鼠死亡的影响

组别 剂量 ( mg /kg) 死亡数 死亡率 (% )

空白对照组 # 1 10

甲磺酸瑞波西汀 0. 2 6 601)

知母皂苷 B 组 150 6 601)

知母皂苷 B 组 100 4 40

知母皂苷 B 组 50 3 30

1) P < 0. 05,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3. 6 育亨宾致小鼠死亡实验 给予育亨宾后, 30

m in内知母皂苷 B 高剂量组和甲磺酸瑞波西汀组

各死亡 1只, 1 h内药物高、中、低组及空白组各死亡

1只,甲磺酸瑞波西汀组死亡 3只,其他小鼠 24 h内

甲磺酸瑞波西汀组又死亡 4只。结果表明在 50 ~

150 mg /kg剂量范围内不增强亨宾毒性作用, 提示

可能知母皂苷 B 的抗抑郁活性与 NE能神经功能

无关。结果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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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知母皂苷 B 对育亨宾致死作用的影响

组别 剂量 (m g/kg) 死亡数 死亡率 (% )

空白对照组 # 1 10

甲磺酸瑞波西汀组 1. 6 8 801)

知母皂苷 B 组 150 2 20

知母皂苷 B 组 100 1 10

知母皂苷 B 组 50 1 10

1) P < 0. 05,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3. 7 抑制单胺氧化酶作用实验 知母皂苷 B 对

小鼠在注射盐酸色胺后均引起的的拍打、弓背、阵挛

程度有增强作用,中、低剂量组和阳性对照玛氯贝胺

片组的评分与对照组比较显著增加 ( P < 0. 05) ,提

示知母皂苷 B 很可能是抑制单胺氧化酶活性,引

起盐酸色胺堆积, 加重了大鼠癫痫样发作程度。结

果见表 7。

表 7 知母皂苷 B 对盐酸色胺

致癫痫样作用的影响 ( n= 10,  x ! s )

组别 剂量 ( mg /kg) 评分

空白对照组 # 0

吗氯贝胺组 100 1. 9 ! 0. 321)

圣 约翰草提取物组 100 1. 4 ! 0. 511)

知母皂苷 B 组 150 0. 8 ! 0. 421)

知母皂苷 B 组 100 0. 6 ! 0. 521)

知母皂苷 B 组 50 0. 1 ! 0. 32

1) P < 0. 05,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3. 8 5羟色胺酸诱导甩头实验 阳性药盐酸氟西

汀能高度选择性抑制突触前膜对 5HTP的再摄取,

提高中枢内 5HTP的浓度, 因此明显增加 5HTP诱

导小鼠诱导甩头行为。知母皂苷 B 明显增强 5

HTP诱导小鼠诱导甩头行为, 其高、中剂量组与空

白对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显著意义,提示其作用可

能与抑制 5HTP重摄取有关。结果见表 8。

表 8 知母皂苷 B 对 5 HTP诱导

小鼠甩头的影响 ( n= 10,  x ! s )

组别
剂量

(m g /kg)
甩头次数

增加率

(% )

空白对照组 # 7. 3 ! 3. 43 #

盐酸氟西汀组 10 21. 7 ! 7. 042) 329

知母皂苷 B 组 150 15. 9 ! 6. 76 2) 241

知母皂苷 B 组 100 13. 7 ! 4. 42 1) 208

知母皂苷 B 组 50 9. 2 ! 3. 29 153

1) P < 0. 05; 2)P < 0. 01,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4 结论

知母皂苷 B 具有抗抑郁活性, 其作用机制可

能与增强脑内 5HT、DA神经系统作用以及抑制单

胺氧化酶有关。

5 讨论

抑郁症 ( depression )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抑

郁为主要症状的一组心境障碍 ( mood disorders)或

情感性障碍 ( affective disorders) ,是一种以抑郁心境

自我体验为中心的临床症状群或状态。目前的抗抑

郁药普遍存在有效率低, 不良反应较多的问题。从

天然产物中寻找更为安全有效的抗抑郁药已成为人

们研究的一个重点。

小鼠悬尾试验和强迫游泳试验会提供一个不可

回避的压迫环境, 小鼠在这两种状态下很快会出现

绝望行为,表现为不再挣扎, 呈现特有的安静不动状

态,可模拟人类的抑郁状态。抗抑郁药能明显缩短

不动状态的持续时间,此模型对抗抑郁药有很好的

预测作用,可用于该类药物的初筛。本实验中,知母

皂苷 B 能显著缩短悬尾不动时间和强迫游泳不

动时间,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P < 0. 05, P < 0. 01) , 具有一定的剂量依赖关系。

且其不影响小鼠的自主活动, 对其中枢神经系统不

具有抑制或兴奋作用, 说明知母皂苷 B II具有抗抑

郁作用。

抑郁症的病因复杂,单胺类神经递质与抑郁症的

关系十分密切,其生物学基础是 DA和 /或 5HTP和 /

或 NE的利用缺陷。许多抗抑郁药通过影响单胺递

质的重摄取或代谢过程来发挥抗抑郁作用。 ∃ 在小

鼠的阿朴吗啡致刻板实验中,阿朴吗啡 ( apomorphine,

APO)是一种非选择性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可引起小

鼠的刻板运动,阳性药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可抑制

DA的重摄取,提高中枢内 DA的浓度,可协同阿朴吗

啡致小鼠刻板运动的程度;并且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

能明显增加小鼠静脉注射亚致死量 DA后的小鼠死

亡数,死亡率达 60%。知母皂苷 B 对注射阿朴吗啡

后的小鼠刻板运动有显著增强作用,并且明显增加静

脉注射亚致死剂量 DA的小鼠死亡率,均提示知母皂

苷 B 的抗抑郁作用可能与增强脑内 DA的作用有

关。%在抑制 NE重摄取试验中,阳性药甲磺酸瑞波

西汀是选择性 NE再摄取抑制剂,可提高中枢内 NE

的浓度,因此明显增加小鼠皮下注射亚致死剂量 NE

后的小鼠死亡数,死亡率达 80%;育亨宾能选择性地

阻断突触前的 2受体, 促进 NE的释放, 致小鼠死

亡;阳性药甲磺酸瑞波西汀显著增加育亨宾致小鼠死

亡率。知母皂苷 B 3个剂量组均未明显增加皮下

注射亚致死剂量 NE的小鼠死亡,不增强亨宾毒性作

用,均提示知母皂苷 B 的抗抑郁活性不是通过增加

NE神经功能实现的。&在 5羟色胺酸诱导甩头实验

中,阳性药盐酸氟西汀能高度选择性抑制突触前膜对

5HT的再摄取,提高中枢内 5HT的浓度, 因此明显

增加 5HTP诱导小鼠诱导甩头行为。知母皂苷 B

明显增强 5HTP诱导小鼠诱导甩头行为, 其高、中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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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组与空白对照比较, 差异均具有显著意义,提示其

具有增加 5HT浓度的作用。∋在抑制单胺氧化酶实

验中, 知母皂苷 B II对小鼠在注射盐酸色胺后均引

起的的拍打、弓背、阵挛程度有增强作用, 中、低剂量

组和阳性对照玛氯贝胺片组的评分与对照组比较显

著增加 (P < 0. 05),提示知母皂苷 B 很可能是抑制

单胺氧化酶活性,引起盐酸色胺堆积,加重了大鼠癫

痫样发作程度。说明知母皂苷 B 具有抑制单胺氧

化酶从而提高脑内 DA及 5HT含量的作用。

知母皂苷 B 有抗抑郁活性, 其作用机制可能

与增强脑内 5HT、DA神经系统作用以及抑制单胺

氧化酶有关,其对脑内神经递质含量的影响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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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受体作用剂 ( benzod iazep ine receptor affecting a

gent)、阻滞剂 ( b lock ing agent)、大麻受体作用剂

( cannabino id receptor affecting agent)、趋化因子受体

作用剂 ( chemok ine receptor a ffect ing agent)、胆碱能

受体作用剂 ( cho linerg ic receptor affecting agent)、连

续红细胞生成受体激活剂 ( continuous erythropo iesis

receptor act ivator)、细胞因子受体作用剂 ( cy tok ine

receptor affecting agent)、多巴胺受体作用剂 ( dopa

m ine receptor affecting agen t)、内皮素受体作用剂

( endothelin receptor affecting agen t)、纤维蛋白原受

体作用剂 ( fibrinogen receptor affecting agent)、gama

-氨基丁酸受体作用剂 ( GABA erg ic receptor a ffect

ing agent)、组胺能受体作用剂 ( histam inerg ic receptor

affecting agent)、激素受体作用剂 ( hormone receptor

affecting agent)等等。这个类目所包含的是目前生

物医药学研究领域的热点、前沿性内容,这种分类很

巧妙, 确实体现了这类问题的共同本质。

EMBase还有一个类目是将具有多种用途的药

物和制剂归集在一起, 完全是考虑到用户的使用习

惯,也是其它数据库所不具备的。如类目 24: m is

ce llaneous drugs and agents (多用途药物和制剂 ),该

类目项下包括:解热剂 ( antipyret ic agent)、平衡盐溶

液 ( ba lanced sa lt solution)、透析液 ( dialysis flu id)、哈

特曼溶液 (电解质补液 ) (H artmann so lu tion)、顺势

疗法剂 ( homeopath ic agen t)、高渗溶液 ( hypertonic

so lut ion)、低渗溶液 ( hypoton ic so lut ion )、输液剂 ( in

fusion fluid)、等渗溶液 ( isoton ic so lution)、腹膜透析

液 ( peritoneal dia lysis f lu id)、磷酸盐粘和剂 ( phos

phate b ind ing agent)、磷酸盐缓冲生理盐水 ( phos

phate buffered sa line )、安慰剂 ( p lacebo )、保存液

( preservat ion solution)、保护剂 (抗氧化剂 ) ( pro tec

tive agent)、林格氏醋酸盐 ( R inger acetate)、林格氏

乳酸盐溶液 ( R inger lactate so lu tion )、司维拉姆

( sevelamer)、组织培养基 (液 ) ( tissue cu lture m edi

um )、碳酸钙和糖精钠咀嚼片抗酸药 ( titralac)、挥发

性毒剂 ( vo latile agent)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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