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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青葙总皂苷（CES）对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方法 　建立小鼠急性肝损伤 、大鼠慢性肝损伤以及小鼠免

疫性肝损伤模型 ，并对实验动物肝功能 、肝脂质过氧化指标以及病理组织进行检测和观察 。结果 　 CES各剂量组可不同程度
地降低血清 ALT 、AST ；能显著性降低肝组织匀浆中 MDA 的含量 ，同时还可以提高 SOD活性 ，并呈一定的剂量依赖关系 ；病

理组织学观察显示 ，给药组动物肝细胞受损程度明显减轻 。结论 　 CES对 CCl４所致小鼠急性肝损伤 、大鼠慢性肝损伤以及刀

豆蛋白 A所致免疫性肝损伤均有保护作用 ，其保肝作用可能与其抗氧化作用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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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otal celosins on liver protection in different liver damag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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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School of Pharmacy ，Fujian University of T 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３５０１２２ ，China ； ２ ．Department of Pharmacognosy ， School of Pharmacy ，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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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liver protection of total celosins （CES） in different liver damage models ．Method 　 A唱
cute liver damage mouse model ，chronic liver damage rat model and immune liver damage mouse model were established for this
study ．Liver function tests ，liver lipid peroxidation indicators and liver pathology were observed ．Results 　 CES of each dose
group can lower serum ALT and AST in different degree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content of MDA in liver homogenate ，

while can increase SOD activity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showed that animals administered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degree of
liver cell damage ．Conclusion 　 CES have protective effects on acute liver damage induced by CCl ４ ，chronic liver damage induced by
CCl４ and immunological liver damage induced by concanavalin A ．Its hepatoprotective effect may be related to its antioxidant effects ．

　 　 ［Key words］ 　 Celosiae Semen ；total celosins （CES） ；liver damage ；hepatoprotection

　 　青葙子（Celosiae Semen）为苋科 Amaranthace唱
ae植物青葙 Celosia argentea L ．的干燥成熟种子 ，

生长于平原 、田边 、丘陵 、山坡 ，分布几遍全国［１］
。青

葙子味苦 ，性微寒 ，有清肝泻火 ，明目退翳之功效 ，常

用于肝热目赤 ，目生翳膜 ，视物昏花等症［２］
。现代药

理学研究表明 ，青葙子具有保护肝细胞［３唱５］
、抗肿

瘤［６ ，７］
、降血糖［８ ，９］等作用 ，同时其水提液可增强晶

状体的抗氧化能力 、防护晶状体上皮细胞的凋亡

等［１０ ，１１］
。本课题组近年来对青葙子进行了系统的

化学成分研究 ，从中分离并鉴定了一系列新的三萜

皂苷类化合物 ：celosin A ，B［１２ ，１３］
，celosin C ，D［１４］

，

celosin E唱G［７］
，celosin Ⅰ ，Ⅱ

［１５］
。其中 ，celosin Ⅰ ，Ⅱ

是青葙子的主要皂苷类化合物［１６］
。在此基础上 ，本

实验通过建立 CCl４诱导的小鼠急性肝损伤 、大鼠慢

性肝损伤模型以及刀豆蛋白 A（Con A）诱导的免疫

性肝损伤模型 ，着重对青葙总皂苷（celosin Ⅰ & Ⅱ ）

保肝的药效进行研究 。

1 　材料

1 ．1 　药物与试剂 　实验所用青葙总皂苷（celosins ，

CES）为自提 ，经高效液相色谱唱蒸发光散色检测器

（HPLC唱ELSD）检测 ，其中的 celosin Ⅰ 和 celosin Ⅱ

的含量之和为 ７８ ．３％ 。联苯双酯滴丸（浙江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 ，CCl４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 ，橄榄油（西班牙墨尔橄榄油公司） ，天冬

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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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 ） 、碱性磷酸酶 （ALP ） 、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丙二醛（MDA） 、过氧化氢酶（CAT ） 、总蛋白
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公司研究所） ，Con A （Sigma
公司） 。

1 ．2 　 实验动物 　 ４ ～ ６ 周龄雄性 ICR 小鼠 ，体重

（１８ ± ２） g ；４ ～ ６周龄雄性 Wistar 大鼠 ，体重（１５０ ±

１０） g 。实验动物由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责任有限公
司提供 ，饲养于清洁级动物房 ，自由进食与饮水 ，温

度 ：（２５ ± ２） ℃ ，湿度 ：４０％ ～ ６０％ ，人工照明模拟昼

夜变化 。本实验方案遵守动物保护 、动物福利和伦

理原则及相关规定 。

2 　方法

2 ．1 　分组与处理
2 ．1 ．1 　 急性肝损伤模型 　 雄性 ICR 小鼠
６０ 只 ，适应性喂养 ３ d 后按体重随机分为 ６ 组 ：

正常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联苯双酯 （阳性对

照 ） 组 （７５ ．０ mg／kg） 、CES 低 （６ ．０ mg／kg） 、中
（２５ ．０ mg／kg） 、高 （１００畅０ mg／kg）剂量组 。 动物分

组后 ，经口灌胃 ，每组分别给予相应受试物 ，正常对

照组 、模型对照组给与等体积的 ０ ．５％ 西黄蓍胶水

溶液 。每天给药１次 ，持续 ７ d 。末次给药 １ h 后 ，

除正常对照组外 ，其余各组按 １０ ml／kg 腹腔注射
０ ．１０％ CCl４橄榄油溶液 ，正常对照组注射等量的橄

榄油 ，１８ h后摘眼球取血 。

2 ．1 ．2 　 大鼠慢性肝损伤模型 　 雄性 Wistar 大鼠
６０只 ，适应性喂养 ３ d后按体重随机分为 ６组 ：正常

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联苯双酯组 （４５ ．０ mg／kg ） 、
CES 低 （５ ．０ mg／kg ） 、中 （２０畅０ mg ／kg ） 、高

（８０畅０ mg／kg）剂量组 。动物分组后 ，按 ３ ml／kg 分
别对造模各组腹腔注射 ４０％ CCl４橄榄油溶液 ，正常

对照组则注射等量的橄榄油 。每周 ２次 ，持续 ７周 。

造模同时 ，经口灌胃 ，每组分别给予相应受试药物 ，

正常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给予等体积 ０ ．５％ 西黄蓍

胶水溶液 。每天 １ 次 ，持续 ７ 周 。 末次给药 ２４ h
后 ，１０％ 水合氯醛麻醉大鼠 ，腹主动脉取血 。

2 ．1 ．3 　 小鼠免疫性肝损伤模型 　 雄性 ICR 小鼠
６０只 ，适应性喂养 ３ d后按体重随机分为 ６组 ：正常

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联苯双酯组 （７５ ．０ mg／kg ） 、
CES 低 （１２ ．５ mg ／kg ） 、中 （２５ ．０ mg／kg ） 、高
（５０畅０ mg／kg）剂量组 。动物分组后 ，经口灌胃 ，每

组分别给予相应受试物 ，正常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给

予等体积 ０ ．５％ 西黄蓍胶水溶液 。每天给药 １ 次 ，

连续给药 １１ d 。末次给药前称重 ，末次给药 ２ h后 ，

除正常组外 ，其余各组动物均静脉注射 Con A

（２０ mg／kg） 。给药后 ，动物禁食不禁水 。注射 １６ h
后 ，摘眼球取血 。

2 ．2 　检测指标与方法
2 ．2 ．1 　 血液生化指标检测 　 血样静置 ２ h 后 ，

１ ５００ r／min离心 １０ min ，取上清液 ，根据相关试剂

盒要求检测各项指标含量或活性 。

2 ．2 ．2 　肝脏组织相关指标检测 　 取肝脏组织准确

称量 ，生理盐水匀浆 ，制成质量分数 １０％ 的肝脏组

织匀浆液 ，３ ０００ r／min 离心 ，取上清液 ，按照试剂盒

要求进行检测 。

2 ．2 ．3 　脏器系数 　将动物处死后 ，摘取肝脏 、脾脏 、

胸腺 ，分别称质量 ，并计算脏器系数 。

　 　脏器系数（％ ）＝
脏器质量（g）
动物体质量（g） × １００％

2 ．2 ．4 　肝脏病理切片观察 　 取动物肝脏组织置于

福尔马林中固定 ，石蜡包埋 ，切片 ，苏木精唱伊红染

色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肝脏组织形态学变化 。

2 ．3 　统计学分析 　实验结果经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

料用均数 ±标准差（珚x ± s）表示 ，两组间均数比较采

用 ANOVA ，Dunnett唱t test 。
3 　结果

3 ．1 　 CES对 CCl４引起的急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3 ．1 ．1 　 CES 对急性肝损伤小鼠血清 ALT 、AST 、

ALP活性的影响 　由表 １可知 ，在 CCl４急性肝损伤
模型中 ，小鼠血液中 ALT 、AST 活性显著升高（P ＜

０畅０１） ，给药后 CES 能显著降低血液中 ALT 、AST
的活性（P＜ ０畅０５或 P＜ ０畅０１） 。 CES对 ALT 、AST
的降低呈一定的量效关系 ，且高剂量组中二者的活

性水平与阳性药物组相近 。

3 ．1 ．2 　 CES 对急性肝损伤小鼠肝脏抗氧化能力的
影响 　由表 ２可知 ，CCl４引起的肝损伤致使肝脏组
织中 MDA 含量显著升高 （P ＜ ０畅０１ ） ，同时降低

SOD（P＜ ０畅０１）与 CAT （P ＜ ０畅０５）活性 。给药后 ，

CES 各剂量组均能显著降低急性肝损伤肝组织中
MDA 的含量 （ P ＜ ０畅０１ ） ，同时显著提高 SOD 和
CAT 的活性（P＜ ０畅０５或 P＜ ０畅０１） 。

3 ．1 ．3 　肝脏组织切片观察 　 肝脏组织切片结果显

示（图 １） ，正常对照组的肝小叶结构清晰 ，肝细胞排

列整齐 ，无肿胀 、萎缩等改变 ，亦未见有明显的变性 、

坏死及炎症等病理改变 ；模型对照组的肝细胞结构

已完全破坏 ，肝索排列紊乱 ，肝细胞轮廓消失 ，有弥

漫性改变和气球样变细胞 。其他各组肝细胞变性 、

坏死 、炎症反应等病理改变则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其

中 CES高剂量组肝细胞变性 、坏死 、炎症反应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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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小鼠急性肝损伤血液生化指标（珚x ± s）

组别 动物数量 给药剂量（mg ／kg ） ALT （U ／L） AST （U ／L） ALP（U ／L）
正常对照组 １０ 帋０  ３１ 櫃．６ ± ５ ．５ １０４  ．０ ± １１ ．２ １８７ ゥ．２ ± ３２ ．２

模型对照组 ８ 帋０  ６１５ 櫃．６ ± ２４６ ．８ 倡 倡 ５６３  ．２ ± ４２２ ．７ 倡 倡 １４２ ゥ．６ ± １９ ．３ 倡 倡

联苯双酯组 １０ 帋７５  ．０ ２４０ ＃櫃畅 ０ ± １９８ ．６ ＃ ＃ ２０４  ．０ ± ８８ ．０ ＃ １４４ ゥ．０ ± ２９ ．２

低剂量组 　 １０ 帋６  ．０ ４８８ 櫃．０ ± １９４ ．２ ２９２  ．０ ± ９９ ．５ １６５ ゥ．３ ± ２９ ．５

中剂量组 　 １０ 帋２５  ．０ ３７１ 櫃．２ ± ２１６ ．８ ＃ ２５２  ．６ ± ８２ ．３ ＃ １５９ ゥ．８ ± ３１ ．１

高剂量组 　 １０ 帋１００   畅 ０ ２６１ 櫃．０ ± ９５ ．６ ＃ ＃ ２０３  ．６ ± ５５ ．６ ＃ ＃ １５３ ゥ．０ ± ２０ ．５

　 　 倡 倡 P＜ ０畅 ０１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P ＜ ０畅 ０５ ，＃ ＃ P ＜ ０畅 ０１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表 2 　小鼠急性肝损伤肝脏匀浆指标（珚x ± s）

组别 动物数量 给药剂量（mg ／kg ） MDA（nmol／mgprot） SOD（U ／mgprot） CAT （U ／mgprot）
正常对照组 １０ 帋０  ３８ 厖．９ ± １６ ．１ ３０８  ．６ ± ４９ ．４ ８６ 憫．１ ± ３４ ．７

模型对照组 ８ 帋０  ８２ 厖．４ ± １７ ．３ 倡 倡 １１６  ．１ ± １６ ．０ 倡 倡 ４８ 憫．９ ± １７ ．２ 倡

联苯双酯组 １０ 帋７５  ．０ ６３ 厖．０ ± １３ ．５ ＃ ３１７  ．３ ± １０７ ．１ ＃ ＃ １１０ 憫．５ ± ５１ ．８ ＃ ＃

低剂量组 １０ 帋６  ．０ ３９ 厖．８ ± １９ ．１ ＃ ＃ ２６５  ．２ ± ２３ ．６ ＃ ＃ ８０ 憫．１ ± ２６ ．１ ＃

中剂量组 １０ 帋２５  ．０ ４９ 厖．０ ± １８ ．１ ＃ ＃ ２３７  ．４ ± ４３ ．４ ＃ ＃ ８４ 憫．１ ± ２７ ．３ ＃ ＃

高剂量组 １０ 帋１００   畅 ０ ４７ 厖．５ ± １８ ．４ ＃ ＃ ３１４  ．５ ± ３２ ．５ ＃ ＃ ９３ 憫．９ ± ３６ ．０ ＃ ＃

　 　 倡 P ＜ ０畅 ０５ ，倡 倡 P ＜ ０畅 ０１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P＜ ０畅 ０５ ，＃ ＃ P ＜ ０畅 ０１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图 1 　 CCl4诱导小鼠急性肝损伤肝脏组织切片（× 400）
A ．正常对照组 ；B ．模型对照组 ；C ．联苯双酯组 ；D ．CES 低剂量组 ；E ．CES 中剂量组 ；F ．CES 高剂量组

减轻 ，肝细胞排列较规则 。

3 ．2 　 CES对 CCl４引起的慢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3 ．2 ．1 　 CES 对慢性肝损伤大鼠血清 ALT 、AST 、

ALP活性及 A／G 的影响 　在 CCl４慢性肝损伤模型
中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大鼠血液中 ALT 、AST 和
ALP活性升高极显著（P ＜ ０畅０１） ，见表 ３ 。在大鼠

肝功能相关指标中 ，CES中 、高剂量组的 ALT 、AST
活性显著低于模型组（P＜ ０畅０５） ；高剂量组 ALP活
性亦显著降低（P＜ ０畅０５） 。

　 　如表 ３ ，在 CCl４导致的大鼠慢性肝损伤模型中 ，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模型对照组大鼠血液中白蛋白／

球蛋白（A ／G）明显降低 。给药后 ，各组 A ／G比值均

有所升高 ，其中 CES 高剂量组有统计学意义（P ＜

０畅０５） 。

3 ．2 ．2 　 CES 对慢性肝损伤大鼠肝脏系数的影响 　

如表 ４ ，模型对照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肝脏系数显

著升高（P＜ ０畅０１）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 ，CES 给药组
与联苯双酯组肝脏系数均无显著变化 。

3 ．2 ．3 　 CES 对慢性肝损伤大鼠肝脏抗氧化能力的
影响 　 如表 ４ ，在 CCl４所致大鼠慢性肝损伤中 ，与

正常对照组比较 ，模型对照组 MDA 含量显著升高
（P＜ ０畅０１） ，SOD活性显著降低（P ＜ ０畅０１） ，提示造

模成功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 ，给药后 CES 各给药组
MDA 含量显著降低 （P＜ ０畅０５） ，同时 SOD活性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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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鼠慢性肝损伤血液生化指标（珚x ± s）

组别 动物数量
给药剂量
（mg ／kg）

ALT
（U ／L）

AST
（U ／L）

ALP
（U ／L） A ／G

正常对照组 １０ ⅱ０ y３７ ＃．３ ± ８ ．５ １１９ ．１ ± １５ ．２ ８５ q．１ ± ８ ．７ １ |．３４ ± ０ ．１４

模型对照组 ８ ⅱ０ y１ ０２４ ＃．４ ± ６８８ ．８ 倡 倡 １ ４４２ ．９ ± １ １４０ ．２ 倡 倡 ２０５ q．９ ± ８５ ．８ 倡 倡 １ |．００ ± ０ ．０５ 倡 倡

联苯双酯组 ９ ⅱ４５ y．０ ３８６ ＃．８ ± ３０１ ．４ ＃ ＃ ７１５ ．６ ± ４６３ ．６ １８０ q．６ ± ７４ ．３ １ |．０２ ± ０ ．１４

低剂量组 　 ８ ⅱ５ y．０ ６０８ ＃．４ ± ５６０ ．６ ７４２ ．３ ± ７５１ ．５ １４０ q．６ ± ５９ ．５ １ |．０６ ± ０ ．０９

中剂量组 　 ７ ⅱ２０ y．０ ３９１ ＃．３ ± ２１５ ．４ ＃ ４９４ ．０ ± ２５１ ．１ ＃ １３５ q．９ ± ５０ ．０ １ |．０７ ± ０ ．１１

高剂量组 　 ９ ⅱ８０ y．０ ３８９ ＃．９ ± ３５２ ．６ ＃ ４９１ ．１ ± ３２１ ．７ ＃ １２２ q．７ ± ４４ ．６ ＃ １ |．１０ ± ０ ．１０ ＃

　 　 倡 倡 P＜ ０ ．０１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P ＜ ０ ．０５ ，＃ ＃ P ＜ ０ ．０１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表 4 　大鼠慢性肝损伤肝脏系数及肝脏匀浆指标（珚x ± s）

组别 动物数量
给药剂量
（mg ／kg）

肝脏系数
（％ ）

MDA
（nmol／mgprot）

SOD
（U ／mgprot）

GPX
（nmol／mgprot）

正常对照组 １０ ⅱ０ y２ 帋．８ ± ０ ．１ １９ ．１ ± ２ ．１ １７２ ]．２ ± ３６ ．７ ３４１ 汉．２ ± ２１ ．６

模型对照组 ８ ⅱ０ y５ 帋．１ ± ０ ．５ 倡 倡 ４０ ．２ ± １８ ．７ 倡 倡 １３５ ]．４ ± ５ ．９ 倡 倡 ３３２ 汉．６ ± ５９ ．２

联苯双酯组 ９ ⅱ４５ y．０ ５ 帋．４ ± ０ ．３ ２９ ．０ ± ７ ．３ １８４ ]．４ ± １９ ．４ ＃ ＃ ３５６ 汉．６ ± ５７ ．０

低剂量组 　 ８ ⅱ５ y．０ ５ 帋．２ ± ０ ．４ ２４ ．６ ± ６ ．９ ＃ １７３ ]．０ ± ８ ．９ ＃ ＃ ２９３ 汉．２ ± ４８ ．４

中剂量组 　 ７ ⅱ２０ 儍y畅 ０ ４ 帋．９ ± ０ ．７ ２３ ．５ ± ３ ．７ ＃ １８１ ]．９ ± １９ ．０ ＃ ＃ ３２２ 汉．１ ± ３３ ．８

高剂量组 　 ９ ⅱ８０ 儍y畅 ０ ４ 帋．９ ± ０ ．７ ２４ ．１ ± ８ ．５ ＃ １７８ ]．４ ± ２０ ．９ ＃ ＃ ３５７ 汉．２ ± ５２ ．９

　 　 倡 倡 P＜ ０畅 ０１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P ＜ ０畅 ０５ ，＃ ＃ P ＜ ０畅 ０１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图 2 　 CCl4诱导大鼠慢性肝损伤肝组织切片（× 400）
A ．正常对照组 ；B ．模型对照组 ；C ．联苯双酯组 ；D ．CES 低剂量组 ；E ．CES 中剂量组 ；F ．CES 高剂量组

著升高 （P＜ ０畅０１） 。

3 ．2 ．4 　肝脏组织病理切片观察 　图 ２所示为大鼠

肝脏病理切片 。正常对照组中大鼠肝细胞完整 ，排

列整齐 ，无明显的变性 、坏死及炎症等病理改变 ；模

型对照组中大鼠肝小叶正常结构被破坏 ，肝细胞变

性 、坏死明显 ，表现为脂肪变性 、气球样变性 、细胞

水肿以及点状坏死 。联苯双酯组和 CES 低剂量组
肝细胞脂肪变性和点状坏死减少 ；CES 中 、高剂量

组的肝细胞排列整齐 ，较模型对照组有显著的改善 ，

且改善效果较低剂量组明显 。

3 ．3 　 CES 对 Con A 引起的小鼠免疫性肝损伤的保

护作用

3 ．3 ．1 　 CES 对免疫性肝损伤小鼠脏器系数的影响
　如表 ５ 所示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CES 各剂量组
给药及联苯双酯组给药对免疫性肝损伤小鼠的肝

脏 、脾脏及胸腺脏器系数均没有显著的影响 （P ＞

０畅０５） 。

3 ．3 ．2 　 CES对免疫性肝损伤小鼠血清 ALT 、AST 、

ALP活性及 A ／G 的影响 　 如表 ６ 所示 ，与正常对

照组比较 ，模型对照组 ALT 及 AST 升高显著（P ＜

０畅０１） ，提示造模成功 。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CES
２５ 、５０ mg／kg 可以显著降低免疫性肝损伤小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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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免疫性肝损伤小鼠脏器系数（珚x ± s）

组别
动物
数量

给药
剂量

（mg ／kg）
脏器系数（％ ）

肝脏 脾脏 胸腺

正常对照组 １０ "０ U６ 7．８ ± ０ ．９ ０ 蜒．５ ± ０ ．１ ０ k．３ ± ０ ．１

模型对照组 ６ "０ U５ 7．８ ± ０ ．３ 倡 ０ 蜒．５ ± ０ ．１ ０ k．２ ± ０ ．１ 倡

联苯双酯组 ７ "７５ U．０ ６ 7．０ ± ０ ．５ ０ 蜒．５ ± ０ ．１ ０ k．２ ± ０ ．１

低剂量组 ６ "１２ U．５ ６ 7．１ ± ０ ．２ ０ 蜒．５ ± ０ ．１ ０ k．２ ± ０ ．１

中剂量组 ７ "２５ U．０ ６ 7．１ ± ０ ．６ ０ 蜒．５ ± ０ ．１ ０ k．３ ± ０ ．１

高剂量组 ８ "５０ _U畅 ０ ６ 7．１ ± ０ ．４ ０ 蜒．６ ± ０ ．１ ０ k．３ ± ０ ．１

　 　 倡 P ＜ ０畅 ０５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ALT 及 AST 活性（P ＜ ０畅０５） ；联苯双酯可以显著

降低小鼠 ALT 及 AST 活性 （P ＜ ０畅０５） 。 各组间

ALP活性和 A ／G差异均不显著 。

4 　讨论

　 　肝损伤是由多种介质参与的复杂病理过程 ，但

临床上检测主要以 ALT 和 AST 为主要生化参考
指标［１７ ，１８］

。本实验通过 ２ 种动物 ３ 个模型对 CES
的保肝作用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在 ３个肝损伤模型

表 6 　免疫性肝损伤小鼠血液生化指标（珚x ± s）

组别 动物数量
给药剂量
（mg ／kg）

ALT
（U ／L）

AST
（U ／L）

ALP
（U ／L） A ／G

正常对照组 １０ ⅱ０ y１３４ ＃．９ ± ２８ ．９ ２１４ ．５ ± ６８ ．４ ２３２ ]．５ ± ４２ ．２ ０ |．５１ ± ０ ．０３

模型对照组 ６ ⅱ０ y１ ４１８ ＃．３ ± １ ０１７ ．５ 倡 倡 ２ ０１９ ．７ ± １ ４５７ ．９ 倡 倡 １８０ ]．２ ± １４２ ．０ ０ |．５０ ± ０ ．００

联苯双酯组 ７ ⅱ７５ y．０ ４２５ ＃．７ ± ４５２ ．１ ＃ ５４２ ．６ ± ５０５ ．１ ＃ １６９ ]．６ ± ４３ ．６ ０ |．４９ ± ０ ．０４

低剂量组 　 ６ ⅱ１２ y．５ ５５３ ＃．８ ± ４２５ ．１ ７４５ ．３ ± ５０６ ．７ ２３１ ]．４ ± ２１１ ．１ ０ |．５０ ± ０ ．０６

中剂量组 　 ７ ⅱ２５ y．０ ４５６ ＃．６ ± ２６７ ．２ ＃ ６６２ ．９ ± ３９９ ．４ ＃ １８２ ]．１ ± １１１ ．５ ０ |．４９ ± ０ ．０４

高剂量组 　 ８ ⅱ５０ y．０ ４６６ ＃．３ ± ３９６ ．２ ＃ ５７３ ．９ ± ３８３ ．０ ＃ １９７ 　 ± １１１ |．２ ０ |．５０ ± ０ ．００

　 　 倡 倡 P＜ ０ ．０１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P ＜ ０畅 ０５ ，＃ ＃ P ＜ ０畅 ０１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中 ，CES 各剂量组均可不同程度地降低血清中
ALT 、AST 活性 ，并有一定量效关系 。在 CCl４所致
急 、慢性肝损伤模型中 ，CES 均能显著降低肝组织
中 MDA 的含量 ，同时增强 SOD 活性 ，这提示 CES
的保肝作用可能与其抗氧化作用有关 。此外 ，在慢

性肝损伤中除了转氨酶升高以外 ，还主要表现为 A ／

G的倒置［１９］
，在 CCl４所致的大鼠慢性肝损伤模型

中 ，CES高剂量组可以显著降低 A ／G 比值 。 Con A
诱导的肝损伤与细胞因子的失调有关 ，是一种主要

由 T 细胞介导的免疫性肝损伤 ，也是目前研究自身

免疫性肝炎和病毒性肝炎的重要动物模型［２０ ，２１］
。

我们的研究表明 ，CES 给药组能显著降低 ALT 和
AST ，说明 CES 能够显著减少 Con A 对肝细胞的
损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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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点 ，传统岗位与新兴岗位对药学人力资源需求

呈竞争态势 。

　 　仅临床药学岗位而言 ，当下许多军队医院出现

将优秀药师大量调到临床药学岗位 ，却把调剂 、供应

负责工作交给浅资历药学人员的情况 。 分析的 １５

家医院中 ，从事临床药学工作人员占全部药学岗位

人员的平均比重达 １１畅３１％ ，较孟玲等［２］
２０１２ 年调

查的江苏省 ９２ 家医院的临床药学人员比重占

５畅４％ 要高很多 。其中的 ３家非三甲医院的临床药

学人员的平均比重也达 ７畅９８％ ，也高于付伟等［３］于

２０１３年调查的湖北省 ６７家医院的非三甲医院临床

药学人员比重在 ５％ 以下的情况 。尽管当前发展临

床药学的呼声很高 ，但在国内临床药学总体发展水

平不高的情况下 ，对于药学人力资源相对紧张的部

分医院而言 ，应优先将优质药学人力资源配置到核

心业务上 ，科学理性地配置人力资源 ，避免核心业务

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发生 。

3 ．3 　增加区域流动性 ，调整区域药学人力资源布局

　从 １５家医院的人力资源变化趋势看 ，６００张床位

以下的中心医院药学人员数量增速较缓 ，而 １ ０００

张床位以上的中心医院药学人员增速较快 。 １ ０００

张床位以上的 ４ 家医院占有 １５ 家医院的 ８３畅３３％

的博士 ，８２畅０５％ 的硕士和 ５８畅０６％ 的本科 ，优质药

学人力资源非常集中 。区域内的大型医院拥有绝对

的人才优势 。为使区域整体协调发展 ，从优化区域

军队医院药学人力资源的目的出发 ，宜建立相应的

药学人才流动机制 ，探索把区域人力资源作为一个

整体进行管理 ，使区域内各军队医院之间能够协同

发展 ，优势互补 。同时 ，发挥大型医院对人才的“引

力效应” ，帮助区域内其他军队医院吸收优质药学

人才 。

4 　小结

　 　当前 ，军队医院药学发展面临新的形势 ，人力资

源配置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 ，药学人力资

源的增长远低于医院规模的增长 ，导致药学人员人

均工作负荷持续增加 。军队医院规模的不断扩大 ，

使得调剂 、制剂等传统业务岗位工作量持续增加 ，同

时静脉药物配置和临床药学等新兴岗位对人力资源

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为优化军队医院药学部门人力

资源配置 ，建议通过增加药学人力资源投入来减轻

药学部门人均工作负荷 ，在传统岗位和新兴岗位之

间科学配置药学人力资源 ，整体优化区域药学人力

资源布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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