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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中药葛根 、葛花 、枳椇子混合物对小鼠急性酒精中毒的醒酒效果 。方法 　采用酒精灌胃法建立小鼠

急性酒精中毒模型 ，观察混合物不同配比对小鼠的醒酒效果 ，选择最佳配比 ；按最佳配比将小鼠分为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 ，通

过测定小鼠的耐受时间 、醉酒时间 、血液中的乙醇浓度和肝中乙醇脱氢酶的活性观察葛根 、葛花 、枳椇子混合物的醒酒效果 。

结果 　葛根 、葛花 、枳椇子混合物能够增加小鼠对酒精的耐受时间 ，同时缩短小鼠的醉酒时间 ，降低血液中的乙醇浓度 ，提高

肝中乙醇脱氢酶的活性 。结论 　葛根 、葛花 、枳椇子混合物对小鼠急性酒精中毒具有醒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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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唱alcoholism effects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 Puerariae lobatae flowers ，

Hovenia dulcis thunb mixture on acute alcoholism mice
WANG Jie１ ，ZHOU Rong２ ，PAN Xiaowei２ ，LU Yiming１ ，TAO Hong２ （１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Pharmacy ，School of
Pharmacy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２００４３３ ，China ；２ ．Guangdong China Tobacco Industry Co ．，Ltd ．，
Guangzhou ，５１０３８５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nti唱alcoholism effect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Puerariae lobatae flowers ，Hove唱
nia dulcis thunb mixture on acute alcohol poisoning in mice ．Methods 　 A model of acute alcoholism in mice was established by
intragastrical administration of alcohol ．The best ratio of each component in the mixture was identified by observing the sobe唱
ring effect of the mixtures on mice ．The best ratio mixture was divided into low dose group and high dose group ．The mice tol唱
erance time ，drunken time ，the ethanol concentration in the blood and the alcohol dehydrogenase activity in liver were measured
to study the anti唱alcoholism effect of the mixture ．Results 　 The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Puerariae lobatae flowers ，Hovenia
dulcis thunb mixture not only increased the tolerance time and decreased the drunken time of mice ，but also significantly re唱
duced the ethanol concentration in blood and improved the activity of alcohol dehydrogenase in liver ．Conclus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Puerariae lobatae flowers ，Hovenia dulcis thunb mixture has anti唱alcoholism effect on a唱
cute alcoholism in mice ．
　 　 ［Key words］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Puerariae lobatae flowers ； Hovenia dulcis thunb ；alcohol concentration ；alcohol
dehydrogenase

　 　急性酒精中毒是指人在短时间内大量饮酒后致

使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及随后进入的抑制状态 。轻者

可见烦躁多语 、恶心呕吐 ，或失去自制 ；重者可见昏

迷 、面色苍白 、呼吸缓慢 、体温下降 ，有可能因呼吸衰

竭而死亡 。中医在酒精中毒的防治方面具有悠久的

历史 。 枟素问 ·风论枠云 ：“饮酒中风 ，则为漏风” ，这

里“漏风”就是因饮酒过多 ，酒热伤脾 ，复感风邪所致

的以汗出甚多为主的病症［１］
。本研究中葛根 、葛花 、

枳椇子均为传统解酒草药 。元代李东桓枟脾胃论枠中

所创葛花解酲汤 ，金代张子的枟儒门事亲枠著有葛根

散 ，金元时期名医朱丹溪曾有以枳椇子解酒毒的验

案 ，枟本草纲目枠对枳椇子解酒毒亦有记载［１唱３］
。现代

研究通常将枳椇子 、葛花 、葛根中的一种 、两种或与

其他中草药相组合得到醒酒组合物［３唱５］
，但未见葛

根 、葛花 、枳椇子 ３ 种混合物醒酒效果的研究报道 。

本实验采用葛根 、葛花 、枳椇子乙醇提取物 ，按一定

比例混合 ，通过测定小鼠耐受时间 、醉酒时间 、血液

中的乙醇浓度和肝中乙醇脱氢酶（alcohol dehydro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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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ase ，ADH）的活性来研究葛根 、葛花 、枳椇子混

合物对小鼠急性酒精中毒的醒酒效果 。

1 　实验材料

1 ．1 　实验动物 　 SPF 级昆明小鼠 ，体重 ２０ ～ ２５ g ，
雄性 ，（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 ，动物许

可证号 ：SCXK（沪）２０１２唱０００２ 。

1 ．2 　仪器与试剂 　 旋转蒸发仪（RE唱５２C上海青浦
沪西仪器厂） ，索式提取器（上海魅宇仪器设备有限

公司） ，６５ ℃烘箱（上海慧泰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小

鼠灌胃器（北京合力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 ml
注射器（大连美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乙醇脱氢酶

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气相色谱仪

（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 ，色谱柱（Agilent DB唱
１） 。无水乙醇（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５６度

红星二锅头（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为实验

室常用仪器和试剂 。

1 ．3 　药材及其混合物配制 　葛根 、葛花 、枳椇子（雷

允上北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达大药房 ，经第二军

医大学药学院药用植物学教研室张磊副教授鉴定） 。

将葛花 、葛根 、枳椇子粉碎 ，分别用 ７５％ 的乙醇回流

提取 ４ h ，用旋转蒸发仪浓缩 、蒸干至粉末状 ，将上

述 ３种提取物按生药量不同配比混合 ，即葛根 ∶葛

花 ∶枳椇子为 １ ∶ １ ∶ １ 、１ ∶ １ ∶ ２ 、２ ∶ １ ∶ １ 、２ ∶ １ ∶

２ ，加去离子水配制成所需浓度备用 。

2 　实验方法

2 ．1 　小鼠醉酒模型的建立 　 选取 ７０只昆明小鼠 ，

实验前将动物禁食 １２ h ，将小鼠随机分为 ７组 ，每组

１０ 只 ，分别按 ０ ．１３ ml／１０ g 、０ ．１４ ml／１０ g 、
０ ．１５ ml／１０ g 、０ ．１６ ml／１０ g 、 ０ ．１７ ml／１０ g 、
０ ．１８ ml／１０ g 、０ ．１９ ml／１０ g体重灌胃 ５６度红星二

锅头 。灌胃后小鼠立即放在垂直的铁丝网上 ，记录

攀附时间 、耐受时间 、醉酒时间 、醉酒率 、死亡率 。

2 ．2 　葛根 、葛花 、枳椇子混合物配比的选择 　 选取

昆明小鼠 ５０只 ，随机分为模型组 、葛根 ∶ 葛花 ∶枳

椇子（１ ∶ １ ∶ １）组 、葛根 ∶ 葛花 ∶ 枳椇子（１ ∶ １ ∶ ２）

组 、葛根 ∶ 葛花 ∶ 枳椇子 （２ ∶ １ ∶ １）组 、葛根 ∶

葛花 ∶枳椇子（２ ∶ １ ∶ ２）组 ，每组 １０ 只 。实验前小

鼠禁食 １２ h ，称重并记录 ，模型组予去离子水灌胃 ，

每只 ０ ．１ ml ，实验组分别予不同配比的葛根 、葛花 、

枳椇子混合物灌胃 ，每只 ０ ．１ ml ，０ ．５ h 后 ，每组小

鼠予 ５６度红星二锅头灌胃 ，０ ．１７ ml／１０ g ，观察并
记录小鼠的耐受时间 、醉酒时间 、醉酒率 ，选取最佳

配比 。

2 ．3 　防醉实验 　选取昆明小鼠 ４０ 只 ，按照已选取

的最佳配比 ，随机分为模型组 、葛根 ∶葛花 ∶枳椇子

（１ ∶ １ ∶ １）（６ ．７ g／ml）低剂量组 、高剂量组和阳性

对照组（海王金樽 ０ ．７５ g／ml） ，每组 １０ 只 。实验前

禁食 １２ h ，称重并记录 ，模型组予去离子水灌胃 ，每

只 ０ ．１ ml ，低剂量组予葛根 ∶ 葛花 ∶ 枳椇子

（１ ∶ １ ∶ １）灌胃 ，每只 ０ ．１ ml ，高剂量组予葛根 ∶葛

花 ∶枳椇子（１ ∶ １ ∶ １）灌胃 ，每只 ０ ．２ ml ，阳性对照
组予海王金樽灌胃 ，每只 ０ ．１ ml ，０ ．５ h 后 ，每组小

鼠均予 ５６度红星二锅头灌胃 ，０ ．１７ ml／１０ g ，观察
并记录小鼠的耐受时间和醉酒时间 。

2 ．4 　血液乙醇浓度及肝中 ADH 的测定 　 取小鼠

９６只 ，将小鼠随机分为 ４ 组（按时间动态观察组） ，

每组 ２４ 只 ，再随机分为正常组 、模型组 、葛根 ∶ 葛

花 ∶枳椇子（１ ∶ １ ∶ １）低剂量和高剂量组 。实验前

禁食 １２ h ，但不禁水 ，称重并记录 。实验时 ，正常组

和模型组予去离子水灌胃 ，每只０ ．１ ml ，低剂量组予
葛根 ∶葛花 ∶枳椇子（１ ∶ １ ∶ １）灌胃 ，每只０ ．１ ml ，
高剂量组予葛根 ∶葛花 ∶枳椇子（１ ∶ １ ∶ １）灌胃 ，每

只０ ．２ ml ，０ ．５ h 后 ，均用红星二锅头０ ．１７ ml／１０ g
灌胃 。于灌酒后 ０ ．５ 、１ 、２ 、３ h 小鼠眼眶取血 ，取血

完毕后 ，解剖小鼠 ，取出肝脏 ，用生理盐水浸洗 ，滤纸

吸干后取左肝叶边缘肝脏组织备用（正常组小鼠只

摘取肝脏组织备用 ） 。 血液于室温放置 ２ h ，
３ ０００ r／min离心 ，取上清液 ，用顶空气相色谱法测

定血清中乙醇浓度 ；用试剂盒测定肝脏中 ADH 的
含量 。

　 　气相色谱条件 ：Thermo Fisher T race GC Ultra
气相色谱仪 ，Agilent DB唱１ 色谱柱 （３０ m ×

０ ．２５ mm ，０ ．２５ μm ） ，利用气相色谱柱时采用程序

升温法 ，在 ４０ ℃维持 １ min ，以２０ ℃ ／min的速度升
至１６０ ℃ ，在 １６０ ℃维持 ３ min ，程序升温所需时间
为 １０ min ，进样口温度１５０ ℃ ，载气为高纯氮气 ，流

速 ２ ．０ ml／min ，检测器为 FID检测器 ，温度 ２５０ ℃ ，

采用顶空进样 ，平衡时间 ３０ min ，平衡温度 ８０ ℃ ，

进样体积１ ml 。
2 ．5 　 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珚x ± s）表示 ，应用

SPSS１７ ．０统计软件 ，采用 One唱way ANOVA 统计
学方法 ，以 P＜ ０ ．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3 　结果

3 ．1 　小鼠醉酒模型的建立 　 当给酒量在 ０ ．１３ ～

０ ．１８ ml／１０ g范围内时 ，随着给酒量的增加 ，小鼠的

醉酒时间 、醉酒率和死亡率都明显升高 ，耐受时间降

低 ；０ ．１９ ml／１０ g 组醉酒致死率较高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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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１７ ml／１０ g为建立小鼠醉酒模型的剂量（表 １） 。

3 ．2 　混合物配比的选择 　 葛根 、葛花 、枳椇子混合

物按照不同配比灌胃后 ，如表 ２所示 ，葛根 ∶葛花 ∶

枳椇子（１ ∶ １ ∶ １）组的醉酒率显著低于其他组 ；且与

模型组相比 ，耐受时间显著增高（P ＜ ０ ．０５） ，醉酒时

间显著降低（P＜ ０ ．０５） ，其醒酒效果优于其他各组 。

故确定葛根 ∶葛花 ∶枳椇子混合物最佳配比为 １ ∶

１ ∶ １ 。

表 1 　小鼠醉酒模型的建立（珚x ± s ，n＝ １０）

给酒量
（ml／１０ g）

攀附时间
（ t／s）

耐受时间
（ t／min）

醉酒时间
（t／min）

醉酒率
（％ ）

死亡率
（％ ）

０ 抖．１３ ２７８ 槝．４ ± １４６ ．７ ７２ p．８ ± ５０ ．１ １２７ \．３ ± ３２ ．１ ４０  ０ 洓
０ 抖．１４ ２５７ 槝．３ ± ２１２ ．８ ６７ p．０ ± ２９ ．３ １６１ \．０ ± ４５ ．９ ５０  ０ 洓
０ 抖．１５ ２３０ 槝．０ ± １１２ ．７ ５８ p．０ ± ２０ ．６ １９１ \．４ ± ８３ ．２ ６４  ０ 洓
０ 抖．１６ ３２４ 槝．５ ± ２００ ．２ ５８ p．９ ± ３５ ．９ ３１４ \．７ ± ６８ ．８ ６４  ０ 洓
０ 抖．１７ ２９０ 槝．２ ± １３６ ．７ ５４ p．５ ± ２７ ．４ ４４０ \．９ ± ７８ ．６ ９１  ０ 洓
０ 抖．１８ ２５５ 槝．２ ± １５８ ．６ ４３ p．７ ± ２３ ．５ ５１８ \．９ ± １２７ ．２ ９０  １０ 洓
０ 抖．１９ ２３３ 槝．２ ± １１６ ．２ ４２ p．７ ± ３５ ．１ ４０９ \．９ ± ２１７ ．３ １００  ３０

表 2 　葛根 、葛花 、枳椇子混合物不同配比对小鼠醒酒作用的影响（珚x ± s ，n＝ １０）

组别
耐受时间
（t／min）

醉酒时间
（t／min）

醉酒率
（％ ）

模型组 ２８ f．８ ± １４ ．８ ４１７ 忖．０ ± １２６ ．６ ８７ 5．５

不同配比组

　 葛根 ∶ 葛花 ∶ 枳椇子（１ ∶ １ ∶ １） １０７ f．３ ± １５ ．５ 倡 ２４３ 忖．７ ± １１１ ．３ 倡 ３０ 5．０

　 葛根 ∶ 葛花 ∶ 枳椇子（１ ∶ １ ∶ ２） ５０ f．５ ± ５０ ．８ ２８０ 忖．８ ± １２３ ．３ 倡 ７５ 5．０

　 葛根 ∶ 葛花 ∶ 枳椇子（２ ∶ １ ∶ １） ５８ f．６ ± ６１ ．３ ２９４ 忖．２ ± １７３ ．３ ６２ 5．５

　 葛根 ∶ 葛花 ∶ 枳椇子（２ ∶ １ ∶ ２） ６４ f．１ ± ２８ ．９ ２７８ 忖．４ ± ２０１ ．４ ７５ 5．０

　 　 倡 P＜ ０ ．０５ ，与模型组比较

3 ．3 　 混合物对小鼠急性酒精中毒的醒酒效果比

较 　由表 ３可知 ，葛根 ∶ 葛花 ∶ 枳椇子（１ ∶ １ ∶ １）

低剂量组 、高剂量组 、阳性对照组与模型组相比 ，高

剂量组的耐受时间显著提高（P ＜ ０ ．０５） ，低剂量组

及阳性对照组（海王金樽）耐受时间有增长的趋势 ；

醉酒时间均明显降低 ， 且均有显著性差异

（P＜ ０ ．０５） 。 　 　

表 3 　葛根 、葛花 、枳椇子混合物对小鼠

耐受时间和醉酒时间的影响（珚x ± s ，t／min）
组别 耐受时间 醉酒时间

模型组 ３１ j．４ ± １８ ．０ ４０７ 灋．６ ± １１５ ．７

阳性对照组 ４１ j．４ ± ２８ ．１ ２９６ 灋．２ ± ８４ ．９ 倡

低剂量组 ４５ j．３ ± １８ ．０ ２８４ 灋．１ ± １０５ ．２ 倡

高剂量组 ６９ j．３ ± ４４ ．９ 倡 ２７１ 灋．１ ± ７７ ．３ 倡

　 　 倡 P＜ ０ ．０５ ，与模型组比较

3 ．4 　 乙醇浓度的测定 　 由表 ４ 可知 ，与模型组比

较 ，酒后 ０ ．５ h ，葛根 ∶葛花 ∶ 枳椇子（１ ∶ １ ∶ １）低

剂量组和高剂量组没有明显差异 ；酒后 １ h ，低剂量

组和高剂量组乙醇浓度均有下降的趋势 ，且高剂量

组与模型组比较 ，有显著性差异 （P ＜ ０ ．０５） ；酒后

２ h和 ３ h ，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乙醇浓度均降低 ，且

与模型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０ ．０５） 。

表 4 　葛根 、葛花 、枳椇子混合物

对小鼠血中乙醇浓度的影响（珚x ± s ，g ／ml）
时间
（ t／h） 模型组 低剂量组 高剂量组

０ V．５ ０ 乔．３６ ± ０ ．２３ ０ W．５０ ± ０ ．５７ ０ 珑．２８ ± ０ ．５１

１ �１ 乔．２１ ± ０ ．４８ ０ W．９５ ± ０ ．２４ ０ 珑．６６ ± ０ ．１４ 倡

２ �１ 乔．０８ ± ０ ．４８ ０ W．６０ ± ０ ．２３ 倡 ０ 珑．４０ ± ０ ．１６ 倡

３ �０ 乔．８８ ± ０ ．５５ ０ W．４８ ± ０ ．２５ 倡 ０ 珑．３６ ± ０ ．２４ 倡

　 　 倡 P ＜ ０ ．０５ ，与模型组比较

3 ．5 　 ADH 的测定 　 由表 ５ 可知 ，与模型组比较 ，

酒后 ０ ．５ h ，葛根 ∶葛花 ∶枳椇子（１ ∶ １ ∶ １）低剂量

组和高剂量组 ADH 均有升高的趋势 ；酒后 １ h ，低

剂量组和高剂量组 ADH 均有升高的趋势 ，且高剂

量组与模型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 ０ ．０５） ；酒后

２ h及 ３ h ，与模型组比较 ，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

ADH 均升高 ，且有显著性差异（P＜ ０ ．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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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葛根 、葛花 、枳椇子混合物对小鼠肝中 ADH活性的影响（珚x ± s ，U ／mg 蛋白）

时间（t／h） 正常组 模型组 低剂量组 高剂量组

０ n．５ ８ 贩．１５ ± １ ．４３ ９ 弿．０３ ± １ ．９６ ９ g．６０ ± １ ．８３ １０ S．８４ ± ３ ．４３

１ n８ 贩．０６ ± １ ．６５ ９ 弿．５６ ± １ ．４４ １０ g．５９ ± １ ．７３ １２ S．６６ ± １ ．８５ 倡

２ n７ 贩．９３ ± １ ．７５ ８ 弿．８７ ± １ ．７４ １１ g．０１ ± ２ ．６９ 倡 １１ S．９０ ± １ ．９０ 倡

３ n６ 贩．９５ ± ２ ．１２ ７ 弿．０４ ± ２ ．４７ １０ g．６２ ± １ ．９４ 倡 １１ S．６７ ± １ ．６８ 倡

　 　 倡 P＜ ０ ．０５ ，与模型组比较

4 　讨论

　 　葛根为豆科植物野葛的干燥根 ，枟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枠（２０１５ 年版）一部记载葛根味甘 、辛 、凉 ，归

脾 、胃 、肺经 ，具有解肌退热 ，生津止渴 ，通经活络 ，解

酒毒之功效 。 枟本草纲目枠亦有记载 ：“葛根主治解酒

毒 ，解酒去烦热” 。其主要有效成分为葛根异黄酮类

化合物 ，可通过清除自由基和抗脂质过氧化途径而

降低血黏度［６］
。葛花是豆科植物野葛或干葛藤的干

燥花 ，枟神农本草经枠记载葛花主要用于解酒醒脾 ，治

伤酒发热烦渴 、不思饮食 、呕逆吐酸 、吐血和肠风下

血等 ，可通过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 ，促进乙醇的体内

代谢［７］
。枳椇子为鼠李科植物枳椇的干燥成熟带肉

质果柄的果实和种子 ，味甘 、酸 ，性平 ，归脾经 ，具利

水消肿 、解酒毒之功 。李时珍枟本草纲目枠中曾记载

“其枝 、叶 ，止呕逆 ，解酒毒 ，辟虫毒”
［８ ，９］

。现代研究

表明枳椇子中含有大量的葡萄糖 、有机酸 、过氧化物

酶等 ，能够扩充人体的血容量 ，清除酒后体内产生的

过量自由基 ，抑制脂质过氧化 ，进而降低血液中的乙

醇浓度 ，具有醒酒安神的作用［１０ ，１１］
。

　 　已有研究表明 ，枳椇子 、葛根 、葛花能够促进血

液循环 ，使乙醇加速排泄 ，从而达到促进乙醇清除 、

降低血中乙醇浓度的作用 ，并且可以通过清除自由

基和抗脂质过氧化途径促进血液循环 ，加速乙醇排

泄［６ ，１２］
。彭亚文等［１３］以葛根和枳椇子为主要原料 ，

研制出了一种具有解酒功能的复合型饮料 ，其中葛

根和枳椇子比例为 １ ∶ ２ 。柳海艳等［１０］通过研究葛

花 、枳椇子不同比例配伍对酒精性肝损伤大鼠的影

响 ，将葛花 、枳椇子配伍为（１ ∶ １） 、（１ ∶ ２） 、（２ ∶ １）３

组 。根据文献笔者将葛根 、葛花 、枳椇子按照正交试

验设计法进行配伍设计 ，预实验结果发现 ，葛根 ∶葛

花 ∶枳椇子为（１ ∶ １ ∶ １） 、（１ ∶ １ ∶ ２） 、（２ ∶ １ ∶ １） 、

（２ ∶ １ ∶ ２）在小鼠醉酒模型中醒酒效果较好 。 将此

配比分别进行耐受时间 、醉酒时间以及醉酒率的测

定 ，结果表明葛根 ∶葛花 ∶ 枳椇子混合物的最优配

比为 １ ∶ １ ∶ １ 。基于上述配伍 ，通过测定醉酒时间 、

耐受时间及血液中乙醇浓度 、肝中 ADH 的浓度研

究其醒酒作用 。结果表明 ，与模型组相比 ，低剂量组

和高剂量组醉酒时间均明显降低 ，且有显著性差异

（P＜ ０ ．０５ ） ；高剂量组耐受时间显著提高 （ P ＜

０畅０５） ，而低剂量组无显著性差异 ；酒后 ０ ．５ h ，低剂
量组和高剂量组血清中乙醇浓度 、肝脏中 ADH 的
活性均没有明显变化 ；酒后 １ h ，高剂量组血清中乙

醇浓度降低 、肝脏中 ADH 的活性升高 ，均有显著性

差异 （P＜ ０畅０５） ，而低剂量组无显著性差异 ；酒后

２ h和 ３ h ，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血清中乙醇浓度显
著降低 、肝脏中 ADH 的活性显著升高 ，且均有显著

性差异（P＜ ０畅０５） 。综上研究 ，枳椇子 、葛根 、葛花

混合物能够促进酒精的分解和排泄 ，具有较好的醒

酒效果 ，其机制可能与肝内 ADH 的活性有关 。本

研究选用 ３种传统解酒中药进行配伍 ，从现代药理

学角度为其提供科学的解酒依据 ，具有较高的应用

价值和开发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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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的释放可能具有缓解作用［６］
。 而 PI３K 的抑制

剂也成为治疗 HPH 的潜在药物之一 。 NVP唱
BEZ２３５含有 ６唱（３唱喹啉基） ，体内外的活性研究表明

NVP唱BEZ２３５能够同时抑制 mTOR 和 PI３K ，在多

项肿瘤相关的研究中表现出良好的抗增殖活性和治

疗异种移植瘤的活性［１１］
。在治疗急性肺损伤模型

中 ，低剂量使用 NVP唱BEZ２３５也显示出良好的药物
作用 。

　 　在本研究中 ，笔者发现低氧诱导的大鼠肺血管

周围炎症细胞和肥大细胞的数量显著增加 ，且主要

分布在肺间质和血管外膜 ，这与已发表的研究［１２唱１４］

结果相符 。管径 ＞ ５０ μm的肺血管管周的肥大细胞
的脱颗粒比例也较对照组显著升高 ，提示低氧可能

激活并刺激肥大细胞释放炎性介质 ，从而参与肺血

管外膜的变化以及血管重塑 。 HPH 以阻力血管出
现肌化改变为特征 ，而本研究中肥大细胞在 ５０ ～

１００ μm及 １００ μm以上管径的肺血管周围脱颗粒比
例显著上升 ，而管径 ＜ ２００ μm 的血管通常是 HPH
变化最剧烈的结构部分 。使用 NVP唱BEZ２３５ 干预
的大鼠的各组管径肺血管周围的肥大细胞数量与低

氧组比较均有显著下降 ，且 ５０ ～ １００ μm 管径的肺
血管周围的肥大细胞脱颗粒比例与低氧组比较显著

降低 。 NVP唱BEZ２３５ 可以抑制低氧诱导的肺动脉
高压大鼠肺血管管周肥大细胞的聚集及小血管管周

肥大细胞脱颗粒现象 。 以上结果均提示 ，NVP唱
BEZ２３５可能参与 HPH 的炎症机制 ，推测 PI３K／
mTOR信号通路参与 HPH肺血管管周炎症机制的
调控 ，具体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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