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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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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大嫌中促进肉芽生长成份的研究

云南大理 医学院 李树楠 李辉 张生 明 柱一 民 李凤贤 方春生 羞辉

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所 李奇勋 胡忠

摘耍 本文报 告从美洲大棘
一Pe r iPla n e ta a m e r ie n a体 内提 出一种特珠 多元醉类

化合物W
l :
一

a , : 经药理学研究证实
,

具有明显的促进肉芽组织增生作用
,

且 无副

作用及刺激性
。

药剂成品命名 为
“
康复新

” 滴剂
,

经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成都军区昆

明总 院
,

足明 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等
/ \个单位临床疗效现察458 例

,

其中战伤 创 面

12 1例
,

优 良率为96
。

7 %
,

烧伤及其它社会外伤创 面 337 例
,

有效率为92 %
。

此项研

究业 己通过技术鉴定
。

现将有关药理研 究部份摘要 介绍如下
。

浓 谈 谈 兴

药 效 , 研 究

A
、

大白鼠棉球肉芽肿法
:

材料
:

动物W is ta r大鼠
、

体重2 50 士 5 0 只

早含兼有

药物
: 1 %W

, ,

一
a : : 、

甘油 溶 液

0
.

5 % W
l ,

一
a ; : 、

甘油溶液

维生素C

药用甘油

方法
:

大鼠36 只
,

随机分为四组
,

每组

9 只
,

雌雄兼有
。

在无菌操作下
,

给每只大

鼠两侧腋部皮下各埋藏重20 m g的 无 菌棉球

一个
。

按下表所列方法给药
。

给药共 9 日
,

第10 日断颈处死动物
,

仔细剥出 棉 球 肉芽

肿
,

称其很重
,

计算棉球肉芽肿湿重的标准

差
,

并计算各组动物肉芽肿增生的促进率
。

、

标本作病理检查
。

结果见表 1
。

衰 I W : :
一a : :

对大吸林球肉芽肿的增生作用

观察指标 芽 肿 泥 t (m g)

动物分组

_ _ _ _ _ _

_
_
_

_
_ J _ _

药用甘油

给 药

1 %W l l一
a l Z

2 0 m g / k g Po T id

0
.

5 %W l l一
a i Z

] o m g / kg Po T id 4 0 0 m g / kg p o
.

T id Zm l/ kg Po
.

T id

X 士 S D 8 5 6
.

5 9 士 1 10
.

5 5 6 9 3
.

8 3 士6 1
.

3 5 5 0 5
.

5 6 士 a7
.

6 5 4 9 4
.

月4 士 4 3
.

2 1

增生促进率 7 4
.

2 5% 4 0
.

2 2% 2
.

2 %

P 值 P< 0
.

0 0 1 P< 0
.

0 1 P< 0
.

0 5

. 内芽肿病检报告
:

镜下见大 t 异物 巨曦细胞及新生 肉芽组织形成
.

尚见炎细胞及纤维组织
.

病理诊断为
: “异物

肉芽肿伴新生肉芽组织形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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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鼠塑料环 肉芽肿定量法
:

氯乙烯塑料环
,

环与皮肤接触处缝合一针
,

材料
:
动物

;
W i咐ar 大鼠

、

体重 2 5 0 士 环 口露于皮肤外
,

呈开放式
。

手术当天起肌

50 9
。

早舌兼有 注青霉素 G 10
, 0 0 0林 预防感染

。

按下表所列

药物
; 0

.

5 %W
: ;

一
a l :
水溶液 方法给药

。

连续给药 10 天
,

第n 日将大鼠剪

0
.

25 %W
: 工

一
a : 2

水溶液 头放血处死
,

剥离肉芽组织用滤 纸 吸 干 血

生理盐水 液
,

称重
。

计算塑料环肉芽肿湿 重 的 标 准

方法
: 大鼠 15 只

,

随机分为三组
,

每组 差
,

并计算各组织动物肉芽肿增 生 的 促 进

5 只
,

雌雄兼有
。

在无菌操作下
,

于每只大 率
。

标本作病理检查
。

结果见表 2
。

鼠背部皮下放置一内径 1 5 m m
、

高10 m m 之聚

裹 Z W
, ;

一 a , 2
对大限妞料环肉芽肿的增生作用

观察摺标

动物分组

芽 肿 湿 重

I

(m g )

I

给 药

X 土 S D

0
.

2 5%W ] ]一
a l 。

0
.

6 m l
.

外用9 01

12 5
.

5 1 士3 0
.

1 1

生 理盐水

0
.

sm l
.

外 J!J, d

7 8
.

5 9 士2 9
.

86

琳生促进率

0
.

5% W l l一
a z :

0
.

6m g
·

外用g d

18 2
.

5 7 士 4 8
.

32

1 3 2
.

3 1 %

P( 0
.

0 1

5 9
.

7 0 %

P< 0
.

0 5

肉芽肿痛检报 告
,

镜下见新生的结缔组织及毛细血管
,

并有多量 炎细胞
,

尚见异物巨细胞
。

病理 诊断为
“

肉芽组 织
。 ”

C 蛛中几种不同成份对小鼠电烧伤的

治疗作用对比
:

材料
:

动物
: 昆明小白鼠

,

体重 30 士 2 9
、

早舌兼有

器材
:

电热烧伤器 (电压 1 4 V
,

电流ZA
、

电阻 7 9

药物
: 0

.

5 % L
, 、 0

.

5 % W
, 1
一

a Z 、

0
.

2 5 %

W ll一
a 1 2

O
。

5 % L
3 、

(均为甘油溶液)
,

药用甘油

方法
;

小鼠35 只
,

随机分为 5 组
,

每组

7 只
。

将每只小鼠背部去毛
,

皮下注射 2 %

盐酸普鲁卡因o
.

sm l局麻
。

于电热烧伤 器 上

烧灼 1 分钟
。

于烧伤次 日开始
,

按 下 表 所

列方法给药
,

共 14 日
,

第15 日将小鼠脱椎处

死
,

测量每只小鼠遗留创伤的面积
,

计算各

组面积之差异
。

结果见表 3
。

D 蚌辕中W
; ,

一
a , 2

成份对家兔皮肤 自发

表 3 蛛 , 中几种不同成份对小眼电烧伤的洽疗作用比较衰

观察指标

动物分组

烧 伤 治 疗 后

I 1

遗 留 创

I

面 的 面 积 (m m Z》

给 药
L 3

外搽

药用油甘
0. 2m l外搽

X 土 S D

P位

0
.

5 % L l

0
.

2耐外搽

1 1 2 士 2 2
.

93

P ) 0
.

0 5

0
.

5 %W
一l
一

a l :

o
·

Zm l外排

5 3
.

3 3 士 1 0
.

9

P< 0
.

0 1

0
.

5 %
0

.

Zm l

0
.

2 5 % W
l l一 a l :

0
.

2 m l外搽

1 2 7
.

7 1 士 1 7
.

5 6

P > 0
.

0 5

7 6
.

3 3 士6
.

47

P< 0
.

0 1

1 0 6
.

1 4 土5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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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染性溃疡的治疗作用
:

材料及方法
;

我室饲养的一群家兔
,

开

始有一只背部出现 自发性皮肤溃疡
,

一周后

大部家兔均发生溃疡
。

我们挑选其中溃疡面

积相近似的 12 只
,

随机分为两组
,

一组使用

W
卜 ;

一
。 , :

为主要成份的
“
康复新

”
外擦

,

(每日二次
,

每次 1 一 1 一 1
.

smj
,

另 一组

外擦药用甘油 (每日二次
,

每次 1 一 生
.

on tl)
,

观察 5 周
,

每周测量各兔皮肤溃疡面积
,

并

将病变皮肤取材送病理检查
。

病理检验报告
:

镜下见溃疡底部及表面

有多量脓性渗出物
,

其中 以 大 量 中性 白细

胞
,

脓细胞为主
,

病变符合化脓性炎症伴溃

疡形成
。

结果见表 4
。

表 4 “
康复新滴剂

”
对家兔皮肤感染性演疡的治疗作 用

疡周观察招标 皮 肤

第 O 周

汝

第 1

而 积 (长 径 x 短 径 c m 勺

第 2 周 第 3 周 第 4 周 第 5 周

治疗组

X 士S D

6
.

9 1 士 ]
.

4 1 3
.

0 5 士 0
.

4 6 0
.

81 士 0
.

之5

1 1
.

5 3 士 0
.

78 5
.

56 士 1
。

2 9 0
.

4 5 士 0
.

3 8

对照组 23
.

0 2 士 2
.

9 4 3 7
.

42 士 2
.

4 5 4弓
.

0 0 士 3
.

4 5

X 士 SD ] 1
.

5 5 士0
.

8 6 2
.

9 7 5 士 4
.

0 4 C0
.

8 8 士 26
.

14

安 全 性 研 究

1
.

急性毒性试验
:

皮下注射L D
S 。 = 5 0 5 9 士 7 I6 rn g / k红

静脉注射L D 。。 = 3 0 6 9 士5 2 3 rn g / k g

灌胃时
,

当剂量增至 losoo m g / k g ,

试

验动物未发现死亡
,

但灌胃已经很困难
,

无

法再增加剂量
,

故小鼠灌胃之 L D 。。
未 能 测

出
。

2
.

亚急性毒性试验
:
给家兔灌胃

、

鼻腔

内滴入
,

破损皮肤上外擦
,

总剂量按公斤体

重计算达成人 口治疗剂量的20 倍以上
,

连续

给药四周
,

动物体重 增 加
、

W B C
、

R BC
、

H b用药前后无明显变化
,

肝肾功能 检查
,

N PN
、

G PT 无明显改变
,

心
、

肝
、

.

肾组织

作病理检查未发现明显异常
。

4
.

刺激性试验
;

外 用 对家 兔 角膜
,

虹

膜
、

结膜
、

鼻粘膜
,

正常皮肤
,

破损皮肤
,

无论肉眼观察
,

及病理切片检查均无明显刺

激现象
。

肌肉注射有轻度刺激现象
,

表现为肌纤

维细胞浊肿
,

间质轻度慢性炎症变
。

5
.

豚鼠皮肤迟发型变 态 反 应 试验为阴

性
,

未发现皮肤过敏反应
。

6
.

卫生学检查
:

经药检部门多次抽样检

验
,

未培养出致病微生物
。

此外
,

对动物神经系统
、

心血管系统及

呼吸系统也进行了对比实验
,

均未发现特殊

改变
。

讨 论

1
.

从美洲大雄中分离提 纯 之W
: 1

一
a : :

成份
,

经过两种以上不 同的试验方法证实
,

具有非常明显的促进肉芽组织增生的作用
,

并出现相应的量效关系
。

每个试验项目都经

过两次以上 (多至 8 次) 的重复
,

重 现 性

好
,

故可以初步认为
,

该成份确有促进肉芽

组织增生的作用
。

2
.

以W
, ,

一
a , :

为主要成份的
“
康 复 新

滴剂
”
的安全性试验表明

,

W
: :

一
a , :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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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毒
。

给动物大剂量口服或静脉注射
,

对体

重
、

血相
、

肝肾功能
,

中枢神经系统
,

心血

管系统
、

呼吸系统均无明显影响
。

对眼结膜
、

鼻粘膜
、

皮肤
、

肌肉组织均

无明显刺激性
,

也不会引起动物皮肤过敏反

应
。

制剂经反筱培养检查
,

均未发现致 留微

生物
。

3
.

大量的实验室工作证实
,

以W
I ,
一

a ; :

为主要成份的
“

康复新滴剂
”
是一种治疗战

伤创面和烧伤有效
,

安全的制剂
。

4 58 例临床

观察结果与实验室所得结果一致
。

因此可以

认为W
l :
一

, :

是一种值得药理学工作者重视

的一种特殊化合物
。

漪大理医学院病理
、

病生
、

生化
、

微生

物教研室参加有关检验工作
。

许积平
、

赵丽萍
、

杨萍参加部分药理实

验工作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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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
“
新生儿黄疽方

”

治疗新生儿黄疽案例

石 屏县人民医 院 妇产科 邱竹靖

我院 自1 9 7 6年起选用昆明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拟定的
“
新生儿黄疽方

” ,

随证加减

治疗新生儿黄疽
,

效果满意
,

现介绍如下
,

供同道试用
。

新生儿黄疽方组成
:

茵陈 2 9 竹叶 2 9

通草 2 9 灯草 2 9 银花 2 9 甘草 2 9
。

水煎后

加入适量萄葡糖 口服
,

每日一副
。

酌情投药

1 一 3 副便可收效
。

本方功能
:
清热利疽

。

典 型 病 例

例一
、

张某之儿系第一 胎 足 月 顺

产
,

男性
,

重 3 0 0 0克
,

出生第二天即出

现皮肤黄染
,

双眼脓性分泌物
,

唇红
、

舌尖红
、

面部
、

颈部
、

胸部有出血点及

片状红斑
,

给青霉素针 10 万单位肌肉注

射
, 2 次/ 日效果不显用本方加丹皮

,
扼

子服药一副后上述诸症明显减轻
,

带药

一副出院
,

三天后访视已痊愈
。

例二
,

方某之儿男性系因持续性枕

横位负压助产
,

重4 5 0 0 9 ,

出生时轻度

窒息
,

抢救后恢复
,

于出生第二天皮肤

轻微黄染
,

第四天黄疽 加 深
,

面 色 晦

暗
,

神差嗜睡食少
,

用本方加扼子
,

去银

花
,

服药一副后
,

次 日即见精神好转
,

皮肤黄染减轻
,

食量增加
。

讨 论

新生儿黄疽在临床上
,

轻者仅皮肤粘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