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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水槽中进行平行实验，用上述工作曲线 

法测定所取样液的吸收度。 

四 结果 

不同时间达克罗宁累积透过量及回归方程 

如下： 

选克罗宁累积透过量 (vG)夏方程 (n一3) 

时问 (h) 2 5 7 9 24 

无助毒剂 9{．3 l98．0 456．4 6l6．5 80m 4 ● 

加 Azone 231．2 420．9 g45．1 I367．6 2060．3 437g．0 

加薄荷油 53B．3 l】44．6 244 3 3382．3 4354．3 

Qo一 15．63+ 8B．98t 

Q =̂ 117．68+ 181．23t 

QM=127．07+d B8．07t 

五 讨论 

1．经对各组回归方程斜率进行方差分析 F 

检验．证 明都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1)。结 

果表明；2 Azone对达克罗宁透皮有促进作用 

(P<0．01)．但 2 薄荷油与之相比，助渗能力 

更强，起效更快。2 薄荷油对达克罗宁透皮有 

极显著促进作用 (P<0．001)。 

2．文献 认为 Azone使用时间一般应大于 

7小时 ．否则促渗作用不明显。本实验结果与报 

道相符 。 

3．薄荷油在我国资源丰富、价廉 ，提示从 

中草药宝库 中寻找透皮吸收助渗剂很有广阔前 

景 。为开发达克罗宁强效、速效、廉价新制剂 ， 

颇有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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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萼香茶菜对豚鼠肠平滑肌作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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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毛萼香茶菜对组织胺或高K 去极化后c 诱发的豚鼠结肠带收缩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量 

效曲线表明：毛萼香茶菜呈非竞争性拮抗组织胺及Ca 的作用．在无c 藏中-毛萼香茶菜相似于罂粟 

碱，能抑制组织胺诱发的结肠收缩．说明毛萼香茶菜及罂粟碱对结肠依较细胞内c 所致的收缩均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依赖细胞外c 所致收缩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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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尊香茶菜系唇形科香茶菜届植物 CRab 对豚鼠结肠带的松驰作用。 

d嘴 erioealyx (Dunn)Hara]产于西南-我省 壬 l：I 

的资源极为丰富。民间用叶茎煨服退热 ，叶治 ⋯ ’ 

足癣 ，根止泻痢。毛尊五号为毛尊香茶菜的根 毛尊五号由昆明 植物研究所提供 ，盐酸 

提取物．研究发现有一定的抗癌作用及对多种 罂粟碱为青海制药厂出品，批号 6541 

血管平滑肌的解痉作用 ”．本文介绍毛尊五号 豚 鼠：250～850g，雌雄皆用。 

① 昆明植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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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方法与结果 

取体重 250～350g豚鼠，猛击头部处死 ，剖 

腹取结肠 ，{BI备长 2em标本置于新鲜的生理溶 

液 中(配方 ：NaCll18，KC14．5，CaCl：1．25，Mg— 

cI2l，NaH 2PO‘l，NaHCO325，葡萄糖 6retool· 

L }无 caH生理液中CaCl2换入等当量的 Na- 

Cl；无Ca"高 K 去极化液系无 Ca"液中的 KCI 

改为 l20．5，NaCI为 4．5mmol·L_。。营养液的 

pH为 7．4～7．6)结肠标本悬于顼先盛 30ml的 

生理液中，一端固定于麦氏镕皿底部的玻璃弯 

钩上，另一端连于 u—l35e平衡记录仪的张力 

换能器上 ，负荷 lg，溶液内持续通氧 (95 O： 

+5 CO )，浴皿内温度 32土0．5℃，平滑肌的 

收缩变化记录在平衡记录仪上．所有激动荆均 

在平衡后先作 1～2次对照收缩，实验后再作一 

次对照收缩，拈抗荆均温浴 5rain后再加激动 

荆。实验用药均按浴皿 内最终浓度计算 。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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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实验数据均为 6次实验的均数 。 

1 毛萼五号对组织胺引起的结肠带收缩 

的拮抗作用 

以累积给 药法作出结肠平滑肌对组织胺 

(10_。一10 g／mI)浓度的收缩曲线，在分别给 

予毛萼五号 10一，5xl0-4g／ml后 ，重复组织胺 

的量效曲线，以及分别给予罂粟碱 10～，5X 

l0-5g／ml后，重复组织胺的量效 曲线 。结果表 

明：毛萼五号及罂粟碱均能对抗组织胺的致痉 

作用，且有显著的量效关系，毛萼五号相似于 

罂粟碱能使组织胺量效曲线呈非平行右移 ，并 

使最大反应降低。提示毛萼五号，罂粟碱呈非 

竞争性地拈抗组织胺引起的结肠平精肌收缩。 

用 IBM—PC机作数据处理 ，得直线回归方程及 

相关系数r均>0．95(P<0．01)，毛萼五号及罂 

粟 碱 拈 抗 组 织 胺 的 Ic60分 别 为 161．6士 

15．7~-g／ml及 47．54士l0．7 S／ml(见图 1)． 

7 6 5 ‘ 3 Histmjr．e BIm1)n=e 

圉 l 毛暮五号 (A)和罄粟碱 [B)拮抗组织胺对结肠的收缩作用 

(A)(1)1 0-'~／ml (2)5×l0一‘g／m1 (B)(1)1 0-~g／ml (2)5×1 0-'~／ml 

2 毛萼五号在 高 K 去极化液中对 CaCIt 

所致结肠平滑肌收缩的解痉作用 

结肠标本在无 Ca”生理液中平衡 30ram， 

再换用高 K 去极化液使其去极化 30rain后， 

加入 CaCI2 I．25mmcl·L_。，可使结肠收缩致峰 

值，并持续 40rain以上，当收缩达峰值并稳定 

后 ，分别加入毛萼五号 10一，3X10～，5xl0 

s／ml和罂粟碱 10一，3X 10一，5X 10—58／ml可 

见结肠平滑肌随时间和荆量依赖性松弛，至 

30rain时，上述剂量的毛萼五号及罂粟碱分别 

使其收缩幅度下降 75 、90 、100％及 65 、 

85 、1 00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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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毛葺五号 (̂)和罂粟碱 (B)拮抗高K 去极化后 CaCk对鲒肠的收缩 

(A)(1)10一．|／o,1 (2)3X10一'8／~1 (3)5×10一 ／ml 

(B)(1)lO g／m1 (2)3×10 g／mI (3)5×10一．|／mI 

3 毛尊五号对 CaC! 累加量效曲线的影 结果提示t毛聋五号及罂粟碱均能对抗 

响 

结肠标本在无 Ca 生理液 中平衡 30min， 

再换用高 K 去极化液 30mm，然后以累积给药 

法作出结肠对 CaCI2(10～一10 mol·L )浓 

度度 收缩曲线为对照，在分别给予毛尊五号 

1O一，5×1 0 glml后重复 CaCI2的量效 曲线， 

以及在分别给予罂粟碱 10～，5X 10 g／m1后 

重复 CaC]2 

、O 

8． 

却 

苗商 

．． 

刃 

cack对结肠的收缩效应，且有明显的置效关 

系。毛尊五号、罂粟碱使CaCIz的置效曲线呈非 

平行右移，并使最大反应降低。随着剂量的增 

加抑制作用也增强。数据处理用 IBM-PC机，得 

出直线回归方程及 r值均>0．95(P~0．01)，毛 

薜五号及罂粟碱拮抗 CaC!z的 Ic∞分别为 】21 

士12．7pg／ml及 61．08士13．15~g／ml(图 3)． 

4 ’ —————— 

Cal(-lg s／m1)n=6 

圈 3 毛葺五号 (A)和窘粟碱 (B)对豚且结肠 CaCh累加量效曲线的影响 

(̂ )(1)10- s／ml (2)5X 10一 s／ml (B)(1)10"‘S／ml (2)5×10一'g／m1 

d 毛尊五号对组织胺所致结肠收缩的两 

种成分的影响 

结肠标本在正常生理溶液中平衡 45rain， 

加入组织胺 10 mol·L～，使其迅速收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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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对照 ，而后用无 CaH生理溶液冲洗待其回 

到基线并稳定 IOm_m后，加入等量的组织胺，此 

时所致的收缩呈依赖细胞内 CaH的收缩．收缩 

稳定后 加入 CaCbI．25mmol·L 以恢复细胞 

外 Ca“的浓度，结肠平滑肌的进一步收缩是依 

旗细胞外 Ca“的收缩，以上结果为给药前对照， 

B l 

冲洗后按上述方法温浴标本 ．并分别给予毛尊 

五号 l0_。，5×10 s／ml及罂粟碱 l0一，5× 

10 g／ml重复以上实验。 

结果说明：毛尊五号及霉粟碱仅对组织艘 

所致细胞内 ca“释放所引起的收缩有明显的抑 

制 ．而对依赖细胞外 ca“的收缩无影响 (图 4) 

(2 

Histamfin~10一‘g／ml 

圉 4 毛葛五号 (A)和罂粟碱 cB)列组织胺致结肠依赣细胞内、，}钙收缩的影响 

(A)(1)10一'z／ml (2)5×10-‘g／ml (B)(1)i0一'z／ml (2)5×10一‘g／ml 

三 讨论 

实验表明；毛尊五号及罂粟碱对组织胺或 

用 CaH诱发高 K 去极化结肠 所致的收缩均产 

生剂量相关的抑制作用。提示毛尊五号和罂粟 

碱对结肠平滑肌的解痉作用与拮抗 CaH有关． 

C 对于平滑肌的收缩起着重要的作用．毛尊 

五号和罂粟碱均 使组织胺量效 曲线 ，ca“量效 

曲线呈非平行右移，且使最大效应降低 ，呈非 

竞争性拮抗。 

引起平滑肌收缩的 ca“来源于细胞内 ca“ 

及细胞外 Ca H[ ，高 K 击极化可激活平滑肌细 

胞膜上电位依赖性 caH通道 (PDC)，此时加入 

Ca“可引起收缩，其收缩为细胞外 ca”经电压 

依赖性通道 cPDc)内流的结果。而毛尊五号及 

罂粟碱对这种收缩呈时问及射量依赖性松驰效 

应．因此 ，可以认为是由于抑制了细胞外 caH经 

(PDC)内流的结果．说明毛尊五号可能通过抑 

制电压依赖性 Ca“通道而产生平滑肌松驰． 

在无 C 生理液中．组织胺可促进内 CaH 

的释放引起结肠收缩，此时恢复 ca“的浓度 ，可 

促进受体操纵性CaH通道 (ROC)开放 ，引起结 

肠进一步收缩是细胞外Ca”经 (ROC)内流的结 

果。实验结果说明毛尊五号及罂粟碱对组织胺 

依赖细胞内Ca“释放所致收缩均有明显抑制， 

而对依赖细胞外 c鱼H所致的收缩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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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研究情况 。 

芍药总甙的药理作用 

贾 淑 琴 

(天津市药 匿 丽—磊‘300070) R2 2 77叭 

文章综述丁芍药总甙对竟疫系统，促干扰紊生成等方面药理作用．爰其毒理、药代功力学 

关键词
．里  尊兰 药理 

芍药是中医常用中药 ，为毛茛科植物芍药 

(Paeonia lactiflora Pal1)的干燥根。由于其外观 

色泽不同有白芍和赤芍之分 (赤芍还包括川赤 

芍 P．vcRcii Lynch和草芍药 P．obvata Maxim 

的干燥根)。白芍平肝止痛，养血调经．敛阴止 

汗I赤芍清热凉血 ．散瘀止痛 。两者作用虽然 

不同，但其主要化学成分都是芍药甙 (Paeoni- 

florin)，另外还 含有少量 羟基芍药 甙 (Oxy- 

paeonh~1orin)、 苯 甲 酰 芍 药 甙 (Benzoyl— 

paeoniflorin)、苯甲酰羟基芍药甙 (Benzoylox 

paeonfforin)、芍药内酯甙 (Albiflorin)等几种 

甙0 ，统称 为芍 药 总甙 (Total glucc~ es of 

paeony root)。为了了解芍药总甙的药理作用， 

科研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本文简要综述近年 

来有关芍药总甙的药理作用研究情况。 

一 对免疫系统的作用 

李俊等 报道 ，用小鼠腹腔巨噬细胞产生 

白三烯 B．的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 ，探讨了芍药 

总甙对白三烯 B．产生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一 

定范围内，白三烯 B．的产生量随小鼠腹腔巨噬 

细胞数目增多而增加。芍药总甙对巨噬细胞产 

生的白三烯 B·的抑制作用与相 同剂量的非甾 

体抗炎药氟灭酸相当，但较缓慢．提示芍药总 

甙的抗炎与免疫调节作用可能与抑制 白三烯 

B。的产生有关．王兴 旺等 用体外诱导不同 T 

调节细胞的实验模型和单克隆抗体检测技术分 

析了芍药总甙双向免疫作用与 T调节细胞的 

关系。 

芍药总甙可促进体外刀豆索 A 时间依赖 

性诱生 L3T (Th／i)细胞和 Lyt一2 (Ts／c)细 

胞，并分别拮抗环孢索A抑制Th细胞诱生和 

左旋咪唑抑铷 Ts细胞的诱生作用 ．说 明芍药 

总甙促进不同 T淋 巴细胞亚群诱生有明显机 

能依赖性特征 。实验结果还指出，芍药总甙对 

小鼠脾淋巴细胞刀豆索 A增殖反应和体外抗 

体诱生呈浓度依赖性双 向作用，可能与其浓度 

依赖性改变 LjT+／L~n一2 有关。低浓度芍药 

总甙促进刀豆索 A增殖反应和 Th细胞诱生可 

能是通过激活巨噬细胞而实现的 

二 促干扰素生成作用 

肖尚喜等 研究了芍药总甙促干扰索生成 

作用 ，当其浓度在 lOmg／L时 ，在试管内无直接 

诱生干扰索 (IFN)作用，而能促进鸡新城疫 I 

系弱毒冻千疫苗诱生 aIFC}并能促进刀豆素 A 

诱生 yIFN。当刀豆索A为亚适剂量时，芍药总 

甙最适浓度为 l～lOmg／L；当刀豆索A为最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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