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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鹅绒藤属植物总戒的药理作用研究

北京医科大学 药理教研 室 装印权 戴 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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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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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木全章

〔提要〕 西藏牛皮消
,

豹药藤和青阳参均是鹅绒
‘

藤属植物
,

以其根部提出的总武
,

对大鼠听源性发

作和点燃效应发作具有较强的对抗作用
。

单独应用对M E S 无效
,

但能增强苯巴比妥钠和苯 妥英钠的抗

M E S效应
。

西藏牛 皮 消 (C y n a n eh u m Sa e e a tu m W
.

T
·

W a n g e x T sia n g et p
.

T
.

L i)
,

豹 药 藤

(C y n a n c h u m d e e ip ie n s se h e id ) 和 青 阳 参

(C y n a n c h u m o t o p h y llu m S eh e id ) 均系 鹅绒

藤属植物 (C yn a n eh u m L in n )
。

青阳参 的药理

研究已有报导“ , 2 , “’。 临床广泛 用于 治 疗癫痛

有效
。

本文对西藏牛皮消和豹药藤药理作用进

行了初步研究
,

发现它们具有与青阳参相似的

药理作用
。

表 1

勇瓜可

鹅绒藤植物总试的 L D
S 。
〔m g / kg)

l 号戒 4 9 6
.

2 2 6 5
.

2 3 4 9
.

0

(4 2 7
.

3、5 7 6
‘

1 )}(2 0 1
.

0、 3 62 3 )}(27 0
.

0、 4 5 1

2 号试 3 27
.

7 2 4 1
.

0 2 8 9
.

5

(2 7 5
.

0、 3 9 0
.

5 )}(1 95
.

2、 2 97
.

4 )l(22 5
.

9、 2 9 0
.

9 )

青阳参 2 17
.

5

(1 7 9
.

3、2 8 3
.

8 )
1 2 3

.

2

(99
.

7、 15 2
.

3 )}(1 37
.

4、 2 44
.

5 )

注
:

给药途径小鼠 1
.

P
.

大鼠 P
.

0
.

实 验 材 料

体重 18~ 2 5 9 的瑞士种小鼠
, 2 0 0~ 3 0 0 9

的维斯特种大鼠
,

雌雄皆用
,

随机分组
。

实验

室温度为 2 2 ~ 2 5
’

e
。

豹药藤 (简称 1 号 )
、

西藏牛皮消 (简称 2

号 )和青阳参均用 由其根部提制的总贰(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供给)
,

因 不溶 于水
,

故

以 2 %的吐温 一 80 配成混悬液使用
。

方法和结果

一
、

急性毒性实验
:

将动物分组
,

小鼠每组 10 只
,

雌雄各半
;

大鼠每组 5 只
,

雌雄单独分组
。

分别腹腔注射

不同剂量的 1 号
, 2 号和青阳参

,

给药后密切

观察中毒症状
,

小鼠以 24 小时
,

大鼠以 72 小

时的死亡为指示
,

以W
e il氏法‘“’

计算 L D 。。 ,

结

果见表 1
。

其中毒症状相似
,

主要表现为
:

给药后先

呈现轻度抑制
,

动物活动减少
,

继而步态不稳
,

摇晃
,

后出现阵挛性惊厥
。

阵挛 始 于 面 部肌

群
,

逐渐波及全身
,

四肢外展
,

呈角弓反张状
,

每 1~ 2 分钟发作一次
,

间歇期动物处于 瘫痪

状态
。

惊厥反复发作可持续十几小时
,

继之进

入惊厥状态而死亡
。

大部份动物发作时嘶叫
,

大量流涎等
。

由表 1 可见
,

青阳参毒性比 1 号和 2 号大

(P < 。
.

0 1 )
,

雄性大鼠的耐受力强
。

二
、

对动物实验性癫病模型的影响
:

1
.

对超强电休克发作 (M E S) 的影响
:

将

雄性小鼠分为两组
,

每组 10 只
,

分别 I
.

P
.

1 号

贰 (2 0 0 m g / k g )和 2 号成(3 0 0 m g / k g )2
.

5 小时

后
,

用角膜电极用 5 倍阂值强度 (50 H z/ g o r)

刺激 。
.

2 秒
,

以后肢强直为指标
,

结果未见有

抗 M E S 作用
。

. 北京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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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取 20 组小鼠
,

每组 10 只
,

其中 8 组 L

P
.

不同剂量的 苯巴 比妥 钠 (4 组 )和苯妥 英钠

(4 组 )
, 1 小时后以上述条件 实验

,

测定其抗

M E S 的 E D 。。。 另 12 组
,

在分别腹腔注射 1 号

贰
, 2 号试 (各 2 0 0 m g / k g )和青 阳参 (5 0 m g /

k g )各 4 组
, 1 小时后再分别注射不同 剂量的苯

巴比妥钠和苯妥 英钠
,

再过 1 小时后 测其抗

M E S 效应
,

与单独应用苯巴 比妥 钠和 苯妥英

钠进行比较
,

可见此类药物能明显加强以上二

药的抗 M E S 作用
,

结果如表 2
。

2
.

对声源性发作 (A S) 的作用
:

声源性发

作的方法已有报导
‘” ,

将合格的 A S 大鼠分为

12 组
,

每组 10 只
,

分别 I
.

P. 不 同剂量 的 1 号

试
,

2
一

号戒和青阳参
,

4 小时 后测 其 抗 A S 效

应
,

以能否完全对抗和减弱 A S 强度为 指标
,

以完全防止发作计算 E D 。。 ,

比较三 种药 的作

表 2 鹅绒藤植物总式与抗癫痛药的协同作用

药 物

{ 一
‘m g / k g ,

不不不一一厂不不不不一
禾安英钠 !

魂
4

8 (“
·

卜6. 7 ) _

’
兮贰

+ 苯巴比妥钠 }
“

·

“ ,
·

5、 3
·

”,
二

“ 号戒 + 苯巴比妥钠 1 “
·

o ‘1
·

8、 3
·

4 ,二
青阻参

十苯巴比平钠 {
“

·

“ ,
·

“

呱叱
’

一

终
+

不竺要即 }
2 .z( ‘

.2- 4.0 二
二三签

千

奎竺盎罗 1 兰份
‘

:冲 }二

酬酬楷
央

一
乙

·

“、工
·

”、”
·

i ’
-

与单用苯巴比妥钠和苯妥英钠比 P < 。
.

0 05 。

用强度
,

结果见表 3
。

另取 3 组大鼠
,

每组 7 只
,

分别口服 1号

式
, 2 号试各 2 0 0 m g / k g

,

青阳参 5 5 m g / k g
,

隔 日一次
,

连服三次
,

于每次给药后 3
、

48 小

时分别测其抗 A S 效应
,

并记录一般反应
,

结

果见表 4
。

表 3 鹅绒藤植物总试抗大鼠 A S

药 物 声 源 性 发 作 平 均 分 数 (X 士 S动

*今

***

八”,上八J‘任

后4.5.么1.
�J士干一十一士入曰J

占J�40勺‘

号

|

|
J月朽O九JCJ,d

i药牡时吐时

给31302926(m g / k g ) 给 药 前 给 药 后 给 药 前

6
.

2 5

1 2
.

5

2 5
.

0

5 0
‘

0

2 6
.

0 士 3
.

7

3 0
.

7 士 3
.

0

3 3 3 士 3
.

8

3 3
,

3 士 3
.

8

2 0
.

0 士 5
.

6

8
.

0 土 3
.

3
. *

2
.

0 士 1
.

8 * *

0

3 2
.

0 土 3
.

3

3 5
.

0 士 2
.

7

3 6
.

0 士2
.

4

4 0
.

0 土 2
.

1

给 药 后

3 0
.

0 土 4
.

2

1 8
.

0 士 5
.

5 *

1 2 0 士 5
.

1 .

0

与给药前比较
中 P < 。

.

01
* *

P < 0
.

0 0 5
。

大 鼠口服鹅绒藤植物总试的抗 A S 作用

药 物
( m g / k g )

给药前平均分值

表 4

}
第一次给药后 (小时)

3 4 吕

第二次给药后 (小时)

3 4 8
第三次给药后 (小时 )

3

一号戒 ( 1 0 0 )

二号武 ( 1 0 0 )

青阳参 ( 3 5 )

2 2
.

9 士 2
.

8 2 0
.

0士 3
.

0 2 5
.

7 士 3
.

0 2
.

9 土 0
.

8
* . 17

.

4 土 2
.

0 .
5

.

7 土 1
.

2 * *

2 5
。

7 士 3
.

0 2 0
.

0 土3
.

0

3 1
.

4 土 3 0

2
.

9上 0
.

8 * *

2 1
.

4土 2
.

5 *
2 5

.

7 土3
.

3 1 1
.

4 士 1
.

8

5
.

7 土 1
.

9
* *

* .
1 5

.

6 士 3
.

3 * 14
.

3 士 2
.

0 .

注
:

表内数值为 x 士 S * 申
P < 。

.

01 * * P < 0
.

0 0 1

山表 3 和表 4 可见鹅绒藤属植物总式无论

给大鼠 I
.

P 或 P
.

0
,

均有 很强 的抗 A S 效应
。

1 号和 2 号武 I
.

P
.

E D 。。分别 为 1 8
.

8 ( 1 1
.

7 一 3 0
.

l )和 15
.

6 ( 7
.

3 一 2 5
.

5 ) m g / k g ,

青阳参 作 用较

弱
,

其 E D : 。为 2 5
.

3 ( 1 7
.

4 一 3 1
.

2 ) m g / k g
。

口

服也有类似规律
,

但在第三次 给药后 48 小时

2 号试和青阳参均产生蓄积中毒
,

发生惊厥
。

而 2 号试组和青阳参组各 2 只动物死亡
。

故无

法统计
。

3
.

对点燃效应 ( K E ) 发作的影响
:

实验用 18 0 一 2 0 0 9 的大鼠
,

在水合氯 醛麻

醉下
,

按 K o ni g 氏大鼠脑 定位 图谱 将电极插

入杏仁核
《4 , 。

术后 7 一 10 日开始实验
‘”, 。

将 5 级发作的大鼠分成 4 组
,

每组 4 只
,



共中两组分别一次口 服 1 号试 10 0 m g /k g
,

2

号试 50 m g / k g
,

并在给 药后 1
、

3
、

6
、

1 8 小

时实验
; 另外二组分别 口服 1 号武 5 0 m g / kg

,

2 号试 2 5 m g / k g
,

连服二 日
,

每次给药后 3
、

6
、

1 2 小时测其抗 K E 效应
。

结果证 明
,

无论

以何种给药方法实验
, 1 号贰在上述剂量下无

效
, 2 号戒和青阳参

‘2 ,有效
。

如一次 给药后 6

小时的实验结果表明
, 2 号可使发作 强度明显

减弱
,

其中 2 只由 5 级降成 1 级
,

另 2 只降为

2 级
。

三
、

其它中枢药理作用
:

1
.

对小鼠自由活动的影响
:

将小 鼠分为

5 组
,

每组 5 只
,

以红外线小鼠自由活 动记录

仪记录小鼠 自由活动
。

将小鼠放人仪器内后
,

先适应 5 分钟
,

再记录每分钟活动次数
,

连续

记录 10 分钟
,

以每分钟的均 值为指标
,

作为

给药前自身对照
。

分别在给 药后 1
、

3 小 时再

以同法记录其活动
。

结果可见鹅绒藤植物总贰

可使小鼠自由活动明显减少
,

与氯丙嚓比
,

有

较弱的镇静作用
。

结果见表 5
。

在给药后 4 小时 ;
给吗啡后 1 小时用同法实验

,

证明鹅绒藤总贰对热板法 致痛 有明 显对 抗作

用
。

结果见表 6
。

表 6 鹅绒藤植物总武的镇痛作用

正常痛阖
(5 e e )

给药后痛闭值
(s e c )

P 值

i 号 戒

2 号 戒

青 阳 参

吗 啡

吐温
一

80

1 0
.

1 士 1
.

1

9
.

3 士 0
.

8

1 4
.

7 士 2
.

3

1 2
.

1 士 1
.

0

9
.

8 士 1
.

4

3 1
.

9 土7
.

1

3 8
.

0 士7
.

2

3 9
.

0 士 2
.

7

1 6
.

0 士 4
.

8

1 2
.

9 土 1
.

7

< 0
.

0 0 5

< 0
.

0 0 5

< 0
.

0 0 5

> 0
.

0 1

> 0
.

0 1

表 5 鹅绒藤植物总成对小鼠自由活动的影响

药 物 小 鼠自由活动次数 / 分 (X 土 S劝

给给 药 前前 给药后减少次数/ 分分

11111 小时 减少(纬))) 3 小时 减 少 (% )))

111 , , 7 + 1 了 I))) 0
.

6 士 1
.

5 99
.

555 0
.

1 士 0
.

3 9 9
.

999

00000000000000000
.

1 士 0
.

3 9 9
.

999 0
.

6 士 1
.

5 9 9
.

555111 0 9
.

6士 8
.

777 0 3 士 0 5 99 888 5
.

2 士 4 4 9 5
.

888

111 2 3 0士 1 5 888 1
.

4 士 1
.

0 98
.

777 6
,

3 土 1
.

7 9 3
.

999

111 0 3
.

4土 1 2
.

555 1 3 6
.

8 士 2 3
.

5 2 3
.

555 1 2 8 士 1 1
.

3 2 9
,

000

111 7 8
.

3士 1 3
.

1111111

2
.

对热板法引起疼痛的 影响
:

将雌性小

鼠放在 5 5 土 0
.

S
O

C 恒温热板上
,

以敌后足底为

指标
,

记录痛反射时间
,

每 2 分钟测一次
,

连

测两次
,

取其均值为正常痛阂
。

选用 20 秒以

内出现反应者用于实验
。

将合格小鼠分成 5 组
,

每组 10 只
,

分别口服 1 号试 6 0 0 m g / k g
,

2 号

贰 6 0 0 m g / k g
,

青阳参 2 00 m g / k g 和等容量的

2% 吐温
一

80
。

一组皮下注射吗啡 (4 m g / k g )
。

讨 论

豹药藤和西藏牛皮消的根部总试具有与青

阳参相似的药理作用
‘’, 6 , 。

青阳参已由国家鉴

定批准作为抗癫痛药物广泛用于临床
。

前二种

植物的发现
,

为青阳参临床治疗癫病提供了更

J‘泛的药源
。

上述三种总武的中 枢药理作 用有 其特异

性
,

其作用不同于典型的中枢神经系统抑制药

或兴奋药
,

治疗剂量时
,

对动物有镇静作用及

加强苯巴比妥钠的抗惊作用
; 中毒剂量时又引

起癫痛样放电和惊厥
‘’, “’。 但对一些实验性癫

病模型如声源性发作
,

点燃效应性发作有较强

的对抗作用
。

这种作用以 2 号贰为 最强
, 1 号

贰次之
,

青阳参最弱
,

后者还易引起蓄积中毒
。

单独应用这些总武对于 M E S 和某些 化学 物质

引起的惊厥无效
,

但能加强苯巴比妥钠和苯妥

英钠的抗 M E S 效应
。

三种总试尚有镇静作用和对热板法引起的

疼痛有弱的对抗作用
,

但对幅射热引起的大鼠

疼痛无效
,

可见其抑制作用的部位主要在脊髓

以上的脑部
。

这些总贰的中毒症状是惊厥
‘”“’,

苯巴比

妥钠(30 m g / k g I
.

P
.

)有良好的治疗作 用
,

丙戊

酸钠 (4 0 0 m g / k g )
。

三吐氯 安定 (1 m g / k g )效果

较差
,

苯妥英钠 (4 00 m g / k g )无效
。

鹅绒藤属

植物总贰连续用药易发生蓄积中毒
‘” 。

临床应

用时应特别注意
,

如剂量过大
,

可能加重癫痛

发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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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Pa rtm e n t o f P ha rm a e o lo g y Pe i Y in
一q u a n , e t a l

C y n a n c h u m S a e e a tu m W
.

T
.

W a n g e x T s ia n g e t P
.

T
.

L i
,

C y n a n e h u m d e c iP ie n s S e h e id a n d

C y n a n e h u m o to Ph y llu m S c h ie d a re Pla n ts b e lo n g e d to th e e a te g o ry o f C y n a n e h u m
.

T h e Pr im a r y

Pha r m a e o lo g ie a l a e ti o n o f C y n a n e h u m o to Ph y llu m Se h ie d h a v e b e e n r e Po r te d
.

a n d it 15 w id e ly u se d

in th e e lin ie t o rr e a t e p ile p sy w ith g o o d e ffe e ts (‘ ’ 日)
.

C y n a n e h u m Sa e e a t u m W
.

T
.

W a n g e t p
.

T

L i
, a n d C y n a n e h u m d e c iPie n s S e h ie d a r e a n o th e r tw o k in d s o f Pla n ts o f C y n a n e h u m

.

T h e g e n e ra l

a lk a lo id e s , o b t a in ed fr o m th e ir r o o ts ,

h a v e s im ila r Ph a rm a e o lo g ie a l a e tio n s a s C y n a n e h u m o to Ph yllu m

S eh ie d
, a ff o rd e d p r o te e tio n a g a in s t a u d io g e n ie a n d k in d lin g e ffe c t in d u e e d se iz u re s in r a ts

.

T h e y h a v e

n o e ffe c t s o n th e M E S w he n th e y a re u se d in d iv id u a lly
,

b u t P o te n t ia t th e a n ti e o n v u ls a n t a e tio n o f

Ph
e n o b a rb ita l a n d d iPh e n ylh yd a n t o in

.

首 届 国 际 普 外 学 术 会 议 圆满 结 束

第一届国际普外学术会议于 1 9 8 6 年 n 月 3、6 日在北京召开
。

这次大会是由我国著名的外科专家
、

中华 外

科学会主任委员已故 曾宪九教授和副主任委员我校黄萃庭教授发起
,

并在中国科协国际会议中心及美国哈佛大学

医学院等有关单位的支持与赞助下召开的
。

我国党政领导万里副总理
、

卫生部陈敏章副部长
、

中国科协周培源名

誉主席等也出席了开幕式
。

本次大会的中心议题为胃肠
、

肝胆胰
、

内分泌外科和外科代谢营养问题
。

参加会议的

有来自美
、

日
、

西德
、

法
、

英
、

瑞士
、

巴基斯坦等 15 个国家的 90 位外国来宾及二百多名国内正式和列席代表
,

共交流了国内外论文 203 篇
。

一些高水平的论文在会上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

例如
:

美国匹兹堡大 学 医 学 院

T
.

E
.

st ar z l教授的同事介绍了他们 1 9 8 1 年以来共施行了 7 20 例原位肝移植术
,

其一年及五年存活 率 为 6 9% 及

62 %
。

加上他们 1 9 6 3 至 19 8 1 年所作病例共 8 90 例
。

被公认为肝移植术的世界最高记录
。

我国吴蔚然
、

朱预教授

报告的关于北京协和医院胰岛细胞瘤
、

胰头癌的治疗经验 ;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吴孟超教授介绍 了手术治疗 5 20 例

原发肝癌的体会
,

死亡率从 60 年代的 1 4
.

8 %降至 70 年代的 2
.

1%
,

80 年代 目前为 。
,

而术后五年存活 率从 70

年代 1 6%上升至 27
.

1%
。

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

上海医科大学中山医院汤钊献教授研究了既无症状又无 体 征

的亚临床型早期小肝癌的手术疗效
,

术后五年存活率可高达 72
.

9%
,

被会上外科同道们称为奇迹
。

北京 医 科 大

学人民医院黄萃庭教授结合临床及实验研究的心得
,

对肝硬化门脉高压症的发病机制提出了新的液递因素作用的

理论
,

对今后非手术治疗此病提供了可能
。

(祝学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