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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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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中药肠毒清口服液对全身性炎性反应综合症!

MÂM

"的大鼠抗氧化能力$脾淋巴细胞增殖活性的影响#从

而为中药肠毒清口服液治疗
MÂM

提供实验依据%方法
!

将
3)

只雄性
MW

大鼠随机分为
$

组!

!c+

"%用腹腔注射酵母多糖悬浊

液造
MÂM

模型#对照组和实验组分别给予
LM

和不同浓度肠毒清口服液灌胃%末次给药后第
*

天处死#检测大鼠抗氧化能力$淋

巴细胞增殖活性等%结果
!

治疗组和模型组均出现一般情况的恶化)各组大鼠
MA

$

V2%N&

$

CW%

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逐渐趋于

LM

组#但是无统计学意义!

<

%

),)$

")实验组总
MNW

与
;M\2

F

P

明显低于
LM

组!

<

$

),)$

"%结论
!

高剂量的肠毒清口服液可能

通过增强机体免疫#缓解
MÂM

%

关键词"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

!

淋巴细胞增殖活性)

!

大鼠)

!

肠毒清口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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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对全身性炎性反应综合症$

MÂM

%和多器

官功能衰竭$

CNWM

%的研究正在深入!从
MÂM

的机制和治疗

发展趋势来看!

MÂM

的防治并不是仅仅在某个发病机制环节

上实行单纯的阻断!而是需要整个免疫调节-

!

.

#有研究表示大

黄"白头翁"厚朴均有抑菌和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

.

!丹参可以减

轻组织或器官的炎症损伤-

!

.

!笔者精选大黄"白头翁"厚朴"枳

实"丹参"水蛭等
#

味药组成的复方制剂!采用现代工艺研制成

肠毒清口服液-

(

.

!通过建立
MÂM

动物模型利用六经辨认进行

实验研究探讨肠毒清口服液对于
MÂM

的防治作用#

$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动物
!

普通级
MW

大鼠
3)

只!

$

"

1

周龄!体重
!#)

"

())

B

!雄性!恒温
((`

室内饲养!正常光照时间
+

(

))

"

()

(

))

!

无饮食饮水限制#

$,%

!

实验试剂及器材
!

肠毒清口服液$甘肃省中医院%"酵母

多糖"液体石蜡"

>̂CA2!#3)

培养液"刀豆蛋白$

&80%

%"十二

烷基硫代硫酸钠$

MWM

%"

CVV

$四氮噻唑蓝%"

MNW

$超氧化物歧

化酶%试剂盒"

;M\

$谷胱甘肽
2

过氧化物酶%试剂盒"

CW%

$丙

二醛%试剂盒"

V2%N&

$总抗氧化能力%试剂盒等"生物安全柜"

&N

(

培养箱"高压灭菌器"干燥箱等#

$,&

!

动物模型的建立
!

将酵母多糖和液体石蜡混合!磁力搅

拌器搅拌
!$=.0

混匀制成悬浊液!

!))`

水浴
+)=.0

灭菌!制

成浓度为
!))=

B

)

=H

的酵母多糖
2

石蜡悬液$

e>M

%!冷却后放

入
3`

冰箱备用!临用前
3)`

水浴及高频搅拌
!$=.0

后注

药#

MW

大鼠实验前
!(

开始禁食!但不禁水!实验前
!

"

(S

称

重并测肛温#

MÂM

模型判断标准(注射
e>M

后较注射前肛温

升高或降低
!`

"

dT&

增加
!

倍或减少
$)Z

"呼吸频率超过正

常值
(

倍或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9&N

(

%较正常降低
($Z

"心

率较对照值增加
$)Z

-

*

.

#

$,'

!

实验分组
!

将
MW

大鼠随机分为
$

组!每组
+

只(生理盐

水$

LM

%为正常组-腹腔注射$

.

F

%灭菌
LMa

灌胃$

.

B

%

),3=H

LM

./模型组$

.

F

1$)=

B

)

R

B

e>Ma.

B

),3=HLM

%/低剂量组

$

.

F

1$)=

B

)

R

B

e>Ma.

B

),3=H

低剂量肠毒清%/中剂量组$

.

F

1$)=

B

)

R

B

e>Ma.

B

),3=H

中剂量肠毒清%/高剂量组$

.

F

1$)

=

B

)

R

B

e>Ma.

B

),3=H

高剂量肠毒清%!连续
*I

!

(

次)天!以

上各组末次给药后在常规饲养条件下观察
*I

#

$,(

!

抗氧化能力检测
!

MW

大鼠乙醚麻醉!采血!

*)))?

)

=.0

离心
!$=.0

分离血清!

Y()`

保存待用!血清总
MNW

"

;M\2

F

P

"

CW%

"

V2%N&

按各试剂盒说明操作!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吸

*

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A07GH9DC<I

!

4<D?59?

J

()!(

!

K8:,**

!

L8,*



光度#

$,)

!

淋巴细胞增殖活性的的检测
!

CVV

法检测脾淋巴细胞

增殖情况#末次给药后第
*

天处死大鼠!无菌取脾!常规制成

淋巴细胞悬液!用含有小牛血清的
>̂CA2!#3)

调细胞浓度为

$g!)

$

)

=H

!取
!)

*

H

细胞悬液接种于
"#

孔培养板中!实验孔

加入
!)

*

H&80%

$终浓度为
$=

B

)

H

%!对照孔加
!)

*

H >̂CA2

!#3)

#各组设
*

个复孔!将培养板置于
*1`

!

$Z &N

(

培养箱

中
#)S

!培养结束前
3S

取出加入
!)

*

H CVV

!继续培养
3S

后取出加入含
),)3Z \&:

的
MWM!))

*

H

!

*1`

过夜!次晨于

酶标仪
$1)0=

处测
NW

值!并计算刺激指数$

MA

%(

MAc

实验孔

NW

)对照孔
NW

-

321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M>MM!1,)

分析!计量资料用方差分

析或
@2M

检验!检验水准
9c),)$

#

%

!

结
!!

果

%,$

!

动物症状"体征
!

LM

组大鼠
.

F

灭菌
LM

后一般状况没有

明显的变化!模型组大鼠
.

F

e>M(3S

后出现呼吸加粗"加快"

心率加快"肛温明显增加!表示造模成功#

3+S

后出现腹部包

块"口鼻血性分泌物等#解剖后可见腹腔内不同程度的脏器粘

连!肺部充血明显!治疗组情况相似!中剂量和高剂量较轻#

%,%

!

抗氧化指标
!

各组大鼠
CW%

和
V2%N&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低剂量组总
MNW

明显低于
LM

组和模型组$

<

$

),)$

%/

高剂量组
;M\2

F

P

明显低于
LM

组和模型组$

<

$

),)$

%!见

表
!

#

表
!

!!

各组大鼠抗氧化指标 #

Dj;

$

组别
! CW%

$

0=8:

)

H

% 总
MNW

$

U

)

=H

%

V2%N&

$

U

)

=H

%

;M\2

F

P

$酶活力单位%

LM

组
+ *,3#j!,!$ !+!,3#j!3,$1 1,3$j1,!$ !("1,1"j!3#,$3

模型组
# *,+"j!,*+ !#",1)j!3,!! $,#!j$,)) !!($,$+j!11,$*

#

低剂量组
# $,("j(,+* !*$,+$j(3,+

##

1,33j*,") ++#,1"j!!",1$)

#

高剂量组
1 *,"(j!,!+ !1",*)j!3,#1 1,*$j),)) #!(,*#j()!,")

##

!!

#

(

<

$

),)$

!与
LM

组比较/

#

(

<

$

),)$

!与模型组比较#

%,%

!

淋巴细胞增殖活性
!

除高剂量组之外其余试验组大鼠

MA

都大于
LM

组!模型组
MA

大于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但都没

有统计学意义!

LM

组
MA

与高剂量组接近!见表
(

#

表
(

!!

各组大鼠
MA

计算结果 #

Dj;

$

组别
MA

LM

组
!,)1j),*!

模型组
!,3$j!,)3

低剂量
!,*3j),**

中剂量
!,##j),+#

高剂量
!,)#j),*1

&

!

讨
!!

论

腹膜是人体内面积最大的上皮组织!受到感染或非感染因

素刺激时!易于诱发
MÂM

#夏肖萍等研究显示注射
1$)=

B

)

R

B

e>M

!能有效诱导大鼠发生
MÂM

!且多次试验结果均相

似-

+

.

#因此本次试验用
.

F

1$)=

B

)

R

B

e>M

造模 #各试验组大

鼠在给药期间表现不同程度的发热"呼吸加粗等症状!随着给

药时间的延长!高剂量组大鼠肛温逐渐趋于正常#

总
MNW

"

;M\2>i

是动物体内主要的抗氧化酶!它们的含

量和活性影响机体内的活性氧自由基水平及脂质过氧化终末

代谢产物
CW%

/

V2%N&

是衡量机体总抗氧化能力的指标!它

的高低代表机体的总抗氧化能力-

"

.

#抗氧化的活性越高!说明

机体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越强!从而降低了因
MÂM

导致的氧

自由基堆积引起的膜脂质的过氧化-

!)2!(

.

#试验过程中试验组

大鼠注射
e>M

造模!由于
MÂM

导致动物总
MNW

"

V2%N&

"

;M\2

F

P

均低于
LM

组!从而使得脂质过氧化的代谢产物
CW%

在体内堆积!随着给药浓度的增加!机体总
MNW

"

V2%N&

逐渐

趋于正常组!因此高剂量组的
CW%

水平接近
LM

组!提示高剂

量的肠毒清口服液可以清除因
MÂM

导致的氧自由基的堆积!

防止脂质过氧化!这与大黄等可以清除血浆"肝脏等组织中的

氧自由基等报道一致-

!(

.

#

研究表示
MÂM

的反应需要机体整个免疫系统的调节-

!

.

!

而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外周免疫器官!其产生的抗体在机体的防

御和免疫应答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

.

#淋巴细胞增殖能力的强

弱变化可作为判断免疫反应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32!$

.

!本试

验通过用
680%

在体外刺激淋巴细胞增殖活性!观察中药肠毒

清口服液对
MÂM

的治疗作用!研究发现试验组的
MA

都大于

LM

组!而治疗组的
MA

均小于模型组!尤其是高剂量组!

MA

基本

趋于
LM

组的水平!表示通过肠毒清口服液的治疗!大鼠的淋

巴细胞增殖活性基本恢复正常!提示中药肠毒清口服液可以通

过调节免疫系统缓解
MÂM

!这与大黄等可以增强免疫的报道

一致-

(

.

#

综上所述!低剂量和中剂量的肠毒清口服液对
MÂM

基本

没有作用!可能是由于药物的浓度较小或者是给药的时间较短

所致!高剂量的肠毒清口服液可以调节
MÂM

机体的抗氧化能

力!可能通过增加淋巴细胞增殖活性!增强机体免疫!缓解
e>M

导致的
MÂM

!阻止其进一步发展为
CNWM

!延长给药时间可能

会使治疗效果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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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叶酸等维生素消耗增加!这些因素均可导致重症肝炎患者

体内叶酸等维生素水平降低!提示重症肝炎患者体内
\6

J

水

平增高很有可能与体内叶酸等维生素含量不足有关#有报道

在炎症性肠病患者服用叶酸后!体内
\6

J

水平明显降低#

由于对重型肝炎的具体发病机制了解还远远不够!因此!

重症肝炎患者血浆中的
\6

J

增高的原因是有待证明问题之

一#中国重症肝炎患者血浆的
\6

J

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也需要

更深入的临床研究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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