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眼滴油后结膜血管轻度充血
,

但 �� � 内皆恢复正常
。

眼刺激性综合评分为 �
�

�
,

在 � 一 �
�

� 之间
,

属于无

束�激性
。

�
�

�
�

� 兔阴道粘膜刺激性实验 健康未孕雌性新

西兰兔 �� 只
,

体重 �
�

� 一 �
�

�� � �
。

按体重均分 � 组
。

将兔仰卧固定于手术台
。

� 组兔阴道注人酸枣仁油

�� �� � 组兔阴道注人等量生理盐水作对照
。

给药

� � 后将兔放回笼 中
。

每天 � 次
,

连续 � 天
。

末次给

油 �水 �后 �� � 及 � 天
,

将兔分两批处死
。

取出兔阴

道肉眼观察
,

并用 �� � 福尔马林固定
,

按常规做病

理切片
,

光镜观察
。

结果表明
,

给油组两批阴道粘膜

的肉眼观察
,

粘膜表面皆光滑
,

无炎症
、

溃疡病变
。

病理切片光镜检查
,

粘膜上皮结构清晰
、

无缺损
、

无

变性坏死
、

无增生
、

间质无炎细胞浸润
。

与对照组比

较
,

皆无明显差异
。

�
�

� 豚鼠皮肤过敏实验 健康
、

背部白色的豚鼠

�� 只
,

体重 � ��
一 � � � �

,

雌雄各半
。

在实验室饲养

�� 后
,

在豚鼠的背部脊椎两侧脱毛
,

脱毛区约 �� �

� � � �
,

第 � 天按体重
、

性别均分 � 组
。

先在背部左

侧脱毛区试验
,

� 组为给油组
,

涂酸枣仁油 �
�

�� �� �

组为空自对照组
,

涂生理盐水 �
�

�� � �� 组为阳性对

照组
,

涂 �� �
,

� 一
二硝基氯代苯溶液 �

�

� � �
。

涂药

后用玻璃纸和纱布覆盖
,

胶布固定
,

保持 � �
。

第 �

天和 �� 天
,

再按 同样方法
,

分别涂药 � 次
,

做致敏接

触
。

第 �� 天做激发接触
,

按 同样方法在豚鼠右侧脱

毛区
,

分别涂酸枣仁油
、

生理盐水和 �� �
,

� 一
二硝

基氯代苯溶液 �
�

�� � 各 � 次
。

�� 后去掉受试物
,

即

刻观察
,

随后 ��
、

��
、

� �� 继续观察皮肤过敏 反应
。

结果表明
,

第 �� 天激发接触后
,

涂 酸枣仁油和生理

盐水的豚鼠脱毛区皮肤
,

皆未出现红斑
、

水肿等过敏

反应
。

阳性对照组
,

涂 �
,

� 一
二硝基氯代苯溶液 的

豚鼠则出现 中度发红
,

轻度水肿症状
,

表 明有致敏

性
。

但各组豚鼠皆未出现明显的全身性过敏反应症

状
。

� 小结

酸枣仁 油给小 白 鼠 �� �� � � � �
,

�� � � � � 及

� � � � � � �给 大 白鼠 �� ��� �� � �
,

�� � � � � 及 �� � �

� �
,

观察 � 天皆未测出 �� �。
。

给小白鼠
�� �� � � � �

,

�� � � � � � 给新 西 兰 兔背部 完整 或破损 皮肤涂
�

�

� � � � � 及 �� � � � �
,

观察 � 天
,

动物未见中毒症

状
,

无死亡
。

酸枣仁油按 � � � � �
,

�� � � � 及 �� � 口� � 不个

剂量 �按体重计算
,

相当 于成 人用量 的 ��
、

��
、

��

倍 �
,

分组给大 白鼠 ��
,

连续 �� 天
。

给油组 鼠的体

重
、

血液学检查 �血红蛋 白
、

红细胞数
、

白细胞数及

其分类 �
、

血液生化学检查 �����
、

�� �� 及血清尿素

氮
、

肌醉
、

血糖含量 �等
,

与对照组比较
,

皆无显著性

差异 �尸 � �
�

�� �
。

病理学检查
,

给油组 鼠的心
、

肝
、

脾
、

肺
、 ‘

肾
、

肾上腺
、

胸腺
、

肇丸
、

子宫
、

卵巢等器官肉

眼观察及病理切片组织形态光镜检查
,

均未发现明

显损害性病理改变
,

与对照组 比较
,

未发现 明显差

异
。

酸枣仁油每天给豚鼠背部完整或破损皮肤及兔

眼睛
、

阴道局部应用
,

连续 � 天
,

皆未见明显刺激反

应
。

给豚鼠皮肤多次致敏接触及激发接触
,

皆未发

现皮肤过敏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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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胶提取物对大鼠烫伤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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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蜂胶提取物对大鼠烫伤创面的作用

。

方法 � 采用对照组和实验组的疗效观察
。

结果 �
蜂胶提取

物对烫伤创面的作用优于对照组
。

结论
�
蜂胶提取物对大鼠烫伤创面有促进愈合

、

减少疲痕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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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胶是植物遗传精华物质与蜜蜂分泌物的复合

化合物
’
}

,

是由蜜蜂采集植物幼芽 中的树脂并混人

其 L愕分泌物及蜂蜡等加工而成的天然物质
。

蜂胶

提取物中可 以分离鉴定 出 20 多种黄酮
,

野樱素等

10 多种二氢黄酮类
,

阿魏酸等 30 多种脂肪酸及其

酷类化合物
,

赖氨酸等 20 多种氨基酸
,

没药醇等 10

多种赫类化合物
,

锌等 20 多种微量元素
,

维生素 C

等多种维生素
,

胰蛋白酶等多种活性酶和多糖类物

质 ‘2 }
。

因此
,

可能具有抗菌消炎
,

促愈合的作用
。

木实验通过 对深 n
。

烧伤和浅 n
。

烧伤的大 鼠的疗

效
,

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

1 材料

蜂胶提取物 (本院 中药室制备 )
,

烧伤湿润 膏

(L}l东长清制药厂
,

4 0 岁支
,

批号 0 10 506 )
,

硫化钠脱

毛剂
,

w i
s

t a r

大鼠 60 只
,

体重 (240
土 1 0 ) g

,

雌雄兼用

(中 国医科大 学实验动 物 中心 提供 )
,

造模 木板

28
.
7em x 13

.
4 em x ()

.
g em 。

2 方法

2
.
1 蜂胶提取物对大 鼠深 n

。

烫伤 的治 疗作用 取

W ist a
:
大鼠 30 只随机分为 3 组

,

即实验组
,

阳性对

照组 (烧伤湿润膏组 )和阴性对照组 (空白对照组)
,

每组 10 只
,

在大 鼠背部涂 上硫化钠脱毛剂
,

数分钟

后轻轻刮去
,

用清水洗净
,

使背部脱毛面积达 s
cm x

6‘ l, 1 ,

脱毛后 24 h
,

以 1
.
8 % 的戊巴 比妥钠(36m岁kg)

麻醉大鼠
。

仰卧位将大鼠固定在造模板上
,

使大鼠

的背部皮肤暴露于模板孔 内
,

将模板置人 电热恒 温

水浴锅内 80 ℃烫 12
, ,

造成深 11
“

烫伤[
’)后用纱布轻

轻擦于 水渍
,

先用 0
.
1% 新 洁尔 灭液擦洗

,

再用

0
.
05 % 醋酸氯已定(醋酸洗必泰液 )消毒创面

,

对阳

性对照组大鼠
,

将烧伤湿润膏用棉棒均匀涂抹于被

烫伤部位
,

阴性对照组 不给任何药物
。

单笼饲养进

行观察其如下指标
:
¹ 第 7 天

、

第 巧 天的创面结痴

面积
。

º 脱痴愈合时间
。

实验结果进行方差检验
,

同时
,

分别取阳性对照组 (烫 伤后 30d )完全脱痴愈

合大鼠各一只作病理学检查
。

2

.

2 蜂胶提取物对大鼠浅 n
。

烫伤的 治疗作用 另

取 W ist ar 大鼠 30 只
,

分组方法同
“
2

.

1
”

将烫伤温度

改为 70 ℃烫伤时间为 155
,

造成浅 n
“

烫伤川
。

给药

方法及观察指标均 同大 鼠深 n
“

烫伤
。

3 结果

3
.
1 蜂胶提取物对大鼠深 n

。

烫伤 治疗作 用 实验

组与烧伤湿润膏组第 7 天的创面结痴面积和脱痴愈

合时间的指标接近
,

而第 巧 天的创面结痴面积小于

烧伤膏组
,

但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1)
。

表 1 实验组对大鼠深 n
“

烫伤 的疗效观察

组别
创面结痴 面积 (

Cm Z)

第 7 天 第 巧 天
脱痴愈合时间(d )

阴性组 25
.
7 土

2

.

6 1 3

.
7 士 4

.

0 2 8

.

0
士
2

.

3

实验组 25
.
2 土

2

.

5 8

.

2
土 4

.

3
2 )

2 3

.

8
士
2

.
7 2 )

烧伤膏组 26
.
0 ,

3

.
9 1 0

.
7 士 2

.

4
‘)

2 3

.
1 士 3

.
1 ’)

注:与阴性组 比
:
烧伤膏组

’) p
< 。

,

05
实验组

“) p <
0

.

01

病理学检查结果表明
:
¹ 阴性对照组部分表皮

坏死
,

皮下组织水肿
,

并可见急慢性炎细胞浸润
,

个

别处炎症细胞延伸到皮下组织及肌层的表面
。

º 烧

伤湿润膏组部分表皮明显增厚
,

表皮细胞层次增多
,

表皮和真皮间的血管及毛细血管扩张
,

轻度水肿
,

仅

可见灶状炎细胞浸润
,

多数皮肤附件尚存
,

炎症细胞

浸润的数量及深度均匀
,

明显少于阴性对照组
。

»

实验组部分区域表皮增厚表皮下 毛细血管 明显增

多
,

急慢性炎细胞呈灶状浸润
,

深度可达 到皮下组

织
,

但炎症细胞浸润的深度及数量均少于阴性对照

组而与阳性对照组相当
。

表 2 实验组对大鼠浅 11
。

烫伤的疗效观察

组别
创面结痴面积(

、
·

m
Z

)

第 7 天 第 巧 天

8
.
3 土 1

.
1

— 脱痴愈合时间((l)

阴性组

实验组

烧伤膏组

16
.
6 士 2

.
9

1 5
.

6
士
2

.

6

1 5

.

9
士
1

.

9

6

.

3
土
2

.

5
2 )

6

.

4
士
1

.

s
j)

2 3

.

7
士
3

.

0

1 9

.

3
士 ]

.

6
2 )

2 0

.

6
士 1

.

7
1)

注
:
与}矜胜组 比

:
烧伤膏组

’
)P

<
0

.

05 实验组
2
)P
< 0
.
01

3
.
2 蜂胶提取物对大鼠浅 n

。

烫伤 的治疗作用 蜂

胶提取物使大鼠浅 n
“

烫伤第 巧 天的创面结痴面积

减少
,

脱痴愈合时间缩短
,

与阴性对照组相比有显著



性差异
。

实验组 与烧伤膏组第 7 天
、

第 巧 天的创面

结痴面积和脱痴愈合时间两项指标接近 (见表 2)
。

4 讨论

烧伤后皮肤的屏障功能破坏
,

体内的水分电解

质
,

蛋白质和热量可经烧伤创面丢失
,

病菌也易 由创

面侵入
,

引起局部或全身的感染
。

因此重建或恢复

皮肤屏障功能是烧伤治疗的根本目标
。

蜂胶提取物

含有大量黄酮
,

类黄酮
,

酶类和微量元素
,

成膜性能

好
,

具有 良好的透气性
,

避免了因透气性差引起的组

织水肿的缺点
.
又克服 了人工皮肤膜剂生产工艺复

杂
。

而且还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

避免了创面的感

染
,

并具有镇痛作用
。

蜂胶提取物能够改善血液和

淋巴循环
,

降低血管的渗透性
,

较快的促进伤口上皮

和肉芽的发生
,

限制瘫痕的形成
,

促进坏死组织的脱

落
,

促进创面的愈合
。

作脱痴愈合病理学检查时
,

由于三组的完全脱

The Journ alofPhallnaeeutiealPraetiee Vo」
.
2 1 20() 3 N

o.4

痴愈合时间不同
,

因此
,

取样时间不同
,

阴性对照组

完全愈合时间最长
,

取样时间为 30 d
,

从结果看
,

与

阴性对照组 比
,

实验组的炎性细胞浸润的深度及数

量均有减少
。

说明蜂胶的提取物对大鼠的烫伤有一

定作用
,

蜂胶在辽西地 区来源广泛
,

价格较低
,

蜂胶

提取物在烫伤创面的应用上有一定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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