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耐�词 �� � ���� �� � �� ���� � �� �� ��� � � �」
�

� �四 �� �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 ��

�

�面
� � �� ��� �切 �耐

� � ��� � �� �

�� 一�� �  �� ��� 梦� �� � �� � � ���� �� �� ��� � �� ��
��� 伴� 一� ��� � �� 价

� ��� ��
门

� � �� ��

�
� � ���

,

��� �
,

�� �� �
� �� �

�

张 琅
,

张俊平
,

王杰松
,

等
�

黄颜木素对 � �� 一
肠 细胞增殖

和胶原合成的影响 【�〕
�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

�� ��
,

�� ���
�

�以
�

�� 」 �� 晚、
�

��
,

����� �� � � ��
�

����� 帅���� 二
��� � �。 ���� � � �

�� ��
�

�� �� �� � � � �� �� � 阮��、 � ��
�

� ��� 
� �哪

,

��� �
�
� ��� � � 一� �

�

收稿日期
� ��� �伪刃�

田基黄提取物保肝作用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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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以 � 一半乳糖胺盐酸盐腹腔注射造成大鼠急性肝损伤模型

,

观察田基黄药材不 同提取部位的肝

保护作用
,

最终确定有效部位
。

方法
�
将 �� 大鼠给 �

一
半乳糖胺盐酸盐造成急性肝损伤模型

,

腹腔注射田基黄

不同溶剂的提取物
,

观察血清中的 ���
、

�� � 的变化
,

确定有效部位
。

结果
�
给予田基黄乙醉总提物和乙酸 乙醋

部位均可降低大鼠血清中的 ���
、

���
。

结论
� 田基黄乙醉总提取物和乙酸乙醋部位具有明显的保肝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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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基黄
,

又名地耳草
,

是藤黄科金丝桃属植物地

耳草(场恻成
“
m J al 刃n ic “m

Th im b

.

) 的全草
,

民间用

来治疗肝炎
、

阑尾炎等症
,

具有清热解毒
、

消肿止痛

等功效川
。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
,

田基黄可以保护肝

脏
、

提高免疫功能
,

还具有肿瘤细胞抑制作用I
’〕

。

笔者观察了田基黄总提物和各不同萃取部位对急性

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

最终确定了其有效部位
,

现将实

验结果报告如下
。

鉴定为藤黄科植物田基黄的全草
。

田基黄药材以

95 % 乙醇提取浓缩制备成总提物
,

再依次以石油醚
、

氯仿
、

乙酸乙醋
、

正丁醇和水进行分部萃取
,

浓缩得

到各部位提取物
。

D
一
半乳糖胺盐酸盐 ( D

一

ga la
c
-

t o s

am

i
n e

h y d

r’OC h一
ori de )购 自Fl

uka 公司
。

苦参碱注

射液系广州明兴制药有限公司产品
。

1

,

3 仪器 B巧
一
3 70

p lu
s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系西

班牙公司产品
。

1 材料

1
.
1 动物 SD 大鼠

,

清洁级
,

雌雄兼用
,

体重 180
一
24 0 9

,

由第二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1

.

2 药物及试剂 田基黄采集于江西九江
,

生药学

‘金项目
: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资助项 目(以Dz l9 815 )

.

作者简介
:
苏娟(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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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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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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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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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与结果

2
.
1 田基黄不 同提取部位对 大鼠急性肝损伤的保

护作用 SD 大鼠90 只
,

雌雄各半
,

按体重随机分为

9 组
,

除正常对照组不造模不给药外
,

均腹腔注射药

物
。

田基黄不同提取部位的剂量均按照其得率折算

成相当于 田基黄药材的量
。

每 日 1 次
,

连续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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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
,

在给药第 6 天时腹腔注射 D
一
半乳糖胺盐酸盐

soo m 岁kg 一次
。

大鼠腹腔注射 D
一
半乳糖胺盐酸

盐 soo m 岁kg 后 48h
,

令动物禁食过夜
,

仍 自由饮

水
。

称量动物体重
,

摘眼球采全血
,

测定血清中的

A LT 和 AST 值
。

结果见表 1
。

结果表明
,

田基黄乙醇总提物和乙酸乙醋部位

可以降低 D
一
半乳糖胺盐酸盐所致大鼠急性肝损伤

血清的 A ST
、

A
LT

,

具有保肝作用
。

2

.

2 乙酸 乙醋部位不 同剂量对大鼠急性肝损伤的

保护作用 SD 大鼠60 只
,

雌雄各半
,

按体重随机分

为 6 组
,

除正常对照组不造型不给药外
,

均腹腔注射

药物
,

根据乙酸乙酷部位的得率折算成药材的量
,

高
、

中
、

低剂量组的给药量分别为相当于田基黄药材

量 1
.
8

、

0

.

6

、

0

.

2
g/

k g

,

每日 l 次
,

连续注射 7d
,

在给

药第 6 天时腹腔注射 D
一
半乳糖胺盐酸盐 soo m 岁

kg
,

一次
。

腹腔注射 D
一
半乳糖胺盐酸盐 soo m岁kg

后 48 小时
,

令动物禁食过夜
,

仍 自由饮水
。

称量动

物体重
,

摘眼球采全血
,

测定血清中的 ALT 和 A sT

值
。

结果见表 2
。

表 1 不同部位提取部位对大鼠急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n 二

10 )

组别
剂量 (相当于

药材量 配k动
ALT
nmol/ (L

· ,

) A S T
: l m o

l/ ( l

·
,

)

正常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苦参碱组

乙醉总提物组

石油醚组

抓仿组

乙酸乙醋组

正丁醇组

水提液组

0

0

0
.
05m g/ kg

0
.
6

0
.
6

0
.
6

0
.
6

0
.
6

0
.
6

给药前体重(g )

2 12
.
1 士 1 1

.

3

2 1 1
.
7
土
1 3

.

7

2 1 3
.
7
士
1 2
.
5

2
09

.
6
士
1 5

.
6

2 《沁
.
5 土 1 2

.
3

2 1 1
.
8
士
1 1
.
5

2 0 6
.
6
士
1 4

.
1

2 1 1
.
5
士
1 1
.
9

2 1 0
.
7
土
1 2

.

2

给药后体重(g )

242
.
8 士 2 1

.
7

2 4 2
.
9
士
2 8

.

5

2 4 0
.
0
士
2 3

.
7

2 3 7
.
9
士
2 0

.
1

2 2 6

.

4
土 】9

.
8

2 3 3
、

6

土
2 5

.
1

2 2 2
.
4
士
2 6

.

1

2 2 3
.
9
士
1 8
.
6

2 2 7

.

8
士
2 0

.

5

1 8 0 7
.
5
土
4 9 6

.

7

5 8 7 0
.
8
土
3 8 1 5

.

7
1 )

3 3 2 5
.
2
土
2 1 9 9

.
6
2 )3 )

3 4 1 8
.
9
士
1 9 8 3

.

8
2 ) 〕〕

5 3 5 9
.
0
士
2 8 7 5

.
9
1 )

5 1 8 7
.
5
士
3 0 1 2

.
6
1 )

3 6 1 1

.

7
士
2《兀网

.
7 2 ) 3)

5 10 5
.
1 士 3 1 1 0

.
4
1 )

5
(X)

3

.

6
士
2 8
9()

.

4
1〕

3 2 6( ) 4
士
8 3 5

.

1

5
66

7
.
1
土
3 1 2 2

.

1
2 )

3 7 9 2
.
1
士
1 9 6 7

.
9
3 )

3 7 14
.
6
士
1 8
96

.
1
〕)

5 3 4 1 8
士
3 (幻5

.
9

5 3(X 】
.
6 土

29
8 7

.

4

3 4 1 8
.
6
士
1 8 5 9

.
6
〕、

5 2 9 8
.
5
士
2 8 7 5

.

3

5 3 1 1
.
6
士
3 (洲〕3

.
7

注
:
苦参碱组的给药剂量为腹腔注射50 m『kg;

nm oU (L
·

s

) 为 AsT
、

A

LT
的通用国际单位即纳摩尔每秒每升

。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尸< 0

.
01 ;2 )尸 < 0

.
05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3’
p
<
0
.

05

。

表 2 乙酸乙命部位不同剂t 对大鼠急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n 二

10 )

组别
剂量(相当于

药材量 岁kg )

0

0

50 m了kg

1
.
8

0
.
6

0
.
2

给药前体重(g )

210
.
5 士 1 0

.

8

2 1 2

.

8
土
1 4
.
1

2《为
.
7 士 1 3

.
8

2 1 2
.
9 土 1 3

.
7

2 0 8
.
3 士 1 1

.

8

2 1 5
.
6
士
1 2
.
0

给药后体重(g )

237
.
8 土 1 8

.
8

2 4 0

.

7
土
2 0

.
7

2 4 3
.
8
士
2 2

.
7

2 3 4

.

8
土
1 8
.
4

2 3 1

.

8
土
1 5

.

7

2 2 8
.
8
士
2 3

.
5

A
LT

n m o
l/ ( L

·
,

) A
ST

n m o
U ( I

·
s

)

正常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苦参碱组

高剂量组

中剂量组

低剂量组

1875
.
6 土

5 1 0
.
7

5 7 8 6
、

9

士
3 7 5 2

.

6
1 )

3 2 9 7

.

6
士
2 2 1 1

.

6
2 )3 )

3 4 3 2

.

6
土
1
99

7
.
4
2 )〕)

3 5 2 0
.
6
士
2 0 1 1

.
9
2 )3 )

4 8
96

.
5
土
3 1 8 6

.
3
1 )

3 3 14
.
8
t
7 9 8

.
6

5 5 8 7
.
4
土
3 0 8 9

.
6
2 )

3 8的
.
4 士

1 9 8 6

.

5
3 )

3 8 0 5
.
4
土
1 9 《X )

.
3 3)

3 8 79
.
1 土 1 8 6 5

.
4

4 3 6 9
.
5
士
2 7

69

.

4
2 )

注
:
苦参碱组的给药剂量为腹腔注射50 m『k g;

nm 。
口(L

·
,

) 为 AsT
、

A

LT
的通用国际单位即纳摩尔每秒每升

。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尸 < 0

.
0 一;2 )尸< 0

.
0 5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3)尸 < 0
.
0 5

。

结果表明
,

田基黄乙酸乙醋部位中
、

高剂量组可

以降低 D
一
半乳糖胺盐酸盐所致大鼠急性肝损伤血

清的 AsT
、

A
LT

,

具有保肝作用
。

3 讨论

田基黄是藤黄科金丝桃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
,

民间应用多年治疗肝炎
,

田基黄的制剂如田基黄注

射液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急慢性病毒性肝炎
,

取得

较好的疗效
。

田基黄的化学成分丰富
,

含有黄酮类
、

内醋类
、

色原烯类
,

缩二氨酸衍生物
,

咕吨酮类
,

间环

己三醇衍生物等化合物〔’〕
。

D
一
氨基半乳搪胺盐致急性肝损伤是常用的模

型 L4〕
。

大剂量的 D
一
半乳糖胺盐酸盐可引起严重的

肝细胞损伤
,

且该模型的肝组织病理学特征与人类

病毒性肝炎极为类似
。

本实验在此模型的基础上观

察了田基黄不同提取物的保肝作用
。

研究结果表明
,

田基黄乙醇总提物和乙酸乙醋

部位具有良好的保肝作用
,

能显著降低急性肝损伤

大鼠血清中的 A LT
、

A S T 值;高
、

中剂量的乙酸乙醋

部位亦能降低大鼠血清中的 A LT
、

A
ST 值

。

这一结

果提示
,

田基黄药材具有保肝作用
,

而保肝作用的活

性部位则是乙酸乙酷部位
。

高
、

中剂量的乙酸乙醋

部位萃取物具有良好的保肝作用
。

研究通过药理活性跟踪筛选的方法
,

最终确定

了田基黄的有效部位为乙酸乙醋部位
,

经进一步的

化学成分鉴定
,

其中主要含黄酮类成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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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女性不同年龄组的肝代谢功能研究

李群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3 医院药剂科
,

广西 南宁 53002
1)

摘要 目的
:
探讨健康成年女性不 同年龄组肝代谢功能的差别

。

方法
:用 R P 一 H

PL
C 检刚 49 例 18

一
34 岁

,

46 例 35 一
5 0 岁

,

18 例 51 一
60 岁成年女性健康受试者的唾液咖啡 因清除率(SC L)

。

结果
:18 一 34 岁年龄组

的 SC L 在正常值范围
,

1 8
一
34 岁年龄组

、

35

一
50 岁年龄组和 51

一
60 岁年龄组各组 间比较

,

差别显著 (尸 <

0
.
00 1 )

。

结论
:
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

,

sC
L 下降

,

肝代谢功能减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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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健康女性不同年龄组肝代谢功能的定量

资料
,

我们用 即
一
H P L e 川检测了 49 例 15

一
3 4 岁

、

4 6 例 35
一
5 0 岁

、

1 8 例51
一
6() 岁共 113 例健康成年

女性的唾液咖啡因清除率(SCL)
,

获得了不 同年龄

组肝代谢功能定量资料
,

现报告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LC

一
6 A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系统 (日本

岛津制作所 )
,

药代动力学和生物药剂学程序包

(PK BP
一 N I

,

南京军区总医院编 )
。

咖啡因注射液

(上海信谊制药厂
,

批号
:
95 100 1)

。

1

.

2 受试者 113 例健康受试者来 自于常规体检

无异常发现的广西各部队和本院心
、

肝
、

肾均正常的

骨科泌尿外科的住院患者
。

年龄 18 一
60 岁

,

平均

38 岁
。

1

.

3 取唾液 0
.
7m L 各 2 份

,

用 RP
一
H P L e 川测算唾

液咖啡因清除率值
。

作者简介
:
李群安( 1954

一

)

,

男
,

RIJ 主任药师
.
乳l
:(077一)2 5 7 0 2 65

.

2 结果

113 例不同年龄组健康成年女性的肝功能及

SC L 结果见表 l
,

表 l显示 49 例(18
一
3 4 岁)SCL 为

2
.
18 士 0

.
4 l m

U (
m i
n ·

k g

) 与46 例(35
一
5 0 岁)SCL

为 1
.
66 土 0

.
5 0 m 口(m i

n ·

k g

) 及 18 例(5 1
一
印 岁)

SC L 为 1
.
17 土 0

.
Z l m 口(m i

n ·

k g

) 比较
,

差别显著

(尸均 < 0
.
00 1)

,

表明女性随着年龄增加
,

S C L 下降
,

肝代谢功能减低
。

裹 1 不同年幼段成年女性的肝功能及

睡液咖啡因漪除率侧定结果(元土
,

}

年龄段(岁)

18 ~ 34

35 ~ 50

51 ~日)

例数
肝功检查结果

’)

川口
,

( 沙L)ALB (『L ) 叮(
。
)

8 士5

7 士 4

8
士
3

49
士5

4 5 土6

4 9 士
5

1 2
.
5
土
1
.
0 2

1 2
.
4
士
0
.
8 3

1 2
.
4
士
0
.
6 9

SC
L
Z )

(
n通/

~

·

吨)

2
‘

1 8
土0

.
4 1

l
‘

66

土0
.
5 0

l
‘

1 7

士
0
.
2 1

494618

注 :l) 正常值人叮 为5
一
钓U/ L

,

A L B 为32
一
55 了L

,

盯为 11
.
0 一

l4. 浅
。

2) 第 1 组分别与第2 组
、

第3 组比较
,

尸均 < 0
.
00 卜第2 组与第

3组比较 P
< 0
.
00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