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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公藤甲素对大鼠垂体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含量的影响

张!武!朱建华!关!伟

摘!要!目的!了解较长期使用雷公藤甲素对正常大鼠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SLE*含量的影响# 方法!雄性 R+大鼠

%4 只随机分为 % 组!连续灌胃 ' 周!其中空白对照组 "4 只(%6丙二醇 %I@5PH!?Q.,雷公藤甲素组 "4 只(%6丙二醇雷公藤甲素混

溶液 %4

!

H5PH!?Q.# 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两组大鼠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SLE*含量!用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法观察 ,SLE在

两组大鼠垂体中的表达# 结果!雷公藤甲素组血浆 ,SLE含量与空白对照组有显著差异,,SLE在雷公藤甲素组大鼠垂体中的

表达高于空白对照组# 结论!雷公藤甲素对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轴)EJ,,*可能作用机制之一是兴奋垂体 ,SLE神经细胞!

使垂体分泌"释放 ,SLE增加#

关键词!雷公藤甲素!大鼠!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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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从单体水平了解雷公藤对下丘脑 >垂

体 >肾上腺轴的影响!本研究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和

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法检测较长期使用雷公藤甲素后

正常大鼠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SLE*含量!从形

态和功能两方面观察雷公藤甲素对正常大鼠垂体的

影响!现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Y实验材料()"*实验动物(清洁级雄性 RZ08H[/>+8O@/̂

)R+* 大鼠 %4 只!体重 "$4 )"(4H!由浙江省实验动物中心提

供!许可证号(RSgK)浙* %443 >444"# )%*主要试剂及其来

源(雷公藤甲素)雷公藤内酯醇!L0QZ:2@Q./!纯度 ##Y36*(购自

北京美迪克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促肾上腺皮质激素),SLE*

放射免疫检测试剂盒(购自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兔抗人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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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抗体!即用型 R,<S免疫组化染色试剂盒(购自武汉博

士德公司,无冰醋酸的 <2[Q- 氏固定液(饱和苦味酸水溶液

)"Y%6*'&I@j甲醛 )F46* %&I@# )3*主要仪器及型号(AgG

JVReDA全自动显微摄影系统!日本奥林巴斯 )V@̂IZ[1*公

司,S*T,R 病理图像分析系统 FY"4!北京麦克奥迪图像技术

有限公司,自动
#

免疫计数器!BS>#""#

%Y实验方法()"*实验分组(将实验 R+大鼠随机分为两

组!每组 "4 只# 包括(空白对照组) ' l"4*!雷公藤甲素组) '

l"4*# )%*药物配制和给药方法(将雷公藤甲素用 %6丙二

醇混溶!Fp保存# 大鼠适应性喂养 " 周后称体重# 空白对照

组(%6丙二醇 %I@5PH!?Q.,雷公藤甲素组(%6丙二醇雷公藤

甲素混溶液 %4

!

H5PH!?Q.# 实验期间!动物自由饮水进食# 每

3 天称体重一次!以调整用药剂量# 室温 %&p!自然光线# 两

组用大鼠灌胃器连续灌胃 ' 周后第 % 天断头处死# )3*放射

免疫分析法测定两组大鼠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SLE*含

量(大鼠快速断头取血)"IQ- 内完成*!分别注入含肝素抗凝

剂的试管和含 "46A+L,Y%b834

!

@的试管中!混匀!血样尽快

低温高速离心机离心 )Fp!344405IQ-!离心 "4IQ-*!分离血

浆!待测# 其余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F*免疫细胞化学法测

定两组大鼠垂体中 ,SLE表达水平(取出大鼠脑垂体!放入无

冰醋酸的 <2[Q- 氏固定液中固定 %FX# 取出固定液中脑垂体

标本!室温下 &46 )"446乙醇梯度脱水"氯仿透明"石蜡包

埋# 全垂体做水平切片!每片均厚 "4

!

I!依次放置于载玻片

上!免疫细胞化学 R,<S法染色)操作过程按试剂盒说明书进

行*#

3Y统计学分析(实验数据均采用 RJRR""Y& 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学处理!以上资料均为计量资料以均数 m标准差)Pm@*

表示!全部数据经方差齐性分析后!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

显著性检验!&k4Y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Y大鼠血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SLE*含量测

定结果(空白对照组 ,SLE为 %3Y4# m'Y4'-H5U!雷

公藤甲素组为 %#Y#$ mFY34-H5U!雷公藤甲素组血浆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含量均数高于空白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与空白对照组比较!&k4Y4&#

%d,SLE在两组大鼠垂体中的表达结果(见表 "#

用 S*T,R 病理图像分析系统测定各组大鼠垂体细胞

中 ,SLE的含量(形态计量结果表明雷公藤甲素组大

鼠 ,SLE阳性细胞平均灰度值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增

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4Y4&*,平均光密度 )V+

值*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增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

4Y4&*#

,SLE细胞的免疫细胞化学观察(免疫组织化学

染色后!垂体 ,SLE阳性细胞胞质呈棕褐色阳性反应

细胞!,SLE细胞多为不规则形或星形!有突起!少数

细胞为圆形# ,SLE细胞呈弥散分于垂体远侧部#

表 ()两组大鼠 %I+P在垂体中表达

平均灰度值比较)Pm@!' l"4*

组别 ,SLE)平均灰度值* ,SLE)V+值*

空白对照组 "%&YF'( m'Y4'3 4Y"#& m4Y44&

雷公藤甲素组
"3FY#%3 m&Y%'$

$

4Y%'% m4Y4"%

$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

&k4Y4&

空白对照组有少量 ,SLE细胞表达)封三彩图 $*,雷

公藤甲素组大鼠垂体 ,SLE细胞免疫反应较空白对

照组增强)封三彩图 '*# 两组大鼠垂体 EA染色未

见明显差异#

讨!!论

雷公藤):0QZ:/0̂HQ[IOQ@\20.QQE22PY\Y*系卫矛科

雷公藤属木质藤本植物!是我国拥有的一种资源较为

丰富的药用植物!有清热解毒!祛风除湿!消肿止痛!

通经活络"杀虫止血等功效# 现代药理及临床研究证

实!雷公藤具有抗炎"抗肿瘤"免疫抑制及抗生育等作

用# 因此!引起国内外的广泛重视
."/

# 自 "#3$ 年首

次报道从雷公藤根部提取分离得萜类色素雷公藤红

素以来!已从雷公藤属植物中分离得 "44 多种成

分
.%/

!属生物碱类成分 "$ 种"二萜类成分 "F 种"三萜

类成分 "' 种"倍半萜类 "% 种!还有有机酸"卫柔醇"

卫柔碱"多糖等成分
.3!F/

# 雷公藤的化学组成相当复

杂!其各组分在整体内可引起多种生物学效应!相互

间有些协同!有些拮抗
.&/

#

雷公藤醋酸乙酯提取物)LMAA*是雷公藤的有

效部位!有动物实验表明其对大鼠肾上腺在形态和功

能两方面均具有促进作用!可通过兴奋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轴发挥抗炎作用
.$/

# LMAA是一种复合物!

除含雷公藤甲素外!还含有生物碱"苷类"其他萜类等

成分#

雷公藤甲素为白色晶体!是一种有 3 个环氧基团

以及一个
"

!

%

>不饱和五元内酯环结构的构型独特

的松香烷型二萜化合物
.'/

!从雷公藤甲素的分子结

构与抗炎激素氢化可的松的分子结构比较中不难看

出雷公藤甲素的分子结构与抗炎激素的分子结构极

为相似# 李波等通过对雷公藤甲素与氢化可的松等

抗炎激素的结构"药效及不良反应的对比!初步可以

得出雷公藤具有的抗炎"免疫作用及部分不良反应均

是由于其特定的分子结构所产生的结果# 雷公藤甲

素在 LMAA中虽是微量成分!但却是发挥疗效 )抗

炎"抗免疫作用 * 和产生不良反应的主要活性成

分
.(!#/

# 因此!有必要进行雷公藤的单体成分雷公藤

甲素对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轴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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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轴 )EJ,,*是人体内分

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调节物质有肾上腺

皮质分泌的 BS"垂体分泌的 ,SLE"下丘脑分泌的

SDE!主要功能是调节蛋白质"糖"脂肪三大营养物质

及水盐代谢!它与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系统一起构成

复杂精细的内分泌 >神经 >免疫网络!共同协调机体

的功能!维护内环境稳定# 糖皮质激素对 SDE和

,SLE分泌的负反馈调节作用!是通过抑制下丘脑

SDE及腺垂体 ,SLE的合成和降低腺垂体 ,SLE细

胞对 SDE的反应性等方式实现的# 由于存在这种复

杂的反馈调节!长时间应用人工合成的皮质激素制剂

的最终结果是腺垂体 ,SLE分泌的抑制!以及因

,SLE不足而致的肾上腺皮质束状带和网状带的萎

缩!久之!受抑制的下丘脑 >腺垂体 >肾上腺轴将失

去对刺激的反应性
."4/

#

本实验用雷公藤甲素行正常大鼠连续灌胃 ' 周

后处死!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大鼠血浆 ,SLE含

量!雷公藤甲素组大鼠血浆 ,SLE含量高于空白对照

组!从机能上反映较长期使用雷公藤甲素对大鼠垂体

合成"分泌 ,SLE呈促进作用,用免疫细胞化学法测

定各组大鼠垂体中 ,SLE表达水平!雷公藤甲素组大

鼠垂体中 ,SLE表达高于空白对照组!从形态上亦反

映较长期使用雷公藤甲素对大鼠垂体合成"分泌

,SLE具有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在整体实验条件下!从机能和形态两

方面观察较长期使用雷公藤甲素对大鼠垂体促肾上

腺皮质激素含量的影响!发现雷公藤甲素对下丘脑 >

垂体 >肾上腺轴)EJ,,*可能作用机制之一是兴奋

垂体远侧部 ,SLE细胞!使其合成"分泌 ,SLE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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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中 6Q病毒感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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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RUA*的发病与 A<病毒)/Z1:/Q- >?8007Q0[1!A<;*感染的相关性# 方法!通过荧光定

量 JSD方法检测 F4 名 RUA患者和 F4 名正常人 A<;>+b,的表达# 结果!F4 名 RUA患者中 "" 例阳性,F4 名正常人对照组 3

例阳性!两组对比有显著差异性)&k4Y4&*# 结论!RUA患者 A<;感染率高于正常人!A<;感染可能是 RUA发生发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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