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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

磁波"对 F:大鼠进行妊娠期全程暴露"没有发现该

强度电磁波对子代大鼠张耳#脐带脱落#萌齿#睁眼等

发育指标有显著效应$ 在对其不同阶段的体重#身

长#尾长#大脑重量等生长指标进行比较"也没有发现

实验组和对照组间的差异"提示该强度电磁辐射对妊

娠期 F:大鼠的子鼠生长发育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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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痛方及其有效成分对高糖培养的施万细胞增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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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中药糖痛方含药血清及其主要有效成分川芎嗪#黄芪多糖对高糖培养的施万细胞增殖的影响$ 方

法!利用 UUXY+ 细胞增殖试剂观察不同浓度的糖痛方含药血清#川芎嗪单体#黄芪多糖单体及川芎嗪和黄芪多糖混合物在 1;

6$2K 之间对高糖培养的施万细胞增殖的影响$ 结果!高糖培养下施万细胞增长受抑制"而不同浓度的糖痛方含药血清#川芎

嗪单体#黄芪多糖单体及川芎嗪和黄芪多糖混合物在 $2K 内均可促进高糖培养的施万细胞增殖/不同浓度的糖痛方含药血清对

施万细胞增殖作用明显优于川芎嗪单体#黄芪多糖单体及川芎嗪和黄芪多糖混合物%!]#4#9&$ 结论!糖痛方含药血清可以减

轻高糖对施万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且中药复方的作用明显优于中药单体$

关键词!糖痛方!高糖培养的施万细胞!细胞增殖!川芎嗪!黄芪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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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糖痛方是根据笔者所在科室多年来治疗糖

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经验而创立的方剂$ 经

临床研究证明该方能够改善 :?>患者的临床症状"

明显缓解局部不适"同时能够使部分神经的传导速度

得到恢复
,""1-

$ 基于以往的工作基础"本实验通过将

不同浓度的糖痛方含药血清以及糖痛方中主要药物

的单体川芎嗪和黄芪多糖分别作用于高糖培养的施

万细胞%FU&"观察在不同时间点上各组施万细胞增

殖的状况"为探明中药糖痛方治疗 :?>的可能机制

提供实验依据$

材料与方法

"4试剂与材料!盐酸川芎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黄芪多糖%上海友思生物有限公司&#:Y葡萄糖%北京益利精

细化学品有限公司&#

0

型胶原酶 % FTN\L公司& #胰蛋白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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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N\L公司& #:8<8YB"1 细胞培养基 %%OSIHMD公司& #胎

牛血清%%OSIHMD公司& #[B@B因子%?DG(H)DSK 公司& #多聚左

旋赖氨酸 %FTN\L公司& #细胞培养箱%%D(LDR.& #UUXY+ 细

胞增殖试剂%日本同仁化学研究所&$

14实验动物!成年 F:雄性大鼠和新生 2 天 F:大鼠"由中

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提供$

34糖痛方含药血清制备!将糖痛方 %由生黄芪#川芎#桂

枝#白芍#姜黄#土鳖虫等组成&用蒸馏水煎为浓缩液$ 将 F:

雄性大鼠 1# 只%体重 19# t1#N&随机分为 ; 组" F?B级环境

适应性喂养 1;K 后开始灌胃$ 糖痛方高剂量组按成人 "# 倍

剂量给药%19N-C&"中剂量组按成人 34"2 倍剂量给药 %04$N-

C&"低剂量组按成人等倍剂量给药%149N-C&"空白对照组予同

等体积蒸馏水
,3-

$ 每日灌胃 1 次"连续 3 天$ 末次灌胃后 "K

用 1#5乌拉坦溶液腹腔注射麻醉"腹主动脉取血$ 所采动脉

血室温静置 3K"39##(-\TM 离心 "#\TM"收集血清"过滤分装"

Y1#u冰箱保存$

;4川芎嗪#黄芪多糖及二者混合液的制备!盐酸川芎嗪用

无血清培养基稀释成 3 个浓度!3###3##3\N-7分别作为高#

中#低剂量组/黄芪多糖用无血清培养基稀释成 3 个浓度!

"2###"2##"2\N-7分别作为高#中#低剂量组/将盐酸川芎嗪

3##\N-7和黄芪多糖 "2##\N-7等比例混合作为混合高剂量

组#盐酸川芎嗪 3#\N-7和黄芪多糖 "2#\N-7等比例混合作

为混合中剂量组#盐酸川芎嗪 3\N-7和黄芪多糖 "2\N-7等

比例混合作为混合低剂量组$

94对高糖培养施万细胞的分组及处理!参考连小峰等人

的方法
,;-

体外培养高纯度的施万细胞$ 将生长状态良好的第

1 代施万细胞消化#离心"制成单细胞悬液"用培养液稀释成

#49 v"#

;

个-孔"接种于 $2 孔板中$ 共分为 "; 组"每组 ; 个

复孔$ 具体分组如下!对照组#高糖组#高糖加川芎嗪高剂量

组%高糖 p川高&#高糖加川芎嗪中剂量组%高糖 p川中&#高

糖加川芎嗪低剂量组%高糖 p川低&#高糖加黄芪多糖高剂量

组%高糖 p黄高&#高糖加黄芪多糖中剂量组%高糖 p黄中&#

高糖加黄芪多糖低剂量组%高糖 p黄低&#高糖加川芎嗪和黄

芪多汤混合物高剂量组%高糖 p川黄高&#高糖加川芎嗪和黄

芪多汤混合物中剂量组%高糖 p川黄中&#高糖加川芎嗪和黄

芪多汤混合物低剂量组%高糖 p川黄低&#高糖加糖痛方含药

血清高剂量组%高糖 p方高&#高糖加糖痛方含药血清中剂量

组%高糖 p方中&#高糖加糖痛方含药血清低剂量组 %高糖 p

方低&$ 参照有关报道的高糖干预方法
,9 60-

"对照组采用

:8<8B"1 培养基 %含 "049\\HI-7@F &"其余组均采用

:8<8B"1 加高糖培养基%含 9#\\HI-7@F&$ 各组培养液中

的血清均采用制备的 F:大鼠的血清"含药血清组各采用 95

的高#中#低剂量组大鼠的含药血清"其余组均采用 95的空白

对照组大鼠的血清$ 待细胞完全贴壁后"吸净原培养液"分别

加入以上各种不同的培养液"置 95Ud

1

#30u恒温培养箱中

培养$

24对各组细胞增殖状况的检测!分别于药物作用的第 1;#

;+#01#$2K 时加入 UUXY+ 细胞增殖试剂作用细胞 3#\TM"用

酶标仪测在 ;9#M\波长下的吸光%d:&值$ 实验重复 3 遍$

04统计学方法!数据经 F?FF "24#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

资料以均数 t标准差%0t&&表示"不同组别不同时间的多组间

比较采用 CKUVC方差分析"以 !]#4#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如表 " 所示自 ;+K 以后对照组 d:值快速升高"

而高糖组 d:值呈明显抑制状态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显著%!]#4#9&$ 如图 " 所示"01K 以后川芎嗪中剂

量组#黄芪多糖高剂量组#川芎嗪和黄芪多糖混合物

低剂量组以及糖痛方含药血清高中低剂量组 d:均

比高糖组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9&$

表 5!不同药物及不同浓度对高糖培养的施万细胞增殖影响比较%0t&"- ;̀&

时间

组别
1;K ;+K 01K $2K

对照组 #43$; t#4#"3 #499" t#4#1$ "4323 t#413# "43+1 t#4399

高糖组 #4;3# t#4#"0 #49"0 t#4#13

#4;99 t#4#1;

$

#4;$; t#41++

$

高糖 p川高组 #4;3; t#4##+ #4931 t#4#1"

#4232 t#4#;1

$

#4+11 t#4"0$

%$

高糖 p川中组 #4;32 t#4#13 #493$ t#4#3#

#4+;0 t#4#$;

%$

#4$3+ t#4"13

%$

高糖 p川低组 #4;39 t#4#"2 #49"9 t#4#"2

#4990 t#4#93

$

#4+0$ t#4"09

%$

高糖 p黄高组 #4;$9 t#4#1;

#49+0 t#4#19

%

#4++$ t#4"11

%$

"4"1+ t#4;9+

%

高糖 p黄中组 #4;13 t#4#19 #49"$ t#4#"0

#4;92 t#4#;#

$

#40+2 t#4#9;

$

高糖 p黄低组 #4;;3 t#410;

#4;91 t#4#13

$

#4;#3 t#4#"0

$

#4013 t#4"11

$

高糖 p川黄高组 #4;#; t#4#"1

#4;09 t#4#"1

$

#4229 t#4#9+

$

#42+3 t#4#99

$

高糖 p川黄中组 #4;2; t#4##$ #4911 t#4##3

#42+9 t#4"#+

$

#4$+0 t#4"#1

%$

高糖 p川黄低组 #4;2+ t#4#2; #4;$# t#4#"9

#4030 t#4"3$

$

"4#;$ t#4";"

%$

高糖 p方高组 #4;#0 t#4#;2

#4;91 t#4#;"

%$

"41"0 t#4#22

%

"4;2+ t#4#;9

%

高糖 p方中组 #43$+ t#4##$

#4;9$ t#4#"9

$

"41"2 t#4#++

%

"412; t#4"++

%

高糖 p方低组 #43+3 t#4#"0

#4;92 t#4##+

$

"4"1; t#4"3$

%

"4322 t#4102

%

!!与高糖组相比"

%

!]#4#9/与对照组相比"

$

!]#4#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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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不同药物影响下施万细胞生长曲线比较

"4对照组/ 14高糖组/ 34高糖 p川中组/ ;4高糖 p黄高组/ 94高

糖 p川黄低组/24高糖 p方高组/04高糖 p方中组/ +4高糖 p方

低组

!!各种药物的不同浓度对高糖条件下 FU增殖的

影响比较如表 1 所示"川芎嗪中剂量组在 01K 后 d:

值增加较高#低剂量多"但 3 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f#4#9&/如表 3 所示黄芪多糖高剂量组在 ;+K

后 d:值增加较中#低剂量多"且差异显著 %!]

#4#9&/ 如表 ; 所示川芎嗪和黄芪多糖混合物中#低

剂量组在 $2K 后 d:值增加较高剂量多"低剂量组和

高剂量组相比差异显著%!]#4#9&"中#低剂量组之

间无显著差异%!f#4#9&/如表 9 所示糖痛方含药血

清高中低三组 d:值均随时间的增加而提高"但 3 组

之间无显著差异%!f#4#9&$

讨!!论

施万细胞%FU&是维持周围神经形态和功能最重

要的胶质细胞$ 体外研究证实暴露于高糖环境下的

施万细胞可检测到活性氧簇的增多"线粒体膜去极化

后超极化"同时伴随着半胱天冬酶的分裂"以此可说

表 N!不同浓度川芎嗪对高糖培养的施万细胞增殖影响组间比较%0t&"- ;̀&

时间

组别
1;K ;+K 01K $2K

高糖 p川高组 #4;3; t#4##+ #4931 t#4#1" #4232 t#4#;1 #4+11 t#4"0$

高糖 p川中组 #4;32 t#4#13 #493$ t#4#3# #4+;0 t#4#$; #4$3+ t#4"13

高糖 p川低组 #4;39 t#4#"2 #49"9 t#4#"2 #4990 t#4#93 #4+0$ t#4"09

表 O!不同浓度黄芪多糖对高糖培养的施万细胞增殖影响组间比较%0t&"- ;̀&

时间

组别
1;K ;+K 01K $2K

高糖 p黄高组 #4;$9 t#4#1; #49+0 t#4#19 #4++$ t#4"11 "4"1+ t#4;9+

高糖 p黄中组 #4;13 t#4#19

#49"$ t#4#"0

&

#4;92 t#4#;#

&

#40+2 t#4#9;

&

高糖 p黄低组 #4;;3 t#410;

#4;91 t#4#13

&

#4;#3 t#4#"0

&

#4013 t#4"11

&

!!与高糖 p黄高组相比"

&

!]#4#9

表 P!不同浓度川芎嗪和黄芪多糖混合液对高糖培养的施万细胞增殖影响组间比较%0t&"- ;̀&

时间

组别
1;K ;+K 01K $2K

高糖 p川黄高组 #4;#; t#4#"1 #4;09 t#4#"1 #4229 t#4#9+ #42+3 t#4#99

高糖 p川黄中组 #4;2; t#4##$ #4911 t#4##3 #42+9 t#4"#+ #4$+0 t#4"#1

高糖 p川黄低组 #4;2+ t#4#2; #4;$# t#4#"9 #4030 t#4"3$

"4#;$ t#4";"

&

!!与高糖 p川黄高相比"

&

!]#4#9

表 Q!不同浓度糖痛方含药血清对高糖培养的施万细胞增殖影响组间比较%0t&"- ;̀&

时间

组别
1;K ;+K 01K $2K

高糖 p方高组 #4;#0 t#4#;2 #4;91 t#4#;" "41"0 t#4#22 "4;2+ t#4#;9

高糖 p方中组 #43$+ t#4##$ #4;9$ t#4#"9 "41"2 t#4#++ "412; t#4"++

高糖 p方低组 #43+3 t#4#"0 #4;92 t#4##+ "4"1; t#4"3$ "4322 t#41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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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长期高糖刺激可诱导 FU凋亡
,+-

$ FU凋亡可使周

围神经发生轴索皱缩#有髓神经纤维出现脱髓鞘等改

变
,$-

"由此判断 FU发生氧化应激反应及其凋亡是导

致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重要病理机制$ 本实验结

果进一步证实"高糖条件培养对 FU增殖活力具有显

著的抑制性作用"我们推测该抑制性作用与 FU发生

凋亡#坏死相关"对此推测我们将在今后的实验中深

入探讨$ 同时本实验结果也显示糖痛方含药血清对

高糖导致的 FU增殖能力下降具有显著的逆转作用"

而该方剂中主药的单体成分川芎嗪和黄芪多糖及其

混合物对高糖引起的 FU增殖能力下降也有不同程

度的逆转作用"据此推断"糖痛方对于改善糖尿病周

围神经病变的病理状态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中药复

方的作用明显优于中药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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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对百草枯致小鼠急性肺损伤的保护作用

江民礼!吕利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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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U@&在百草枯% GL(LmRL)" ?g&致小鼠急性肺损伤中的保护作用$ 方

法!01 只U90&7小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F&组"百草枯对照%?g&组"<@U@对照组"<@U@处理组$ 空白对照组给予生理盐水

2#\N-iN腹腔注射"百草枯组给予 ?g2#\N-iN腹腔注射$ <@U@对照组和 <@U@处理组给予 <@U@;4#\N-iN腹腔注射$ 给药后

观察各组小鼠肺组织病理改变"酶联免疫吸附%<7AF*&法测定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
"

%)R\H(MDS(H.T.QLS)H(Y

"

" ,>BY

"

&及高迁

移率蛋白%KTNK Y\H[TIT)ON(HRG [H_"" %8@&"&的含量"(DLIY)T\D?U=法测定肺组织 ,>BY

"

"%8@&" \=>*表达水平$ 并观察

%8@&" 在肺组织中表达的改变$ 结果!百草枯对照组小鼠染毒后 2K 血清及肺组织 ,>BY

"

#%8@&" 水平即明显高于 >F 对照

组%!]#4#9&$ 经 <@U@处理组小鼠百草枯中毒第 3 天血清 %8@&" 和 ,>BY

"

水平低于 ?g对照组%!]#4#9 或 !]#4#"&$ 与

百草枯对照组小鼠相比" <@U@处理组小鼠百草枯染毒后肺组织炎性改变明显减轻"肺组织 %8@&" 表达也明显减弱$ 结论!

<@U@可明显减轻百草枯中毒导致的急性肺损伤$

关键词!<@U@!百草枯!高迁移率蛋白!急性肺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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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MhDS)DC L)1" "1 LMC 1;K GH.)GL(LmRL)TM)H_TSL)THM4,KDOcD(D.LS(TQTSDC )H\DL.R(D)KDSHM)DM)HQ.D(R\)R\H(MDS(H.T.QLS)H(Y

"

%,>B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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