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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观察苦豆子总生物碱对溃疡性结肠炎"

W"

%大鼠中
A!K0%

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只大鼠

平均分成
.

组!即空白对照组'模型组'

!/!K

组'苦豆子碱高剂量组!苦豆子碱低剂量组!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

各组采用
?J@!

复制
W"

大鼠模型!模型复制的同时给予
!/!K

或苦豆子碱治疗!

'

周后观察粪便隐血'

V/#

'

A!K0%

等&结果
!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组
A!K0%

下降!治疗组
A!K0%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苦豆子碱可能通过提高保护性蛋白水平!维持促炎因子与抗炎因子处于平衡状态!从而调节肠

道局部免疫应答和缓解炎症程度&

关键词"苦豆子总生物碱$

!

热休克蛋白$

!

溃疡性结肠炎

中图法分类号"

,*0()($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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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

W"

*为慢性非特异性自身免疫性

疾病"是一种发生于结肠部位的慢性溃疡性病变"与

遗传$免疫$感染$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以腹泻$黏

液$脓血便$腹痛和里急后重等为主要症状#流行病

学表明"我国
W"

年患病率为
&&)*

%

&%

万'

&

(

#近年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

变"环境的变化"该病在我国的发病率有逐年增高#

由于
W"

病程长"病变范围广"患者生活质量严重受

限"且有
.T

#

&%T

的
W"

患者易发生癌变"临床上至

今尚无特异性根治措施"被
QA\

列为现代难治病之

一#因该病西药治疗不良反应多或价格昂贵"患者不

易坚持长期用药"且复发率较高"而中医疗法不良反

应较小"具有简捷$长效$价廉$安全的特点"显示出独

特优势"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

#

据笔者前期研究"苦豆子总生物碱)

?/!/

*能改

善三硝基苯磺酸)

?J@!

*致
W"

的动物模型的结肠炎

性反应'

'-*

(

#本研究采用
?J@!

诱导的
W"

大鼠"随

机分组$造模处理"从热休克蛋白
0%

)

A!K0%

*探讨

?/!/

对
?J@!

诱导的
W"

的影响#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选取
!KU

级
!V

大鼠
..

只"雄性"购自

南方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饲养于南方医科大学南

方医院药学部动物所#将大鼠分为
.

组"每组
&&

只!

即空白对照组)

/

组*$模型组)

@

组*$柳氮磺吡啶

)

!/!K

*组)

"

组*$

?/!/

高剂量组)

V

组*"

?/!/

低

剂量组)

P

组*"

@

组$

"

组$

V

组$

P

组采用
?J@!

复制

W"

大鼠模型#

$)/

!

主要试剂
!

?J@!

)批号
$%&*0&.

*购自南方医

科大学试剂中心"

%)+%7H?J@!h%)$.7H.%T

乙

醇备用造模#

!/!K

)批号
&.&$%&

*购自广东省中医

院+

?/!/

)含槐定碱
$.)&0T

*由广东医科大学药学

院提供+联苯胺)批号
%*%$%&

*购自中国远航试剂厂+

过氧化氢)批号
&.&$&0

*购自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

冰醋酸)批号
$%&*%($'

*购自南方医科大学试剂中心#

$)'

!

方法

$)')$

!

模型复制及处理
!

采用
?J@!

%乙醇法造模#

造模前大鼠禁食
$(D

)不禁水*"经
&%

水合氯醛腹腔

麻醉后"将
?J@!

%乙醇液)

?J@!&%%7

F

%

R

F

h.%T

乙醇
%)$.7H

*用橡胶输液管由大鼠肛门轻缓注入深

约
+97

肠腔内留置"次日即出现症状"大鼠懒动$厌

食"出现血便和体质量减轻等"与临床症状极为相似"

空白对照组注入等量生理盐水#造模同时!

"

组灌胃

给予
!/!K

)

(%%7

F

%

R

F

*"

V

组灌胃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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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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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P

组灌胃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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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指标
!

每天在给予处理前观察大鼠精神

状态$毛发光泽$活动状态等变化并记录体质量变化$

大便性状和便血情况)邻联苯胺法
U\@

试纸检测*#

对后
'

项指标进行
V/#

评分#

V/#e

)体质量下降分

数
h

大便性状分数
h

便血分数*%

'

#

A!K0%

检测!处

死动物"腹主动脉采血"

&.%%>

%

7:E

离心
.7:E

留血

清"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PH#!/

*检测血清
A!K0%

水平#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
Db=

表示"采用
\E8-Q=

<

/J\2/

+

方差齐性时各组之间多重比较采用
H!V

检验+方差

不齐时采用近似方差分析
Q859D

法"各组之间多重比

较采用
V6EE8;;6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组大便隐血评分比较
!

实验中期隐血评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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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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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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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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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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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

@

组$

"

组$

V

组$

P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实验后期隐血评分!与
@

组比较"

/

组$

"

组$

V

组$

P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

!

各组
V/#

评分比较
!

实验中期
V/#

评分!与
/

组比较"

@

组$

V

组$

P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
@

组比较"

/

组$

"

组$

V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后期
V/#

评分!与
@

组比较"

/

组$

"

组$

V

组$

P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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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组
A!K0%

水平比较
!

与
/

组比较"

@

组$

"

组$

V

组$

P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
@

比

较"

/

组$

"

组$

V

组$

P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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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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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大便隐血评分比较#

Db=

%分$

时间
/

组
@

组
"

组
V

组
P

组

实验中期
%

!

&)*0b%).%

"

&)'%b%)(+

"

&)'%b%)(+

"

&)'*b%).%

"

实验后期
%

#

&).*b&)&% %)*%b%)0%

#

%)*%b%)0%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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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
/

组比较"

"

!

$

%)%.

+与
@

组比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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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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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
V/#

评分比较#

Db=

%分$

时间
/

组
@

组
"

组
V

组
P

组

实验中期
&)&+b%)(%

#

')%%b%)0&

"

&)0%b%)1.

#

$)(%b%).$

"#

$)(.b%).$

"

实验后期
&)%1b%)'%

#

$)((b%).'

"

&).%b%).'

#

&)(%b%).$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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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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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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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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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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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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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组大鼠
A!K0%

水平比较#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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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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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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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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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豆子别名苦豆根$苦甘草$布亚)维吾尔语*等"

是豆科槐属植物苦豆子的干燥全草$根及种子"生长

于中亚$西亚一带和我国西北省区荒漠区内较潮湿的

地段#在我国主要分布于新疆$内蒙古$陕西$山西$

宁夏$甘肃$西藏等地区#苦豆子始载于我国最早的

药学文献,神农本草经-"现收载于,中国药典-,全国

中草药汇编-,新疆中草药-,维吾尔药志-等#全株味

苦性寒"具有清热解毒$祛风燥湿$止痛杀虫等作用#

苦豆子主要成分为生物碱"有槐果碱$苦参碱$氧化苦

参碱$槐定碱$槐胺碱等+民间常用于菌痢$肠炎#

据笔者前期研究"

?/!/

能显著改善
?J@!

和葡

聚糖硫酸钠)

V!!

*致
W"

的动物模型的一般体征"抑

制患鼠体质量下降"减轻结肠病理学改变"能够使免

疫抑制患鼠体质量增加"胸腺指数$脾脏指数增加+初

步作用机制研究说明主要通过抗炎和免疫调节等多

种途径抑制结肠炎性反应'

'-*

(

#

?/!/

是苦豆子治疗

W"

的主要活性部位"已取得国家专利/

?/!/

在制备

治疗
W"

药物中的应用及结肠靶向制剂的制备方法0

)

gH$%%(&%%.$%$1)%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A!K

是一组在结构上高度保守的多肽"每种应激

均可诱导产生
A!K

"因此
A!K

又称为应激蛋白'

0-+

(

#

A!K

的功能!)

&

*

A!K

是高度保守的蛋白质"参与广

泛的生物过程#

A!K0%

作为分子伴侣在许多细胞过

程发挥作用"包括蛋白生物活性的调节$分泌蛋白的

跨膜转位等'

1

(

#)

$

*提高细胞抗应激能力#)

'

*调节

细胞凋亡#)

(

*

A!K

的抗氧化作用#)

.

*

A!K

的免疫

学作用!包括参与抗原加工递呈+参与抗感染免疫

)

A!K

能够明显减弱炎症过程中蛋白的渗出"抑制炎

性反应*+参与自身免疫等#

本研究结果表明"模型组
A!K0%

下降"治疗组

A!K0%

升高"提示
?/!/

可能通过提高保护性蛋白

水平"维持促炎因子与抗炎因子处于平衡状态"从而

调节肠道局部免疫应答和缓解炎症程度#本研究进

一步丰富了
?/!/

治疗
W"

的作用机制#

A!K

作为生物体在非正常刺激下所产生的蛋白

质"其研究已成当今生命科学的热点#

A!K

的功能十

分广泛"在疾病中的意义重大#总之"

A!K

以不同的

形式在免疫中有免疫效果"其在疾病中的应用前景广

阔#因为生命在应对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机体产生

A!K

来适应生存"所以开展对
A!K

的研究是有意

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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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纤溶指标对脑出血血肿的影响

全
!

裔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广西桂林
.(&%%&

%

!!

摘
!

要"目的
!

探究血浆纤溶指标对脑出血血肿的影响!为脑出血血肿的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0

年
'

月在该院行颅内血肿微创穿刺清除术的
&.$

例脑出血患者为观察组!选取同期到该院体检

的
&(+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分别检测并比较观察组患者血肿和外周血标本!以及对照组健康者外周静脉

血标本中的
V-

二聚体'纤溶酶原水平&结果
!

观察组患者外周血和血肿中测得
V-

二聚体和纤溶酶原水平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与对照组外周血中
V-

二聚体和纤溶酶原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观察组血肿和对照组外周血中
V-

二聚体和纤溶酶原的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患者血肿和外周血中纤溶酶原呈正相关!

V-

二聚体无相关性&结论
!

血浆中纤溶酶原的检测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血肿内的纤溶酶原水平!对临床上脑出血血肿的治疗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脑出血$

!

血肿$

!

V-

二聚体$

!

纤溶酶原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

%

$$-'('%-%'

!!

脑出血又称脑溢血"是急性脑血管疾病中最为严

重的一种"是由于脑部的细小动脉管壁变薄并进一步

破裂导致的"具有发病急$病情凶险以及病死率高等

特点'

&

(

#该病常见发病原因主要有高血压$动脉瘤$

脑血管畸形$动脉硬化"以及特异性动脉炎等"其中高

血压是最主要的病因#此外"情绪激动$不良嗜好)酗

酒$吸烟等*$过度劳累"以及气候变化等都是引起该

病的主要诱因'

$

(

#血肿是由于患者病变脑血管破裂

出血形成的"往往伴随水肿的出现"从而压迫周围脑

组织并使其发生坏死"导致不可逆的损害#因此"有

效清除血肿以减轻对周围组织的压迫对治疗效果具

有重要意义'

'

(

#目前"临床上主要应用颅内血肿微创

穿刺清除术来治疗脑出血"尿激酶常作为血肿液化剂

对血肿进行溶解和引流'

(

(

#由于尿激酶的作用靶点

是纤溶酶原"且国内缺少对尿激酶使用及理论基础等

的研究"因此"本文主要探讨血浆纤溶指标对脑出血

血肿的影响"以便为临床治疗中尿激酶的使用和改善

治疗效果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0

年
'

月本

院收治的
&.$

例脑出血患者"以及在本院进行体检的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

例脑出血

患者作为观察组"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观

察组患者男
+.

例"女
*0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

龄)

*0)&%b$)'$

*岁+出血量
+)$%

#

..)%%7H

"平均

出血量)

$()$%b&%)(.

*

7H

#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0

#

+%

岁"平均年龄)

*.)$%b$)&'

*岁#两

组在性别$年龄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

有可比性#患者纳入标准!术前均经
"?

检查确诊为

脑出血+发病不超过
0B

+近
&

年无血栓及出血病史+

同意参与研究患者#排除标准!有心肝肾功能病史+

并发其他系统肿瘤者+近
&

个月内服用影响纤溶活性

的药物及抗凝药物者+拒绝参与研究者#健康检查者

纳入标准!经
"?

检查头部正常+无心肝肾疾病#本院

伦理委员会已批准本研究"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并签署

同意书#

$)/

!

方法
!

观察组!经家属同意后"根据患者入院时

的一般情况$临床表现及血肿性状$大小等对患者行

颅内血肿微创穿刺清除术#术前采取患者外周血标

本待用#术中抽吸患者混合血肿液"首次抽吸时留取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H=LG8B"5:E

!

J4387L8>$%&+

!

245)&.

!

J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