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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根素对大鼠脑及脏器组织一氧化氮体系

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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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目的：研究葛根素对大鼠脑及脏器组织一氧化氮（*+）含量、一氧化氮合酶（*+,）活性的影

响。方法：’)只大鼠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只。葛根素组大鼠腹腔注射葛根素每天-(./／0/，对照组注射等

体积丙二醇，两组均连续用药"(天后，取大鼠心、脑、肝、肾组织；采用硝酸还原酶法测定*+含量，血红蛋白

氧化法测定组织*+,的活性，同时对两组大鼠肝、脑组织作电镜超微结构观察。结果：葛根素组大鼠心、脑、

肝、肾组织*+含量较对照组明显增高（!"(1(2或!"(1(’）；两组大鼠仅心、脑组织中检测到*+,活性，

且葛根素组心、脑组织*+,活性高于对照组（!"(1(2）；电镜观察两组大鼠肝、脑组织超微结构均未见异

常。结论：葛根素增加组织*+,活性及*+含量，可能是其发挥药理作用的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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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根素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已广泛应用于治疗心

脑血管疾病，并取得了满意疗效；其调节血管活性物质

的作用已得到重视（’，&）。一氧化氮（76H=6K>C6LE，*+）

为体内主要的血管舒张物质之一，在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生发展中有极其重要作用。目前就*+体系与葛根

素发挥其药理作用的关系方面研究甚少。本研究通过

葛根素对大鼠组织*+体系的干预实验，探讨其对

*+体系的调节机制及其生物学价值。

材料和方法

’ 材料

’1’ 动物 健康 36MH<=大鼠，#!’(月龄，雌雄

各半。雌鼠体重&$(!"’(/，雄鼠体重!-(!2)(/。由

重庆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合格证号：医动字第

&!"(’(!2。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只。

’1& 药物、试剂及仪器 葛根素（RBE=<=67）由豆

科葛属植物葛根中提取，成分为!，$%二羟基%-%"%W%葡

萄糖基异黄酮（分子式为X&’A&(+#，其原药粉由广东

燕塘生物化学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批号：#-(#2!&，纯度

为#$Y），以丙二醇作溶剂将葛根素配制成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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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血红蛋白（!"）、还原型辅酶!（#$%&!）、二硫

苏糖醇（%’’）、苯甲磺酰氟（&()*），为宝利曼公司产

品；#+,+羟乙基哌嗪+乙磺酸（!-&-)）、.+精氨酸（.+
$/0）、.+缬 氨 酸（.+123）、铁 氰 化 钾、硫 代 巴 比 妥 酸

（’4$）、丙二醇、苯巴比妥等均为国产分析纯。51+
,66型双紫外分光光度仪：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
766型透视电镜：日本日立公司生产。

, 方法

,89 组织匀浆缓冲液配制 :6;;<3／.!-&-)，

68:;;<3／.-%’$，9;;<3／.%’’，:;0&()*，用

9;<3／.#2=!调>!至?8@。缓冲液储存于@A，9周

内使用。

,8, 氧合血红蛋白（!"=,）的制备与鉴定 按文

献（B）方法，并用氰化高铁血红蛋白法标定（@），同时测定

@69C;与@,9C;处吸光度差值，对!"=,浓度作图得

摩尔 消 光 系 数 为??8@66;;<3·;DCE9·F;E9，!G
68HH?，与文献报道一致（:）。

,8B 一氧化氮合酶（CDI/DF<JDKLMNCIO2ML，#=)）

测定的反应体系 !"=,,8:";<3／.，P2P3,,66";<3／

.，(0P3,9;;<3／.，.+$/0966";<3／.，.+123:6;;<3／

.，#$%&!966";<3／.，QB&=@@6;;<3／.，用9;<3／.
#2=!调>!至?8,，@A冷藏，9周内使用。

,8@ 给药方法及组织标本采集 葛根素组大鼠

每天给予葛根素R6;0／S0腹腔注射，对照组按体重注

射等体积丙二醇，均连续给药B6天。实验前夜两组动

物禁食过夜，自由饮水；次日上午H：66每组按76;0／

S0腹腔注射苯巴比妥麻醉后，由门静脉插管，以生理

盐水灌流肝脏,#B;DC后，取心、脑、肝、肾组织于液氮

中储存，用于测定#=含量和#=)活性。

,8: 组织匀浆液制备 从液氮罐中取出心、脑、

肝、肾组织称重后移入玻璃匀浆器，按9T:（U／1）加入

组织匀浆缓冲液，在冰浴中充分匀浆。匀浆液在@A
以9,666/／;DC离心,6;DC，分离上清液，置于冰块上，

在@O内测定#=含量及#=)活性。

,87 电镜标本制备 实验当日两组随机选择雌

雄大鼠各,只，取肝、脑组织切成9;;B标本数块，置

于:V戊二醛浸泡,O后，转移至9V磷酸缓冲液中保

存，送重庆医科大学电镜实验室，观察组织超微结构。

B 测定指标与方法

B89 组织#=含量测定 采用硝酸还原酶法，即

利用硝酸还原酶特异性将#=B 还原为#=,，通过显

色，在特定波长（::6C;）处测定其光密度值。试剂盒

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制剂工程研究所。检测方法严格按

试剂盒说明书要求进行。

B8, 组织#=)活性测定 采用血红蛋白氧化

法（7）。#=)以.+$/0为底物，催化生成的#=与!"=,
反应生成高铁血红蛋白，其吸光度亦发生相应变化。

测定方法：在酶促反应体系中加入,6V组织匀浆上清

液（U／1G9T:），在B?A条件下，应用51+,66型双紫

外分光光度仪在@69C;与@,9C;波长处监测,6;DC
内吸光度差异的的变化（即代表#=)含量）。

@ 统计学方法 采用成组设计"检验。

结 果

9 两组大鼠各组织#=含量测定结果 见表9。

葛根素组大鼠心、脑、肝、肾组织#=含量比对照组均

显著增高（#!686:或#!6869）。

表! 两组大鼠各组织中#=含量测定结果

比较 （C;<3／0组织，"$W%）

组别 & 心 脑 肝 肾

葛根素R,78?BW@876#@98@@W78H7#B?8HBW?89,#@B8HBW78RB##
对照 R,98B@WB8?? B@8@9W@8R@ ,R8RBW:8,7,R8R?W:867

注：与对照组比较，##!686:，###!6869

, 两组大鼠各组织#=)活性测定结果 见表

,。葛根素组心、脑组织#=)活性较对照组显著增高

（#!686:）；两组大鼠肝、肾组织均未测出#=)活性。

B 电镜观察结果 结果两组大鼠脑、肝组织超微

结构均未见明显异常。

表" 两组大鼠各组织中#=)活性测定结果

比较 （C;<3·;DCE9·0E9，"$W%）

组别 & 心 脑 肝 肾

葛根素R@8?BW98B9# 998?:W98B9# 未测出 未测出

对照 RB89RW986, H87HW987: 未测出 未测出

注：与对照组比较，##!686:

讨 论

内源性#=是体内具有广泛生物学活性的物质，

由.+$/0在#=)催化下合成。#=)在机体各组织器

官中广泛存在，可分为结构型#=)（F<CMIDIXIDYL#=)，

F#=)）和诱导型#=)（DCKXFD"3L，D#=)）。F#=)主要

分布于内皮细胞、神经细胞、平滑肌细胞、血小板和某

些上皮细胞，并参与人体生理机能的调节；D#=)主要

分布于巨噬细胞、肥大细胞、中性粒细胞和肝细胞等，

由一些细胞因子、内毒素等刺激产生#=，参与机体防

御机制，同时有一定的细胞毒作用。#=是亲脂性很

强的分子，能自由通过细胞膜而发挥其生物学效应。

葛根素为异黄酮类药物，有明确的扩张冠状血管、

脑血管和改善微循环的作用，还通过抗血小板聚集，促

进内皮细胞功能及调节血管活性物质，保护缺血再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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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心肌，减少梗死面积等发挥作用；在治疗心绞痛、心

肌梗死、脑梗塞等方面有确切疗效（!）。本研究揭示葛

根素能增加大鼠心、脑、肝、肾组织"#含量，且在心、

脑组织测得"#$活性也较对照组明显增加，说明葛根

素通过调节"#$活性使"#增高可能是其发挥药理

作用的机制之一。两组大鼠肝、肾组织"#$活性均未

测出，其原因可能为该组织"#$活性太低，以至于超

出本研究检测方法的最低检测限。而葛根素组大鼠

肝、肾组织中"#含量明显增加，可能与肝、肾组织血

液循环丰富，将其他部位（如血管内皮细胞）产生的

"#带到该处，使其含量增高有关。

众所周知，"#在机体的作用犹如一把“双刃剑”，

一般由%"#$产生的生理剂量的"#具有生理性调节

功能；而由&"#$产生的大剂量的"#则有细胞毒性

作用。如在心肌炎和内毒素休克，&"#$被诱导而产生

过多的"#，抑制心脏功能。有文献报道（’）败血症时

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是由于&"#$所致的"#增加，

使局部肾小球血管内皮性"#$抑制所致。脑缺血时

由神经性"#$和&"#$产生的过量的"#具有神经

毒性作用。本研究中应用大剂量长疗程葛根素的大

鼠，虽然心、脑、肝、肾组织"#含量明显增高，但电镜

观察脑、肝组织超微结构均未发现明显异常。提示葛

根素的应用，并未出现"#过度生成所致的细胞损伤，

说明在促进组织"#含量增加这一角度，葛根素是安

全的。葛根素使组织"#$活性增加，是否通过%"#$

活性增加来实现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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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谈经络学说术语的英译
袁洪仁

江苏省海门卫校（江苏++,(//）

经络学说是中医学的重要理论，是古人在长期的医疗实践

中，从针灸、推拿、气功等各个方面积累的经验，结合当时的解

剖学知识，按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模式而提出的机体功能调节

理论。经络学说术语的英译必须忠实于这个事实。

( 经络的英译 文献中将“经络”译作“%7:AA456:AE%95-
5:@4?:56”或“G4?&E&:A”，这种意译令人费解。根据《内经》对经络

的论述及现代经络研究的结果，表明经络结构包括血管网络

（血行脉中）、神经网络（气行脉外）和感传网络（经气游行），故

“经络”应译作“"4H?9J:69X&EH%@”，意为“神经血管性气导管”。

既表达了经络原有神经血管解剖学基础之事实，又表达了经络

“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之类神经血管必然的网络形态。加

上后缀“-X&EH%@”又区别于解剖学上的神经血管，表达了中医经

络“行 气 血”的 功 能 特 征。可 将“"4H?9J:69-X&EH%@”缩 写 为

“"YX”。相应地，“经络学说”译作“"YX959IK”。

+ 经脉和络脉的英译 “经脉”是经络系统中直行的干

线，故 译 为“$@4G9F"YX”，意 为“ 经 络 之 干 ”，可 缩 写 为

“$"YX”。经脉有正经与奇经之分，前者与脏腑络属，后者与脏

腑无络属关系，别道奇行。故“正经”译作“Y&6%4?:5-$"YX”，意

为“脏腑之经脉”〔袁洪仁)谈藏象与脏腑术语的英译)中国中西

医结合杂志+///；+/（2）0(,3〕。“奇经”译作“<D@?:-9?E&A:?K
$"YX”，意为“异常经脉”、“奇异经脉”。

“络脉”是经脉的分支，故译作“*?:A%79F"YX”，意为“经

络之支”，与“经络之干”（经脉）相对，可缩写为“*"YX”。相应

地，“别络”、“孙络”、“浮络”分别译为“*&II4?*"YX”（较大的络

脉）、“Z&A&46@*"YX”（最细小的络脉）、“<D@4?A:5*"YX”（表浅

的络脉）。

（收稿：+///W/’W2/）

·’1(·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年2月第+(卷第2期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