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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丹参和川芎嗪注射液对腹膜透析

腹腔巨噬细胞功能的干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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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目的：研究当归、丹参和川芎嗪注射液（简称中药）对腹膜透析（,-）腹腔巨噬细胞（./）功能

的影响。方法：（)）将 ./ 置于含当归、丹参和川芎嗪的腹膜透析液（/-0）的培养液中培养 +12，测定 ( 个中药

组、/-0 组和对照组 ./ 的一氧化氮（!3）含量和对四甲基偶氮唑盐（.44）还原能力。（+）./ 分别置于含 +、

)’、)’’!5 6 78 的 ( 个中药的 /-0 中培养 +12，观察不同浓度中药对 ./ 吞噬能力、!3 含量和 .44 还原能力的

影响，对照组为等量培养液代替 /-0。结果：/-0 组 ./ 的 !3 含量和 .44 还原能力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9
’*’)）；与 /-0 组比较，川芎嗪组的 ./ !3 含量和 ( 个中药组 ./ .44 还原能力均有明显提高（! 9 ’*’)），并

随着培养液中的中药浓度的提高，( 个中药组 ./ 吞噬能力和 !3 含量均有显著增加。结论：在 /-0 中加中

药能改善腹膜腔 ./ 的防御功能，降低腹膜炎的发生率，对提高 ,- 疗效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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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腹膜透析（Q@E=J"A@F8 L=F8MI=I，,-）技术

的发展，,- 患者生存率较以往有了显著提高，使 ,- 作

为一种血液透析的替代疗法，正被越来越多的患者所

接 受。 然 而，长 期 ,- 时 腹 膜 透 析 液（ ?"77@E?=F8

L=F8MIFJ@ I"8KJ="A，/-0）对腹腔巨噬细胞（./）的功能有

明显抑制作用，使腹膜的防御功能降低，腹膜炎的发生

率增加，引起 ,- 失超滤（K8JEFN=8JEFJ="A NF=8KE@），导致 ,-
失败（)）。最近有研究认为中药（川芎嗪、丹参等）在 ,-
中的应用能提高 ,- 效能和腹膜对小分子物质清除，

增加 ,- 超滤量，改善腹膜功能（+）。然而在 ,- 时，中

药的干预作用和对腹腔 ./ 的免疫功能影响尚鲜见报

道。本实验应用活血化瘀类中药当归、丹参和川芎嗪

注射液（简称中药）研究 ,- 时腹腔 ./ 防御功能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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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临床降低腹膜炎的发生，延长腹膜使用寿命，提

高 !" 疗效有积极意义。

材料和方法

# 动物 健康成年雄性 $%& 小鼠 ’() 只，体重 ’*+* ,
-)+./，由浙江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0"1 和试剂 234567 腹透液（广州百特医疗用品公司生

产），葡萄糖含量为 ’+*8，9&*+’，含乳酸 ..:;/ < =；>?? 为 @ABC3
产品；D!>%E#).F 购自 G%20H 公司；小牛血清为杭州四季青生物

工程研究所产品。

- 中药 盐酸川芎嗪注射液（无锡市第七制药厂，批号

((###:#，9& ’+#，含 IJ K F+F#;;LA < =，$3J #’+F;;LA < =，03’ J K
F+F#;;LA < =）；丹参注射液（江苏高邮制药厂，批号 ((#F#.’，9&
*+(，含 IJ K F+F#;;LA < =，$3J (F+F;;LA < =，03’ J F+);;LA < =）；当

归注 射 液（江 苏 常 熟 制 药 厂，批 号 (*F-#)’，9& *+(，含 IJ

-+MF;;LA < =，$3J #.F+’;;LA < =，03’ J F+F.;;LA < =）。

. >0 诱生 小鼠处死前 . 天腹腔注射 -8硫乙醇酸盐。

收集腹腔 >0，以 "E&3NCO 液洗涤 ’ 次，调细胞至 # P #F) < ;A，培

养于含 #F8 小牛血清的 D!>%E#).F 培养液中，加入 ’. 孔板，

F+*;A <孔，置 -MQ，*80H’ 孵箱中，’R 后洗去非贴附细胞，重新

加入等量含所需浓度中药的 #F8小牛血清的 D!>%E#).F 培养

液或经 0"1 修饰的 #F8小牛血清的 D!>%E#).F 培养液（0"1 与

培养液 #S# 混合），并设相应对照组，培养 ’.R，测 >0 吞噬功能、

>?? 还原能力和上清液中一氧化氮（$H）含量。

* 实验分组 当归组、丹参组、川芎嗪组、对照组、0"1
组。中药 - 组分别设低（’!/ < ;A）、中（#F!/ < ;A）、高（#FF!/ < ;A）-
种浓度；对照组以等量培养液代替 0"1。

) >0 吞噬功能检测 采用中性红吞噬法（-）。在培养 >0
中加入 F+#8的中性红溶液 #;A，继续培养 ’R，弃上清液，用 "E
&3NCO 液洗 - 次，加入 #8的十二烷基磺酸钠（1"1）溶液 F+*;A，
将细胞裂解、混匀，取 #FF!A 加入 () 孔板，于全自动酶标仪上

*MFN; 处测光密度（T）值，以 T 值表示 >0 的吞噬功能。

M >0 对 >?? 还原能力的检测 将培养 ’.R 的 >0 加入

*;/ < ;A 的 >?? *F!A，继续培养 -R，弃上清液，每孔加入二甲基亚

砜 #;A，取 () 孔板在 *MFN; 处测定光密度（T）值，以 T 值表示

>0 活力。

: $H 的检测 取上清液 #FF!A，加入等量 G7U6OO 试剂，混

匀，室温放置 -;UN，于全自动酶标仪 *MFN; 处测定光密度（T）

值，以 $HV
’ 量表示 $H 含量，并以 $3$H’ 为标准品绘制标准曲

线，将 T 值换算为!;LA < =。

( 统计学方法 采用 1!11 < (+F 统计软件进行一元方差分

析。

结 果

# 不同浓度的 - 种中药对 >0 吞噬功能的影响

见图 #。>0 中性红吞噬功能（T 值，!! W "）：对照组为

F+-MF W F+F#*，0"1 组为 F+’FF W F+F’#，两组比较差异

有显著性（# K F+F#），表明 0"1 对 >0 中性红的吞噬功

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随着当归、丹参或川芎嗪浓度的

增加，>0 对中性红的吞噬作用逐渐恢复，与 0"1 组比

较，差异有显著性（# K F+F#）；但与对照组比较，0"1
对 >0 吞噬作用的抑制仍然存在。

图 ! 中药对 >0 吞噬功能的影响（!! W "，$ X :）

注：与对照组比较，"# K F+F#；与 0"1 组比较，## K F+F#

’ 不同浓度的 - 种中药对 >0 >?? 还原能力的

影响 见图 ’。>0 的 >?? 还原能力（T 值，!! W "）：对

照组为 F+’:F W F+F##，0"1 组为 F+#MF W F+FF)，两组比

较差异有显著性（# K F+F#），表明 0"1 对 >0 >?? 还

原能力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中药应用可减轻 0"1 的抑

制；但与对照组比较，0"1 对 >0 的抑制作用依然存

在，且并不随 - 种中药浓度的增加而抑制作用减少或

消除。

图 " 中药对 >0 >?? 还原能力的影响（!! W "，$ X :）

注：与对照组比较，"# K F+F#；与 0"1 组比较，## K F+F#

- 不同浓度的 - 种中药对 >0 $H 含量的影响见

图 -。>0 的 $H 含量（!;LA < =，!! W "）：对照组为 *+-F W
F+.F，0"1 组为 -+-. W F+-’，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K F+F#）；应用中药后，0"1 对 >0 产生 $H 的抑制作用

减轻，并随着 - 种中药浓度的增加，>0 产生 $H 的功

能逐渐恢复。当中药浓度达到 #FF!/ < ;A 时，>0 产生

$H 的功能基本恢复，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Y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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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中药对 !" #$ 含量的影响（!!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与 ",- 组比较，#$ ( )*)+

讨 论

长期 ., 可抑制 !" 功能，降低腹膜的防御作用，

引起腹膜炎症，导致 ., 失败（/），",- 对 !" 吞噬、分泌

细胞因子等多种功能均有抑制作用。在临床上，复发

性腹膜炎是 ., 主要而严重的并发症，是引起腹膜硬

化的主要因素。长期 ., 患者容易并发顽固性腹膜炎

与腹腔 !" 功能降低有关（0）。我们的实验发现，!" 经

短时间 ",- 暴露后，其吞噬功能受到明显抑制，当在

",- 中加入 1 种中药则能明显改善 !" 对中性红的吞

噬功能，使腹腔的防御功能得到增强。为进一步研究

中药对改善 !" 功能的量效关系，我们选择不同剂量

的中药进行实验，发现随着中药剂量的增加，!" 吞噬

功能逐渐增加，两者有明显的量效关系。

长期腹膜透析患者腹腔 !" 不同于常驻的 !"，即

表现出不成熟性；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腹膜透析患者

腹腔 !" 更新周期加快，导致血中单核细胞不断迁入

造成。本实验采用 !22 法观察了 ",- 对 !" 的 !22
还原能力的影响，!22 的还原能力与 !" 的活力或其

活化程度呈正相关。结果表明，!" 经短时间 ",- 暴

露后，!22 的还原能力受到明显抑制。当归、丹参或川

芎嗪注射液则能明显改善 !" 对 !22 的还原作用，提

高 !" 的免疫功能。

#$ 是一种具有多种生理功能的信息分子，在 !"
发挥细胞毒、免疫调节及细胞内杀菌作用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经内毒素、细胞因子或其底物 34精氨

酸等激活后可产生大量 #$（5，6）。!" 可通过吞噬和细

胞内杀伤作用来发挥抗菌作用，而 #$ 在细胞内杀菌

中有重要作用；在实验中，",- 对 !" 释放 #$ 作用有

显著的抑制，而 ",- 对 !" 产生 #$ 的抑制作用可能

是 ",- 损害机体防御机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验结

果表明，当归、丹参或川芎嗪注射液能明显减轻 ",-
对 !" 释放 #$ 的抑制，并随着药物剂量的增加，!"
的 #$ 释放量增加，两者具有明显的量效关系。有研

究表明当归、丹参能促进 !" 活化，#$ 产生和吞噬功

能，并能维持 !" 细胞内钙稳定，从而保护 !"（’，7）；川

芎嗪则具有抗菌和促进 !" 吞噬功能的作用（+)，++）；但

上述中药对 !" 的作用机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本实

验结果提示，含当归、丹参或川芎嗪注射液的 ",- 能

显著改善 ., 中 !" 的功能，增强腹腔的防御功能，对

预防硬化性腹膜炎，延长腹膜使用寿命，提高 ., 疗效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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