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2 !"#$

!

3/45 %$

!

6/

!

#"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6/5 %"78"9!!

!

6/5 :##8"!;%

%&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项目$

6/5

'

!"##

(

9#:

%

作者单位#

#5

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鼠疫防治科$西宁
:##8"!

%&

!5

青海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部生理教研室$西宁
:#"""#

%&

%5

青海大学

医学院高原医学研究中心$西宁
:#"""#

%

通讯作者#李生花!

)14

#

#%77$!#:7"$

!

<

"

=>?4

#

4@A4@B#!85-/=

C,(

#

#"

!

$88#DE

!

-E?=

!

!"#$":!:

!

!"8

!基础研究!

藏药四味黄芪散对慢性低氧损伤大鼠的影响

李#胜#

#孙#莉!

#靳国恩%

#李生花!

摘要#目的#观察藏药四味黄芪散对慢性低氧损伤大鼠的影响" 方法#将
#""

只大鼠随机分为两组#

低氧对照组和低氧药物组$海拔
9 """ =

%&每组再根据暴露低氧时间分为
#

'

%

'

$

'

#9

'

%"

天等
9

个亚组&每

组
#"

只" 另设
#"

只为常氧对照组&暴露于西宁大气环境$海拔
! !8" =

%不干预" 低氧药物组予藏药四味

黄芪散混悬液$

"

!

# FD#"" F

%灌胃&低氧对照组予生理盐水灌胃&每天
#

次&持续
%"

天" 分别于暴露低氧时

间结束后检测肺动脉压$

GH>

%'左右心室比值(

I3D

$

J3 K L

%)'血红蛋白$

M0

%和红细胞压积$

M-.

%值" 结

果#与常氧对照组比较&低氧对照组大鼠
M0

'

M-.

'

GH>

和
I3D

$

J3 KL

%均升高$

G N"

!

"#

%&并随着暴露低氧

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升高*与低氧对照组比较&低氧药物组大鼠
M0

'

M-.

'

GH>

和
I3D

$

J3 K L

%水平降低 $

G N

"

!

"#

%&且低氧环境中&低氧药物组大鼠
M0

'

M-.

'

GH>

和
I3D

$

J3 KL

%平均增幅值亦较低" 结论#藏药四味

黄芪散能够预防慢性低氧对机体的损伤"

关键词#藏药* 四味黄芪散* 预防* 慢性低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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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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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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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C1H>2.=1P. /O GAU@?/4/FU

!

\>-S4.U /O ]>@

"

?- +1Q?-?P1

!

Z?PFA>? WP?Y12@?.U +1Q?->4 &/441F1

!

[?P?P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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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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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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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R1? MS>PFT? G/RQ12 /P -A2/P

"

?- AUH/V?- ?PES2U ./ 2>.@ 5 +1.A/Q@

$

)/.>44U #"" LC 2>.@ R121 2>PQ/=4U Q?Y?Q1Q ?P./ .R/ F2/SH@

#

.A1 AUH/V?-

-/P.2/4 F2/SH >PQ .A1 AUH/V?- =1Q?-?P1 F2/SH

$

>4.?.SQ1 /O 9 """ =

%!

>PQ .A1P 1>-A F2/SH R>@ Q?Y?Q1Q ?P./

9 @S0F2/SH@ >--/2Q?PF ./ .A1 1VH/@S21 .?=1 ./ AUH/V?> >. #

!

%

!

$

!

#9 >PQ %" Q>U@

!

#" ?P 1>-A F2/SH5 ^@ >

P/2=/V?- -/P.2/4 F2/SH /O #" LC 2>.@ R121 1VH/@1Q ./ .A1 >.=/@HA12?- H21@@S21 /O [?P?PF

$

>4.?.SQ1 /O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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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低氧是高原地区影响人类生存最重要的因

素) 对于大多数来自平原人和少量的高原世居者而

言!很容易造成低氧损伤!其结果可导致病理性及病理

生理学变化!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低氧环境会引起机

体红细胞数量增多*血管收缩!导致血液黏滞度增大!

血液流动缓慢!降低氧传递效率!加重细胞缺氧'

#

!

!

(

!

其症状按中医学理论解释为+气滞血瘀,) 无论急性

或慢性低氧损伤!除吸氧之外!至今尚无有效的抗低氧

药物问世) 藏药作为中华医学宝库的奇葩!在高原藏

区疾病防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藏药主要来源

于高寒缺氧的地区!具有与平原药植物不同的功效)

本研究所用药方主要收集于民间!常用于解除疲劳!治

疗胸 闷 气 短 等! 主 味 药 为 藏 黄 芪 $

)?01.>P

^@.2>F>4S@

%!生长于西藏和青海
% """ a ; """ =

地区!由于生活在高寒低氧环境!其比普通黄芪更有药

效价值!黄芪具有显著的扩张血管!行气化瘀的作

用'

%

(

!另三味药如川芎等也各具有行气或化瘀等作

用) 本研究针对该四味药能够改善+气滞血瘀,的特

点!探讨其在抗低氧方面是否具有较好的效果!为该方

的临床应用提供实验基础)

材料与方法

#

#动物#

##"

只
LC

大鼠
#;" F a#:" F

!雄性!

由西安交通大学动物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

L&[_

$陕%

!"#!

$

""%

(!该研究获得青海大学医学院动物

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

!

#药物制备#藏药四味黄芪散制成混悬液以备

用!药物均购买于青海省藏医院#藏黄芪$西藏%*藏红

花$尼泊尔%和川芎$四川%*沉香$广西%!按
#"

%

#

%

#"

%

#"

比例将四味草药经粉碎成细粉!混匀!加适量蒸

馏水溶解成水剂备用$按
"

!

; FD=J

浓度进行配制!药

物剂量根据成人剂量换算成大鼠剂量%)

%

#动物分组及干预方法#将
#""

只
LC

大鼠按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低氧对照组和低氧药物组!每组

9"

只!其后两组又根据暴露低氧时间分别分为低氧第

#

*

%

*

$

*

#9

*

%"

天
9

个亚组!每组
#"

只) 另设
#"

只大

鼠为常氧对照组运至西宁$海拔
! !8" =

%当天进行

相关指标的测定) 低氧对照组和低氧给药组均被置于

低压氧舱$模拟海拔
9 """ =

%!其中低氧药物组大鼠

予藏药四味黄芪散混悬液进行灌胃! 剂量为

"

!

# FD#"" F

!相当于成人$

8" bF

%的
8

!

!9

倍!每天

#

次)低氧对照组用
"

!

7c

生理盐水灌胃!方法同低氧

药物组!两组均持续
%"

天)

;

#检测指标及方法#分别与干预的第
#

*

%

*

$

*

#9

*

%"

天进行相关指标的检测)

;

!

#

#血红蛋白和血红压积水平#用简易血细胞

仪对血红蛋白$

A1=/F4/0?P

!

M0

%和血红压积$

A1

"

=>./b2?.

!

M-.

%生理指标进行测定!比较两组低氧大

鼠在
%"

天内
M0

和
M-.

变化趋势!并与常氧对照组大

鼠进行比较)

;

!

!

#肺动脉压和左右心室比重#用
G/R12J>0

生理信号采集系统对所有大鼠肺动脉压$

HS4=/P>2U

>2.12U H21@@S21

!

GH>

% 进行测定) 左右心室比重

'

2>.?/ /O 2?FA. Y1P.2?-S4>2 R1?FA. >PQ 41O. Y1P.2?-S

"

4>2 H4S@ ?P.12Y1P.2?-S4>2 @1H.S= R1?FA.

!

I3D

$

J3 K

L

%(采用电子秤对大鼠右心室质量和左心室合并室间

隔质量分别进行测定!求出比值)

9

#统计学方法#应用
LGLL #"

!

"

软件包进行

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数据以
V

&

@

表示! 多组间比较

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用
T

检验!

G N"

!

"9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各组大鼠
M0

和
M-.

水平比较及变化趋势

$表
#

!图
#

%#与常氧对照组比较!低氧对照组大鼠

M0

*

M-.

均升高$

G N"

!

"#

%&与低氧对照组比较!低氧

药物组
M0

*

M-.

水平降低$

G N"

!

"#

%) 低氧环境中两

组大鼠
M0

和
M-.

水平变化趋势#低氧药物组大鼠
M0

*

表
#

$各组干预
%"

天后大鼠
M0

*

M-.

水平比较#$

V

&

@

%

组别##

P M0

$

FDQJ

%

M-.

$

c

%

常氧对照
#" #;

'

$

&

#

'

! ;$

'

9

&

%

'

;

低氧对照
#"

!%

'

!

&

#

'

!

!

$%

'

!

&

;

'

$

!

低氧药物
#"

#:

'

9

&

"

'

:

"

8#

'

8

&

;

'

!

"

##注#与常氧对照组比较!

!

G N"

!

"#

&与低氧对照组比较!

"

G N"

!

"#

##注#

^

为
M0

&

]

为
M-.

图
#

$低氧两组
M0

*

M-.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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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变化程度较低!

%"

天内平均升高幅度分别为

$

"

!

99

&

"

!

"9

%

F

和$

!

!

":

&

"

!

:7

%

c

!而低氧对照组

平均升高分别为 $

#

!

7$;

&

"

!

;8

%

F

和 $

9

!

"!

&

#

!

8"

%

c

)

!

#各组大鼠
GH>

和
I3D

$

J3 K L

%比较及变化趋

势$表
!

!图
!

%#低氧对照组大鼠
GH>

和
I3D

$

J3 KL

%

值高于常氧对照组$

G N"

!

"#

%!与低氧对照组比较!低

氧药物组
GH>

和
I3

$

J3 K L

%值降低$

G N"

!

"#

%) 变

化趋势#低氧药物组大鼠
GH>

和
I3D

$

J3 K L

%平均增

幅分别为$

!

!

%9

&

"

!

#9

%

==MF

和
"

!

"!;

&

"

!

"":

!

而低氧对照组大鼠分别为$

;

!

;7

&

"

!

#7

%

==MF

和

"

!

";"

&

"

!

"#%

)

表
!

$各组干预
%"

天后大鼠
GH>

*

I3D

$

J3 KL

%水平比较#$

V

&

@

%

组别##

P GH>

$

==MF

%

I3D

$

J3 K L

%

常氧对照
#" #8

'

$

&

%

'

! "

'

%#

&

"

'

";

低氧对照
#"

%:

'

7

&

#"

'

;

!

"

'

9"

&

"

'

#!

!

低氧药物
#"

!:

'

;

&

#

'

7

"

"

'

%7

&

"

'

";

"

##注#与常氧对照组比较!

!

G N"

!

"#

&与低氧对照组比较!

"

G N"

!

"#

##注#

^

为
GH>

&

]

为
I3D

$

J3 K L

%

图
!

$低氧两组大鼠
GH>

*

I3D

$

J3 KL

%变化趋势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模拟低氧
%"

天后!低氧对照组大

鼠
M0

*

M-.

水平高于低氧药物组!几乎为后者的
%

倍!

说明该药具有在慢性低氧环境下防止红细胞过度增生

的作用!恰好与其具有调和气血*活血化瘀的临床功效

一致!有利于组织供氧!其机制可能与干预促红细胞生

成素$

<G,

%生成和降解有关'

;

!

9

(

) 藏黄芪主要成分黄

芪多糖可适当增加红细胞量而促进氧运输和氧传

递'

8

(

!而黄芪皂苷能够降低红细胞压积和血液粘滞

度!防止红细胞的过度增生'

;

(

) 川芎既能活血化瘀!

又具有行气止痛的功效!其主要成分川芎嗪具有抑制

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液黏滞度!促进血液循环'

$

(

) 沉

香的主要作用是行气止痛!本研究既往以沉香为主药

的方剂研究发现!皆具有防止红细胞过度增生的作

用'

:

!

7

(

) 藏红花主要药效是活血化瘀作用!其主要成

分藏红花素能够提高红细胞新陈代谢!促进新旧血液

替换!提高携氧能力 '

#"

(

) 至于低氧药物组相关参数

值仍高于常氧对照组!是机体的一种代偿作用)

持续性肺动脉高压是引起高原心脏病的主要因

素!它的持续存在可增加右心室后负荷!最终导致右心

室肥厚或右心功能不全) 本研究发现低氧药物组
GH>

和
I3D

$

J3 K L

%比值低于低氧对照组!表明四味黄芪

散具有防止肺动脉压过度升高!减轻右心室后负荷的

作用) 当前有人认为细胞内
HM

稳态才是低氧下肺动

脉高压形成的关键!特别是钠钾离子$

6>

K

D _

K

%交

换'

##

(

) 四味黄芪散中单味药研究中发现沉香和川芎

嗪皆具有改善酸碱平衡紊乱*减弱收缩因子对肺血管

作用和抑制肺平滑肌细胞增生的作用'

#!

!

#%

(

) 黄芪皂

苷具有显著的扩张血管和增强心肌收缩能力作用'

;

(

!也

能够通过促进一氧化氮释放!促进血液循环'

#;

(

) 川芎

嗪具有钙离子拮抗作用!能够舒张血管!降低血管阻力!

改善机体的缺氧状态!还具有降低血管通透性'

$

(

!藏红

花素通过干预
M(\

"

#

和
GMC

蛋白水平发挥对心脏的保

护作用!避免缺氧性损伤'

#9

(

) 以沉香为主要的
!"

味沉

香丸能够通过调节
&>+_!

'

#8

(

*

G_&

'

#$

(

*

<)

"

#

'

#:

(

*

6,L

'

#7

(等通路可防止低氧下肺动脉的过度升高)

总之!通过对藏药抗低氧作用的研究提示!藏药四

味黄芪散具有抗低氧效果!具有防治慢性高原病的

潜力)

$致谢#感谢青海大学医学院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在该项目

顺利实施中所提供的科研平台及其帮助&感谢美国加州大学圣

地亚哥分校傅振幸博士对英文摘要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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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比较国际学术大会暨

中西医结合呼吸系统疾病诊治新进展学习班征文通知

+第六届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比较国际学术大会暨中西医结合呼吸系统疾病诊治新进展学习班,将于
!"#$

年
#!

月
$

-

#"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召开" 大会将分别以特邀报告'专题讲座'院士论坛'壁报交流'卫星会等多种形式就会议主题进

行学术交流&并积极介绍目前民族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诊治常见疾病中的新方法'新药物等最新研究成果" 征文通知如下"

征文内容#$

#

%本届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比较国际学术大会#围绕本次大会的主题&征求有关各民族传统医学$包括汉医'藏

医'维医'蒙医'壮医'傣医'回医'苗医'瑶医等%构成要素$包括临床实践'文化特征'古典哲学'宗教特征和历史背景的演变%方面

的文章*征求各民族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认识和干预优势病种进展及比较方面的文章*征求涉及传统药物及天然药物$包括汉

药'藏药'维药'蒙药'壮药'傣药'回药'苗药'瑶药等%研究与开发进展的文章" 敬请认真准备&使文章富有见解'富有思想'富有学

术&以此奠定高质量学术会议的基础" $

!

%本届中西医结合呼吸系统疾病诊治新进展学习班#各民族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认识和

干预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的特点和新进展*中西医结合认识和干预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特点和新进展*呼吸系统疾病相关的诊断和

治疗经验以及综合防治策略*呼吸系统少见病与疑难病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各民族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结合防治呼吸系统疾病

的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及新药研发"

征文要求#

#5

凡未在国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的论文均可投稿"

!5

所提交的论文原则上为英文全文$附中英文摘要%&在特

殊情况下可使用中文'维语'藏文或其他语言文字&但需附
%""

字左右英文摘要$非中文书写还需附中文摘要%&并注明论文题目'

作者'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

%5

论文需用
*/2Q

格式排版&小四号字&

#59

倍行距&标准字间距"

;5

参会论文以附件形式

发送电子邮件至
P>PP?PFAS?U?#!"$B#!85-/=

"

95

若无条件上网提交论文者&请将论文用软盘邮寄至大会组委会秘书处" 截稿

时间#

!"#$

年
##

月
!9

日 $以邮戳或电子邮件寄出时间为准&逾期恕不受理%" 联系人#董竞成&吕玉宝&李密辉&电话#

"!#

$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