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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制丹参 !大黄对大鼠血液流变学影响的研究

蒋孟良 黄政德 易延逵 曾  嵘 黄  莺 吴  萍
湖南中医学院 药学院 湖南 长沙  

  丹参为常用中药 具有祛瘀止痛 !活血通经 !清

心除烦之功 主要用于月经不调 !经闭痛经 ! 瘕积

聚 !胸腹刺痛 !热痹痉痛 !疮疡肿痛 !心烦不眠 !肝脾

肿大 !心绞痛等证 ∀常用酒炙 目的是增强活血作

用 ∀大黄具有泻热通肠 !凉血解毒 !祛瘀通经之功

主要用于实热便秘 !积滞腹痛等证 酒炖后泻下缓

和 增强活血祛瘀作用 ∀为探讨两药酒炙后是否增

强活血祛瘀作用 对其进行了活血祛瘀 包括血液流

变学 !血小板功能 !微循环 !离体心脏灌流等 的试

验 ∀

本实验根据血瘀证患者血液流变性具有粘 !浓 !

凝 !聚的特性及/暴怒0 !/寒邪0致血瘀的机理 给大

鼠注射大剂量肾上腺素 再以冰水浸泡 二者

综合作用可迅速复制出血瘀模型≈ ∀因血瘀模型

形成较迅速 故采用先给药 待中药作用出现时

再造模 观察其预防性实验效果 ∀

1  试验材料

1 1  动物  大白鼠 ≥⁄种 清洁级 体重 ∗

来源于湖南中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合格证号

2 每组 只 ∀

1 2  试药  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 黄酒 花雕酒

浙江绍兴湖塘酿酒厂 白酒 红星二锅头

北京酿酒总厂 丹参 购于长沙市药材公司 经鉴定

为唇形科植物丹参 Σαλϖια µιλτιρρηιζα 的干燥

根及根茎 大黄 购于长沙市药材公司 经鉴定为蓼

科植物掌叶大黄 Ρηευ µ παλµ ατυ µ 的干燥根及

根茎 以上两药由本院中药鉴定教研室周天达教授

鉴定 ∀

1 3  仪器  ≠2ƒ 粘附仪 北京普利生 型

红细胞电泳仪 上海 ≤ 2 型红细胞变形测定仪

中国科学院 型日立生化分析仪 ∀

2  检测指标

≈收稿日期  2 2

≈基金项目  湖南省科委课题 ≥≥≠

  全血粘度 全血流速 ≥流速 分别计算低切 !

中切 !高切 血浆粘度 血浆流速 ≥ 流速 红细

胞压积 ≤ × 血沉 血浆总蛋白 纤维蛋白原 红

细胞电泳时间 红细胞聚集指数 ∀

3  方法与结果

3 1  药物的炮制≈

取丹参段片 份 分别加黄酒 !白酒各

拌匀 密闭闷润 再文火炒 出锅 摊晾

即得黄 !白酒炙丹参 备用 取大黄块 加白酒

拌匀 密闭闷润 隔水密闭炖 至内外

成黑褐色 取出 晾干 即得熟大黄 酒炖 备用 ∀

3 2  药物的提取

水提 分别取生丹参 !生大黄 !黄酒炙丹参 !白酒

炙丹参及酒蒸大黄各 加水煎煮 次 每次加

倍量水煮沸 滤过 合并滤液 浓缩至

# 备用 ∀

醇提 取药物 加 乙醇回流提取

次 每次加 倍量回流 滤过 合并滤液 水浴

上挥去乙醇至无醇味 浓缩至 # 备用 ∀灌

胃前用蒸馏水稀释至 的浓度供用 ∀

3 3  实验步骤

分别将同批 !同饲养条件大鼠按性别与体重随

机分为 组 ≠空白对照组与 血瘀模型组每天用

冷开水灌胃 只 连续 实验组 ≈ ∗ 组依

次为生丹参水煎液 !生丹参醇提液 !黄酒炙丹参水煎

液 !白酒炙丹参水煎液 !生大黄水煎液 !白酒炖大黄

水煎液 每天上午灌胃 次≈ 药液 #

体重 剂量均为 # 为白酒组 灌胃

≈ # 体重 均连续 ∀于第 天除空

白组外 其余 ∗ 组均造模 即皮下注射

≈ # 体重 共 次 间隔 在第

次注射 之间将大鼠浸入冰水中 处置后

停食不停水 第 天所有动物断头取血 肝素抗凝

分别取适量血 测定全血粘度 全血流速 ≥流速

分别计算低切 !中切 !高切 血浆粘度 血浆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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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 红细胞压积 ≤ × 血沉 血浆总蛋白

纤维蛋白原 红细胞电泳时间 红细胞聚集指数 ∀对

所测数据按文献方法进行方差分析检验统计处

理≈ 结果见表 ∀

表  丹参 !大黄对血液流变学影响的比较

组别
全血粘度 °

低切 中切 高切

血浆粘度

°

≤ 压积

空白对照组   ?   ?   ?   ?   ?

血瘀模型组 ? ? ? ? ?

生丹参水煎 ? ? ? ? ?

生丹参醇提 ? ? ? ? ?

黄酒炙丹参 ? ? ? ? ?

白酒炙丹参 ? ? ? ? ?

生大黄水煎 ? ? ? ? ?

白酒炖大黄 ? ? ? ? ?

白酒组 ? ? ? ? ?

组别 血沉 # 血浆总蛋白 # 纤维蛋白原 # ≤ 电泳 ≤ 聚集指数

空白对照组   ?   ?   ?   ?   ?

血瘀模型组 ? ? ? ? ?

生丹参水煎 ? ? ? ? ?

生丹参醇提 ? ? ? ? ?

黄酒炙丹参 ? ? ? ? ?

白酒炙丹参 ? ? ? ? ?

生大黄水煎 ? ? ? ? ?

白酒炖大黄 ? ? ? ? ?

白酒组 ? ? ? ? ?

  注 ≠ ξ ? σ  模型组与空白组比较  Π  Π  各组与模型组比较  Π  Π

  由上结果可见 模型组与空白组都有显著性差

异 说明造摸比较成功 ∀各试验组与模型组比较表

明 丹参各炮制品和熟大黄都有明显的活血作用 生

大黄与白酒仅有微弱的作用 ∀对生丹参水提与醇提

和丹参各组间比较表明 各指标无显著性差异 Π

生大黄与熟大黄比较表明 低切粘度及纤维

蛋白原两指标 Π 丹参 !大黄酒制后作用明显

加强 ∀

4  小结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生丹参黄酒 !白酒炙后的水煎液

和生丹参醇提液均有明显降低全血粘度 !血浆粘度 !

≤压积 !血沉 !血浆总蛋白 !纤维蛋白原 ! ≤ 电

泳 ! ≤ 聚集指数等作用 酒炙与生丹参水煎液比

较 虽无统计学意义 但均有增强趋势 说明酒炙确

有增强丹参活血作用 ∀

生大黄水煎液仅对血液流变学部分指标 低切 !

中切 !血沉 ! ≤ 聚集 有一定作用 白酒炙后对血液

流变学各项指标均有显著作用 作用比生品显著增

强 故酒制可增强大黄的活血作用 ∀大黄的活血成

分可能是多糖≈ 酒蒸后多糖增加≈ 是否与活血作

用增强有关 有侍进一步研究 ∀

中医认为酒甘辛大热 具有活血通络 宣行药势

等作用 ∀本试验结果表明 白酒对 ≤ 压积与聚集

指数及血沉有显著作用 Π 或 对其他

指标均有降低趋势 说明酒确有一定的活血祛瘀作

用 ∀

传统认为炙药以黄酒为佳 浸药酒以白酒为优 ∀

本实验表明 白酒炙较黄酒炙作用稍好 ∀这可能是

白酒含乙醇浓度高 乙醇解吸附的作用较强 能使植

物细胞内相互吸附的成分解离 以利于有效成分的

扩散 !溶出 从而增加其提出量而增强疗效 ∀白酒炙

丹参与白酒比较 除血沉外各指标均有显著性差异

Π 白酒炙大黄与白酒比较 低切 !中切 !高

切粘度及 ≤ 聚集指数等指标 Π ∀这说明

酒虽有活血作用 但较微弱 这符合中医将酒作为药

引子 主要靠药物的理论 ∀

从不同提取方法来看 对血液流变学的影响醇

提与水提虽无显著差异 但醇提仍有增强趋势 ∀这

第 卷第 期

年 月
         

   中 国 中 药 杂 志

Χηινα ϑουρναλ οφ Χηινεσε Ματερια Μεδιχα
         

∂

√



可能是乙醇极性较大 溶解范围较广 能将丹参中水

溶性活血成分提出 加之乙醇提取 !浓缩温度低 热

效率高 时间短 使易受热破坏的原儿茶醛等成分损

失少 故丹参醇提较水提好 ∀丹参 !大黄酒炙后作用

明显加强 从而印证了酒具有活血通络作用 活血药

酒炙后 其活血作用增强的中医药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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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薤白滴丸和复方薤白胶囊的溶出度比较

居文政 郁锡峰
江苏省中医院 江苏 南京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南京  

  复方薤白胶囊由薤白 !黄连等中药组成 具有通

阳宣痹 清热化痰的功效 用于治疗慢阻肺及肺动脉

高压症 与对照组比较 对咳痰 !喘息及哮呜音等症

状和体征的改善有显著性差异 并有明显改善肺通

气功能和降低肺动脉压作用 ∀为改善药物的吸收

达到速效的目的 我们研制了复方薤白滴丸 ∀为比

较两种剂型的优劣 我们做了两者的溶出度试验 ∀

1  仪器和试剂溶出度测定仪 ∂ 型紫外 可

见分光光度计 上海分析仪器总厂 盐酸小檗碱 复

方薤白滴丸 复方薤白胶囊 ∀

2  实验方法

211  含量测定方法的建立

21111  标准品溶液配制  精密称取盐酸小檗碱

份 分别用人工胃液和蒸馏水定容至 ∀

21112  样品溶液的配制  精密称取复方薤白滴丸

约 1 各 份 分别用人工胃液和蒸馏水定容于

精密称取复方薤白胶囊内容物约 1 各

份 分别用人工胃液和蒸馏水定容至 ∀

21113  测定波长的选择  波长测定范围 ∗

每隔 测定吸收值 标准品溶液 !复方薤白

滴丸和复方薤白胶囊的人工胃液和蒸馏水中的溶液

均在 有最大吸收值 阴性对照液在

处几乎无吸收 ∀

21114  标准曲线的制作  精密吸取标准溶液 1

≈收稿日期  2 2

1 1 1 1 至 容量瓶中 以相应的

人工胃液或蒸馏水定容 于 处测定吸收值

得标准曲线方程 Α 1 1 Χ , ρ

1 (人工胃液) , Α 1 1 Χ , ρ

1 蒸馏水 ∀

212  两种剂型的溶出度试验

21211  试剂的配制  ≠ 人工胃液 1 #

≤ 溶液 蒸馏水 ∀

21212  溶出度试验  将溶出度测定仪按浆法装妥 ∀

在释放池中加入 已驱气泡 的人工胃液 或

蒸馏水 加热使介质温度保持至 ? 1 ε 调

节转速为 # ? ∀开动电机 ∀放入已

精密称定的复方薤白滴丸 粒 或复方薤白胶囊

粒 即刻计时 ∀分别于一定时间间隔定位取样 每

次取出释放滤液 滤器孔径 1 Λ 并及时

补充已预热至 ε 的人工胃液 或蒸馏水 于

释放池 平行做 份 ∀测定小檗碱含量 再按下式计

算溶出度 ∀

溶出度
含量 Λ # ≅
丸重 Λ ≅百分含量

≅

3  结果与讨论

311  2 种剂型的溶出度试验结果 见表

312  溶出度试验数据处理 见表

对复方薤白滴丸与复方薤白胶囊剂的两种参数

Τ , Τδ)进行 τ检查( ν ) ,结果表明两组参数有

显著性差异( Π 1 ∀

第 卷第 期

年 月
         

   中 国 中 药 杂 志

Χηινα ϑουρναλ οφ Χηινεσε Ματερια Μεδιχα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