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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香薷挥发油对湿困脾胃证模型大鼠的治疗作用% 为香薷化湿和中传统功效提供现代药理学依据& 方
法!以饮食不节’ 潮湿环境’ 强迫游泳方法建立湿困脾胃证大鼠模型& 将成模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 挥发油低’ 中’
高剂量组% 吐温’7$ 组% 阳性药组% 每组 "$ 只& 造模后% 灌胃给药治疗 ") <% 测量大鼠体质量’ 进食量’ 饮水量’ 排
尿量’ 大便量’ 脾脏及胸腺的脏器系数及胃排空’ 小肠推进率和肠管含水量等指标% 并检测大鼠血清胃动素 "=*>#’
胃泌素 "?@A#’ B0C’DC’@*E酶’ 淀粉酶 "@=A#’ 白细胞介素’# "F>’##’ 免疫球蛋白 ? "F8?#’ 水通道蛋白 %
"@GE%# 和组织病理改变等指标& 结果!与模型组比较% 各给药组大鼠体质量’ 摄食量’ 饮水量’ 小便量’ 脾脏及胸
腺的脏器系数’ 胃排空和小肠推进率’ 大便湿重和肠管含水量’ 大鼠血清 B0C’DC’@*E酶’ @=A 活性’ ?@A’ F8?水
平’ F>’#’ =*>’ @GE% 水平均有所改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香薷是通过梳理胃肠气机’ 调节水液代谢和机体
免疫% 提高中焦脾胃健运发挥治疗作用% 从而具有化湿和中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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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薷为唇形科植物石香薷 7"3#) ,(/0$03/3=0[’
1/或江香薷 7"3#) ,(/0$03/3)_10M8[10M8S:* 干燥地
上部分& 前者习称 +青香薷,% 后者习称 +江香
薷,& 其性辛’ 微温% 归肺’ 胃经-". & 入肺经而能
发汗解表散寒% 入脾胃经而能化湿和中利水% 具有
发汗解表’ 化湿和中’ 利水消肿的功效& 早在
/本草纲目0 就有记载! +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药%
如冬月之麻黄,% 作为临床上常用的中草药% 有关
其抗流感% 治夏日感冒的报道较多-%’-. & 而关于其
化脾胃之湿而调和中焦’ 利水方面的研究寥寥可
数& 挥发油是香薷主要的活性成分% 具有调节胃肠
消化的功能-6’). % 因此本实验通过复制经典脾胃湿
困模型% 从宏观体征’ 胃肠运动’ 能量代谢’ 免疫
调节 6 个方面% 共选择 "( 个指标% 多方面探讨香
薷挥发油对脾胃湿困大鼠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为香
薷化湿和中的传统功效提供现代药理学依据&
FG材料
"I"!药品与试剂!香薷药材 %$"# 年 ( 月采于江西
吉安% 经对照 %$") 版 /中国药典0 鉴定为唇形科
植物石香薷% 经净制’ 切制后% 得香薷饮片& 平胃
丸 "北京同仁堂% 批号 "#$7$$-##( 羧甲基纤维素
"A5,0SX15% ]@A ($$6’-%’6#( 活性炭 "天津市科密
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猪油( 自制半固体营养
糊-#. "取羧甲基纤维素 "$ 8溶于 %)$ />水中% 加
"# 8奶粉’ 7 8糖’ 7 8淀粉% 搅拌均匀% 最后加入
适量活性炭粉末% 配成半固体营养糊#( 肝素钠
"A5,0SX15% ]@A ($6"’$7’"#( 血清胃动素 "=*>#
试剂盒 "批号 ‘E.-$-&##’ 胃泌素 "?@A# 试剂
盒 "批号 ‘E.-$)&) #’ 淀粉酶 "@=A# 试剂盒
"批号 ‘E.-$7"%#’ 白细胞介素’# "F>’## 试剂盒
"批号 ‘E.-$#6##’ 免疫球蛋白 ? "F8?# 试剂盒
"批号 ‘E.-$66%# 和水通道蛋白 % "@GE%# 试剂
盒 "批号 ‘E.-$-#6#% 均由上海朗顿生物技术有
限公 司 提 供( B0C’DC’@*E酶 试 剂 盒 "批 号
R_%"#$)# 由上海酶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I%!实验动物!AO大鼠 "$$ 只% 清洁级% 雄性%
7 周龄% 体质量为 "7$ a%%$ 8% 购自辽宁长生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证号 A]bD "辽 #
%$"#’$$$"&
"I-!实验仪器!=:,;1LZ0M =D- 型酶标仪 "美国赛

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 RR’A 数显恒温水浴锅
"常州翔天实验仪器厂#( Rc’@#$$% 电子天平 "瑞
安市金讯贸易有限公司#( dAR’% 可调高速电动匀
浆器 "江苏金坛市佳美仪器有限公司#( AR@’# 水
浴恒温振荡器 "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司#( R"#)$’
e湘仪离心机 "湖南湘仪试验仪器开发有限公
司#( >5P5,0电磁炉 "广东顺德忠臣电器有限
公司#&
HG方法
%I"!药品制备!精称香薷饮片 &$$ 8% 按照 /中国
药典0 挥发油测定法甲法提取挥发油-". "得率为
"I$7!% 合格#% 将所提取挥发油% 分别用含 %!
吐温’7$ ""$ /># 的蒸馏水配成 )$$ />低’ 中’
高质量浓度挥发油溶液% 折合生药量分别为
$I"$6 %’ $I-"% #’ $I#%) % 8J/>-&. & 精称平胃丸%
用蒸馏水溶解制备阳性对照药物溶液&
%I%!造模与给药!大鼠适应性饲养 " 周后造模%
造模方法参照文献 -7.% 具体方法为! 使用中间
装有金属隔板的特制鼠笼% 老鼠站立在隔板之上%
隔板下为 - 4/高的水% 让大鼠长期居住在潮湿环
境中( 每日让大鼠在 %) 4/深’ %) f的水中游泳
%$ /1M% 造成情志不遂( 单数日给大鼠灌胃猪油
""$ />JZ8#% 双数日给大鼠灌胃 6 f 冷水
""$ />JZ8#% 以模拟饥饱不均’ 饮食不节% 造模
时间为 & <& 造模期间空白组每日用蒸馏水灌胃
""$ />JZ8#& 将成模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 挥发
油高’ 中’ 低剂量组以及吐温’7$ 组% 阳性药组%
每组 "$ 只&

除空白组’ 模型组灌胃蒸馏水外% 各组灌胃相应
药液% 平胃丸阳性药组折合生药量为 " %-6 /8JZ8%
灌胃剂量均为 "$ />JZ8% 给药时间 & <% 期间自由
进食饮水% 动物房温度 %# f&
%I-!检测指标
%I-I"!宏观体征观察!实验过程中每天密切观察
大鼠的一般状态% 记录实验开始’ 造模后’ 治疗后
大鼠的体质量% 并利用代谢笼法对大鼠给药后 %6 9
二便量和 %6 9饮食量测定比较&
%I-I%!胃肠功能检测
%I-I%I"!胃排空和小肠推进试验-#.!动物处置前禁
食 %6 9& 试验时灌胃半固体营养糊 ""$ />J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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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M后脱颈处死& 打开腹腔% 结扎贲门部和幽门
下端% 取出胃% 用滤纸吸取胃表面的血渍% 称重
"第 " 次的胃总质量#% 然后沿胃大弯剪开% 用水
冲洗掉胃内的营养糊% 用滤纸吸净水分后再称重
"第 % 次的胃净质量#& 打开腹腔% 分离肠系膜%
剪取上端至幽门% 下端至回盲肠的肠管% 放于托盘
上轻轻将小肠拉成直线% 观察并记录黑色营养糊到
达的距离及小肠全长% 按公式计算胃残留百分比和
小肠推进百分比! 胃残留率 g "第 " 次的胃总质
量h第 % 次的胃净质量# J灌胃营养糊量 i"$$!%
小肠推进率g营养糊在小肠中的推进距离 "4/#J
小肠全长"4/# i"$$!
%I-I%I%!肠管含水量的测定!将取血后的大鼠脱
颈处死% 解剖后取大肠 ) 4/左右% 将肠管剖开%
用生理盐水洗去食物残渣以及残留血液% 滤纸擦
干% 置于一张洁净的滤纸上% 连纸称重并记录& 将
称重后的肠管置于烘箱中在 #$ f下恒温烘干 "$ 9&
"$ 9后取出并连带滤纸一同称重% 按公式计算肠
管含水量& 含水量g"湿质量h干质量#J湿质量i
"$$!&
%I-I%I-!血清胃泌素及胃动素含有量的测定!所
有组动物处置前% 采用腹主动脉放血法采血 ) />%
置于试管中% 不抗凝% 室温下静置 " 9% 离心
"$ /1M% 转速 7 $$$ SJ/1M% 分离血清% 测定血清中
胃泌素’ 胃动素的含有量% 具体操作按照试剂盒内
说明进行&
%I-I%I6!胃组织病理切片!打开腹腔% 肉眼观察
胃肠组织形态% 然后将胃取出% 立即浸泡于 "$!
的福尔马林液中固定& 常规R.染色% 光学显微镜
下观测组织形态&
%I-I-!能量代谢功能检测
%I-I-I"!血清 B0C’DC’@*E酶及淀粉酶活性检测
!所有组动物处置前% 采用腹主动脉放血法采血
) />% 置于试管中% 不抗凝% 室温下静置 " 9% 离
心 "$ /1M% 转速 7 $$$ SJ/1M% 分离血清% 测定血清
中B0C’DC’@*E酶’ 淀粉酶的含有量% 具体操作按
照试剂盒内说明进行&
%I-I-I%!消化道水通道蛋白 % "@GE%# 测定!取
部分大肠% 称重后放入 "$ />的 .E管中% 用移液
枪吸取大肠质量 (倍量的磷酸盐缓冲液 "TR&I% a
&I6#% 加入 .E管中并用高速匀浆机匀浆& 将匀浆
液放入低温高速离心机中% 在 6 f下以 - $$$ SJ/1M
离心 %$ /1M% 取上清液% 按照 @GE% 试剂盒内操作
说明进行含有量测定&

%I-I6!免疫功能检测
%I-I6I"!胸腺及脾脏系数!动物处死后将胸腺及
脾脏取出% 立即在电子天平上称重% 记录数值并计
算脏器系数! 脏器系数g脏器质量J体质量i"$$!
%I-I6I%!血清白细胞介素’# 及免疫球蛋白 ?含有
量测定!所有组动物处置前% 采用腹主动脉放血法
采血 ) />% 置于试管中% 不抗凝% 室温下静置
" 9% 离心 "$ /1M% 转速 7 $$$ SJ/1M% 分离血清%
测定血清中白细胞介素’#’ 免疫球蛋白 ?的含有
量% 具体操作按照试剂盒内说明进行&
%I-I6I-!脾组织病理切片!打开腹腔% 然后将脾
取出% 立即浸泡于 "$!的福尔马林液中固定& 常
规R.染色% 光学显微镜下观测组织形态&
%I6!统计学方法!实验结果以 ?j3表示% 采用
AEAA "&I$ 软件中的相应程序分析处理数据% 各组
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统计学分析后% % 组间比
较应用4检验& ’k$I$) 为统计学差异有显著性&
IG结果
-I"!宏观体征!大鼠在造模一段时间后出现明显
的毛发蓬松’ 色泽晦暗’ 饮水减少’ 食欲不振’ 身
形消瘦’ 白色粪便’ 肛门处污秽等现象% 而且行为
上经常抱团& 给药后大鼠逐渐恢复& 与空白组比
较% 模型组大鼠体质量’ %6 9平均摄食量’ 饮水量
减少% %6 9 平均大便湿重增加%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k$I$" 或 ’k$I$)#( 与模型组比较% 香薷
挥发油各剂量组大鼠体质量’ %6 9 平均摄食量’
饮水量’ 小便量均增加% %6 9 平均大便湿重减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I$" 或’k$I$)#&
-I%!胃肠功能检测
-I%I"!香薷挥发油对脾胃湿困大鼠胃排空率’ 肠
推进率’ 肠管含水量’ 血清胃泌素及胃动素含有量
的影响!与空白组比较% 模型组大鼠胃排空率’ 肠
推进率’ 血清胃泌素含有量减少% 肠管含水量和血
清胃动素增加%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I$" 或
’k$I$)#( 与模型组比较% 香薷挥发油组大鼠胃
排空率’ 肠推进率’ 血清胃泌素含有量增加% 肠管
含水量和血清胃动素减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I$" 或’k$I$)#% 具体测定结果见表 "&
-I%I%!香薷挥发油对脾胃湿困大鼠胃脏病理变化
的影响!空白组大鼠胃形态’ 结构完整% 胃底腺排
列紧密规则% 壁细胞形态结构正常% 胃黏膜’ 胃小
凹’ 胃底腺均正常% 有的部位可见散在的炎性细
胞& 模型组胃黏膜充血明显% 灶性胃黏膜上皮脱
落’ 糜烂’ 失去完整性和连续性% 表面有渗出物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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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G胃排空率$ 肠推进率$ 肠管含水量$ 血清胃泌素及胃动素含有量 %*J#& +KFL’
8+3MFGA&)&*/"%N+/(-#’&.2(4#,N -+(&& #,(&/(#,+*2-"2O*/#)&-+(&& #,(&/(#,+*(-+’(0+(&-’",(&,(& /&-O.N+/(-#,+,!."(#*#,

%*J#& +KFL’

!!!组别 胃排空率 肠推进率 肠管含水量J! 胃泌素J"M81>h"# 胃动素J"M81>h"#
模型组 $I$%$ j$I$$6" $I#(& j$I$6#"" -"I($- j$I$#"" %"6I#$" j6(I"")"" ---I77- j#$I%&)""

挥发油低剂量组 $I"%6 j$I$7#!! $I7$- j$I$6(! -%I"&$ j$I%"( -)"I((# j"%I#(6!! %%7I$-$ j)I#-7!

挥发油中剂量组 $I$(& j$I$6&! $I7&6 j$I$6(!! -%I"-" j$I-(7 -6-I%%% j(7I(&6! %-#I77- j6$I7-"!

挥发油高剂量组 $I$(6 j$I$--! $I7(& j$I$#7!! %)I%-% j"I$&&! %&%I"6( j(I%"- %-#I-(- j))I6(7!

吐温’7$ 组 $I$$& j$I$$)"" $I&-& j$I"-(" %&I&-) j$I"-" %(6I%"7 j&#I777 %))I6&& j"(I66"
阳性药组 $I$(# j$I$#%! $I(-# j$I$&#!! %6I$-% j$I%)%!! -"(I$6) j&6I77$! "6"I"&% j#7I6(7!!

空白组 $I$7( j$I$"6 $I7#$ j$I$%( %7I#7" j$I$%7 -6(I"#$ j&"I%-6 "((I((# j-7I-6$

!!注!与空白组比较%"’k$I$)%""’k$I$"(与模型组比较%!’k$I$)%!!’k$I$"

盖% 可见胃黏膜肿胀’ 脱落% 可见大量浸润的炎性
细胞’ 小凹消失’ 胃底腺肿胀% 黏膜肌增生% 形
态’ 结构均有改变& 吐温’7$ 组近似于模型组% 灶
性胃黏膜上皮脱落’ 糜烂’ 失去完整性和连续性减
轻% 脱落现象减少% 但可见大量浸润的炎性细胞&

挥发油各剂量组和阳性药组均使胃病理结构得到改
善% 胃黏膜’ 小凹’ 胃底腺形态’ 结构均有所恢
复% 渗出物减少% 胃黏膜肿胀减轻% 且高剂量组优
于低剂量组& 见图 "&

图 FG香薷挥发油对湿困脾胃模型大鼠胃组织的影响 %=$& PHLL’
Q#NMFG$%%&’("%!"#$%&’&()% )"*+(#*&"#*",/(".+’1(#//O&#,-+(/0#(1(1&/2*&&,+,!(1&/(".+’1/(-+,!&!34

!+.2,&//%=$& PH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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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能量代谢功能检测!与空白组比较% 模型组
大鼠血清 B0C’DC’@*E酶’ @=A 活性减弱% @GE%
含有量增加%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I$" 或’k
$I$)#( 与模型组比较% 香薷挥发油组大鼠血清

B0C’DC’@*E酶’ @=A 活性增强% @GE% 含有量减
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I$" 或 ’k$I$)#%
具体血清B0C’DC’@*E酶及淀粉酶活性和水通道蛋
白 % 的含有量检测见表 %&

表 HG血清B+RSCRS58T酶及淀粉酶活性和水通道蛋白 H 的含有量检测 %*J#’
8+3MHG?&(&’(#","%/&-O.B+RSCRS58T&,U4.&+,!+.4*+/&+’(#)#(4 +,!+VO+2"-#,H ’",(&,(%*J#’

组别 动物数J只 B0C’DC’@*E酶J"N1/>h"# 淀粉酶J"M81/>h"# @GE% 含有量J"M81/>h"#
模型组 "$ %-I%"6 j)I6(""" -I7#$ j"I$%%"" "$I&6$ j$I)-"""

挥发油低剂量组 "$ %7I&&) j"I#(%!! #I))- j$I&)"! &I%&" j"I($"!

挥发油中剂量组 "$ %(I6%( j%I)#$!! #I#)7 j$I#6&! #I7"% j$I-66!!

挥发油高剂量组 "$ %(I(&7 j%I"$&!! #I&#6 j$I&%&! #I6"6 j"I6#(!!

吐温’7$ 组 "$ %)I$&) j%I&(#"" )I&)& j"I$"7 ""I67) j%I-6)""

阳性药组 "$ -$I)$# j6I6$"!! &I"$$ j$I(--!! #I#)- j$I&)-!!

空白组 "$ %7I)$) j-I%)$ &I-&# j-I$#" )I(%$ j-I$)#

!!注!与空白组比较%""’k$I$"(与模型组比较%!’k$I$)%!!’k$I$"

-I6!免疫功能检测
-I6I"!香薷挥发油对脾胃湿困大鼠血清 F>’#’ F8?
含有量影响!与空白组比较% 模型组大鼠血清 F8?
含有量降低% 脾脏系数和胸腺系数减小% F>’# 含有
量增加%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I$" 或 ’k

$I$)#( 与模型组比较% 香薷挥发油组大鼠血清
F8?含有量增加% 脾脏系数和胸腺系数增加% F>’#
含有量减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I$" 或’k
$I$)#% 具体血清 F>’# 及 F8?含有量测定见表 -%
脾脏及胸腺系数测定见图 %&

表 IG白细胞介素SW 及免疫球蛋白X含有量 %*J#’
8+3MIG:",(&,(/"%;ASW +,!;NX %*J#’

组别 动物数J只 F>’#J"M81>h"# F8?J"/81/>h"#
模型组 "$ -%I7"& j(I#)7"" 7I-$- j$I((#""

挥发油低剂量组 "$ %$I6)6 j-I(%(! "-I6$# j"I"%&!!

挥发油中剂量组 "$ %$I6$- j$I($$! "-I6&% j-I()$!!

挥发油高剂量组 "$ %$I(#$ j#I)%)! "6I$%) j"I$%)!!

吐温’7$ 组 "$ %&I-6( j-I-$) &I)-- j%I&#6""

阳性药组 "$ "#I(&6 j"$I%&#!! ""I-)6 j"I"7$!

空白组 "$ "(I%66 j"I76( "-I"%" j"I(%6

!!注!与空白组比较%""’k$I$"(与模型组比较%!’k$I$)%!!’k$I$"

注! 与空白组比较%"’k$I$)( 与模型组比较%!’k$I$)%!!’k$I$"

图 HG脾脏及胸腺系数 %*J#’
Q#NMHG:"&%%#’#&,(/"%/2*&&,+,!(14.O/%*J#’

)66%

%$"& 年 "% 月
第 -( 卷!第 "% 期

中 成 药
]91M+L+*S0<1;15M0,E0;+M;=+<141M+

O+4+/X+S%$"&
5̂,3-(!B53"%



-I6I%!香薷挥发油对脾胃湿困大鼠脾脏病理变化
的影响!空白组脾脏被膜’ 小梁’ 淋巴小结’ 动脉
周围淋巴鞘’ 中央动脉’ 白髓’ 红髓均无异常改
变% 有的部位可见散在的炎性细胞& 模型组脾脏可
见大量的炎性细胞浸润% 皮质’ 实质形态结构破
坏& 被膜增厚% 小梁肿胀% 红髓’ 白髓细胞着色不
均匀% 界限模糊聚集成块坏死% 后位动脉周围聚
集% 浸润的炎性细胞较重& 吐温’7$ 组脾脏被膜增

厚% 小梁’ 皮质肿胀% 可见大量的炎性细胞浸润%
形态结构破坏& 挥发油各剂量组和阳性药组均使脾
脏病理结构得到改善% 被膜’ 小梁’ 红髓’ 白髓形
态结构恢复基本正常% 界限清楚% 但有的部位可见
后位动脉周围仍有少量浸润的炎性细胞& 挥发油高
剂量组好于阳性药物组% 高剂量组好于低剂量组%
见图 -&

图 IG香薷挥发油对湿困脾胃模型大鼠脾脏组织的影响 %=$& PHLL’
Q#NMIG$%%&’("%!"#$%&’&()% )"*+(#*&"#*",/2*&&,(#//O&"%-+(/0#(1(1&/2*&&,+,!(1&/(".+’1/(-+,!&!0#(1!+.2S

,&//%=$& PHLL’

YG讨论
中医认为 +湿, 为阴邪% 其性黏滞% 最易阻

碍气机而致中焦升降失司% 是临床最常见的病因之
一-(. & 湿邪产生后导致机体的水液运化失调% 水
谷不运% 中焦脾胃不合% 从而出现湿困脾胃证-"$. &
本研究让大鼠居住潮湿环境制造外湿过盛来困阻脾
胃% 通过单数日灌胃充足猪油% 双数日灌胃冷水禁
食造成大鼠饮食不节’ 脾胃受损使其湿从内而生%

再通过强迫游泳使大鼠情志不遂’ 气机受阻而导致
水湿不运% - 个方法共同复制大鼠湿困脾胃模型%
结果模型组大鼠体质量’ 进食量’ 饮水量’ 排尿量
等明显减少% 同时出现毛发晦暗无光泽’ 便白味
臭’ 倦卧疲乏’ 毛发松散脱落等症状& 用药后% 大
鼠体质量’ 进食量’ 饮水量’ 排尿量均显著增加%
毛发色泽’ 大便质地都有较大程度的恢复% 说明香
薷挥发油对大鼠湿困脾胃证有一定改善作用&

#66%

%$"& 年 "% 月
第 -( 卷!第 "% 期

中 成 药
]91M+L+*S0<1;15M0,E0;+M;=+<141M+

O+4+/X+S%$"&
5̂,3-(!B53"%



现代关于湿困脾胃证的研究表明与本证相关的
病变主要有宏观体征变化’ 胃肠功能’ 物质能量代
谢’ 免疫功能功能四大方面-"". % 因此本研究选择
体质量’ %6 9 饮食量和二便量进行宏观评价% 选
择胃排空和小肠推动实验和肠管含水量比较来测定
湿困脾胃动物模型的胃肠运动情况% 选择胃动素和
胃泌素来揭示动物模型胃肠运动改变的部分机理%
通过观察胃形态学变化来测定模型胃的病理损伤情
况& 选择B0C’DC’@*E酶和淀粉酶活性以及水通道
蛋白水平反映模型能量代谢情况& 选择F>’# 和F8?
来测定模型免疫功能改变情况% 通过脾脏’ 胸腺脏
器系数和脾脏的病理形态学观察来测定模型免疫器
官的实质变化&

=*>是由 %% 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 其分泌细
胞集中分布于十二指肠和近端空肠黏膜窝内% 在胃
窦及下部小肠黏膜有少量存在% 具有肠道 +清道
夫, 的功效-"%. & 胃泌素主要是由人体内 ?细胞分
泌的一种消化道激素& ?细胞以胃窦部最多% 十二
指肠次之% 具有促进胃酸分泌% 调节胃排空的主要
功效-"-. & 香薷挥发油对大鼠胃排空率和血清胃泌
素水平均有较强的改善效果% 由此推断香薷挥发油
通过调节胃功能和肠功能% 从而对湿困脾胃证发挥
一定的治疗作用&

B0C’DC’@*E酶在水液代谢’ 物质转运’ 能量
转换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淀粉酶的全称为 "% 6’!’
8’葡聚糖水解酶% 由胰腺与唾液腺分泌% 可以催
化淀粉及糖原水解% 是衡量脾虚模型是否成功的重
要指标之一( 水通道蛋白 "@GE# 是上个世纪末
被人类所发现的一类与水液代谢密切相关的蛋白
质% 在哺乳动物的大肠中分布的以 @GE% 为主% 实
验结果显示% 痰湿困脾大鼠的大肠 @GE% 含有量明
显上升% 香薷挥发油灌胃后出现明显缓解% 且香薷
挥发油灌胃给药组大鼠的B0C’DC’@*E酶和淀粉酶
的活性明显增强% 提示通过调控肠道水通道蛋白的
含有量% 和改善B0C’DC’@*E酶和淀粉酶的活性可
能是香薷治疗湿困脾胃的重要机制& 传统中医理论
认为脾与水液代谢密切相关& 香薷芳香化湿的主要
功效与其健脾作用密不可分% 推断香薷中的芳香性
化学成分% 通过调节水液代谢% 化湿和中% 而达到
对脾胃湿困证的治疗作用&

F>’# 是淋巴类和非淋巴类细胞产生的一种多功
能细胞因子% 是一种调节免疫应答’ 急性期反应和
造血作用的多肽介质-"6. & F8?是血清中含有量最
高的抗体% 它占血清免疫球蛋白的 &$! a7$!%

是体内最主要的抗体% 对各种细菌’ 病毒都有很强
的抵抗力& 中医学认为 +脾胃为后天之本,% +四
季脾旺不受邪,& 湿困脾胃证者% 脾脏功能失常%
机体免疫力下降% 对疾病抵抗力下降% 通过调理脾
胃防治疾病是中医治疗体系的一个重要治则& 香薷
挥发油能使模型组大鼠胸腺和脾脏的脏器系数增
加% 使F>’# 含有量和 F8?的含有量恢复正常% 提
示其通过改善血清 F>’# 和 F8?的水平达到对湿困
脾胃证大鼠的治疗作用& 现代中医认为测定机体免
疫功能是反映 +脾, 功能的重要客观指标% 这与
本实验香薷挥发油具有化湿健脾的功效相符&

实验中% 以 /中国药典0 规定的香薷用量上
限 "$ 8挥发油得率 ""I$7!# 作为低剂量组给药
量% 分别以其 -’ # 倍作为中’ 高剂量组给药量&
实验结果表明% 香薷挥发油对湿困脾胃证大鼠有明
显治疗作用& 但其中对胃排空率’ 胃动素和胃泌素
等影响未呈现量效关系% 对肠推进率’ F8?的量’
B0C’DC’@*E酶活性等影响量效关系不显著& 这提
示临床使用香薷挥发油用于湿困脾胃证的治疗时%
以目前临床用药量为宜&

综上可知% 香薷作为一种价格低廉’ 来源广泛
的常用中药% 其中的主要活性成分挥发油对湿困脾
胃证具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本研究为香薷化湿和中
的传统功效提供现代药理学依据% 且对香薷的临床
进一步开发应用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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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探讨二氢杨梅素对高脂诱导的非酒精性脂肪肝小鼠的保护作用及作用机制& 方法!取健康雄性
@T5.’J’小鼠 6$只% 随机分为 6组% 即模型组% 二氢杨梅素低’ 高剂量组% 双环醇组% 每组 "$只( 另取 "$只])&小鼠作
为对照组& 对照组与模型组予以 $I)!羧甲基纤维素钠溶液灌胃 $I% />J"$ 8% 二氢杨梅素分别以 )$’ "$$ /8J"Z81<#混
悬液灌胃% 双环醇组以 "6$ /8J"Z81<#混悬液灌胃& 高脂饲料 "$I-!胆固醇% %$!脂肪# 持续饲养 "% 周后% 测量
各组小鼠的体质量% 眼眶取血% 分离血清& 生化仪检测血脂四项’ @A*’ @>*水平& R.染色观察肝脏病理学改变%
油红Q染色观察肝细胞内脂质沉积状况( 试剂盒检测氧化酶的表达( *NB.>实验检测肝脏细胞凋亡情况% 应用免疫
组化检测肝脏‘4,’% 和]0LT0L+’-的表达& e+L;+SM评价肝脏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 "@=ED# 磷酸化水平& 结果!连续
灌胃 "% 周后% 与对照组相比% 模型组小鼠表现出肝脏脂肪变性并伴肝脏氧化损伤( 同时*NB.>阳性细胞数增多% 肝
脏中]0LT0L+’-表达升高且‘4,’% 含有量减少( 肝组织内@=ED磷酸化水平显著升高& 与模型组比较% 二氢杨梅素高’
低剂量组和双环醇组可改善@A*和@>*水平% 减轻各治疗组小鼠肝脏脂肪变性% 调控氧化酶的表达% 降低*NB.>阳
性细胞数% 提高肝脏中‘4,’% 和减少]0LT0L+’-的表达% 降低肝组织内@=ED磷酸化水平& 结论!二氢杨梅素能够降低
肝脏脂质沉积% 保护肝损伤从而改善高脂饲料诱导的 @T5.’J’小鼠非酒精性脂肪肝% 其机制可能与其通过下调 @=ED
磷酸化水平进而抑制肝细胞凋亡有关&
关键词! 二氢杨梅素( 非酒精性脂肪肝( 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 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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