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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观察灯盏细 辛和灯盏花素对戊巴 比妥钠催 眠小 鼠的影响

。

方法 +
将小 鼠随机分为灯盏细辛组

、

灯盏花素组
、

纳洛酮组及生理盐水组
,

观察对阂上剂量和催眠剂量的戊巴 比妥钠致 小鼠睡眠的影响
,

并考察

了对小 鼠自发活动和对小鼠的平衡功能影响
。

结果 + 灯盏细辛组
、

灯盏花素组及纳洛酮组与生理盐水组比

较
,

能显著延长阂上剂量戊巴 比妥钠致小鼠入睡时间
,

缩短睡眠持续时 间∃尸 , �
&

�! ∗ (缩短催眠剂量戊巴比

妥钠所致小鼠翻正反射消失的持续时间 ∃尸 , �
&

�! ∗ (对小鼠 自发活动和 小鼠平衡功能无明显影响
。

结论 + 灯

盏细辛和灯盏花素对戊巴比妥钠催眠小鼠有催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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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盏花又名灯盏细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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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蓬 ∴ Β =84Β6
1 ΑΒ4 Χ=Δ4即 3 Δ

∃_
; 1 ?

&

∗ ϑ ; 1 ≅ 一 Υ ; 9 9
&

的全

草
,

主要分布于我国云南
、

广西
、

四川
、

贵州
、

西藏等

地
。

灯盏细辛是灯盏花 中提取的有效成分
,

包括焦

袂康酸
、

原儿茶酸及灯盏花 乙素
、

芹菜素
、

黄芬素等

黄酮类化合物
。

灯盏花素 ∃Α Β4 Χ =Δ 4 ; Ρ =1 4
∗是从灯盏

花中提取的黄酮类成分
,

以灯盏 乙素∃
Δ53 ?4 %%; Β= 1∗ 为

主
,

含有少量灯盏 甲素
。

灯盏细辛和灯盏花素具有

扩张微血管
、

降低血液赫稠度和脑血管阻力
、

增加脑

血流量
、

改善微循环的作用
,

可用于缺血性脑血管病

的治疗 ⎯’
,
�」

。

本实验主要探讨灯盏细辛和灯盏花素

对戊 巴比妥钠催眠小鼠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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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闺上剂量 戊巴 比妥钠致小 鼠睡眠时间的影

响 ⎯ #川 取小鼠 )� 只
,

随机分为 ) 组
,

每组 ∋� 只
,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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盏细辛组
、

灯盏花素组及纳洛酮组 小 鼠按 �! Γ 岁

雌
、

�! Γ 岁ε 8 及 �
&

) Γ 以ε 8 分别腹腔注射给药
,

对照

组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
,

连续给药 # ≅
,

末次给药后

#� Γ =1
,

腹腔注射 #! Γ 酬ε 8 戊巴比妥钠
,

立 即观察

并记录小鼠人睡时间 ∃给药至小鼠翻正反射消失 ∗
,

睡眠持续时间∃翻正反射消失至恢复时间 ∗6

∋
&

) 对戊 巴比妥钠致 小 鼠睡眠的催 醒实验陈
. ∋

小鼠腹腔注射 )� Γ 盯ε8 戊巴比妥钠
,

待翻正反射消

失后 % Γ 勿
,

各组再分别给予腹腔注射灯盏细辛∃�!

Γ 扩ε 8 ∗
、

灯盏花素 ∃� Δ Γ 岁ε 8 ∗
、

纳洛酮 ∃�
&

) Γ 酬ε8 ∗

及生理盐水∃= 6 Γ 口ε 8 ∗
,

观察小鼠翻正反射消失的

持续时间∃睡眠时间 ∗
,

记录结果
。

∋
&

! 对小鼠 自发性活动计数的影响∃光 电管法 ∗

实验分组及给药同上
。

每组在给药前一夭先测定给

药前各动物 ∋� Γ =1 内的活动次数
,

在给药后 巧
、

#�
、

.�
、

α� 及 ∋�� Γ =1 时分别再次测定各组各动物 ∋�

Γ =1 内的活动次数
。

∋& . 小鼠爬竿实验 取昆明种小 鼠分别轻提其尾
,

将其置于高 .�
5 Γ 的铁支架顶端

,

令其头朝下沿竿

爬行至地面
,

将不能顺利爬至地面而掉落的动物淘

汰
。

实验分组及给药同上
。

给药后 巧
、

#�
、

.�
、

α�

及 ∋�Ξ Γ =1 时分别再次重复上述实验
。

记录各组不

能顺利爬至地面而从竿上掉落的动物数
。

∋
&

 数据 处理 数据以均数 土 标准差 ∃ 无 士 +
∗表

示
,

均数的比较采用 ?检验
。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

小 鼠人睡时间显著延长
,

催眠持

续时间显著缩短 ∃尸 , �
&

�! ∗∃ 表 ∋ ∗
。

表 ∋ 药物对闭上剂量戊巴比妥钠致小鼠

睡眠的影响∃无士
Δ , 1 φ ∋�∗

组别 剂量∃Γ %γ ε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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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戊巴比妥钠致小 鼠睡眠的催醒作 用 小 鼠

腹腔注射 )� Γ 8 γ ε8 戊巴比妥钠
,

睡眠 ∋ :;
1
后给

药
,

结果显示灯盏细辛组
、

灯盏花素组
、

纳洛酮组与

生理盐水组比较
,

小鼠睡眠持续时间显著缩短 ∃尸 ,

�
&

�! ∗
。

结果提示灯盏细辛和灯盏花素对戊巴 比妥

钠催眠小鼠有催醒作用 ∃表 � ∗
。

表 � 药物对戊巴比妥钠催眠小鼠作用的影响 ∃见 士 + , 1 二 ∋�∗

组别 剂量 ∃Γ Η
产
ε 8 ∗

通&)�!�!八曰�生理盐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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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理盐水组 比较
。

� 结果

�
&

∋ 对闰上剂量戊巴比妥钠催眠作用的影响 各

组小鼠灌胃 #� 而
1
后再腹腔注射阂上剂量戊巴比

妥钠 #! Γ 群ε 8
,

灯盏细辛组
、

灯盏花素组
、

纳洛酮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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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小鼠 自发活动的影响 在给药后不同观察

时间点各组间及各组给药前后小鼠在 ∋� Γ =1 内的

自发活动次数均无明显改变
。

即该药灯盏细辛
、

灯

盏花素不影响小鼠的自发活动∃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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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小鼠平衡功能的影响 ∃爬竿实验 ∗ 给药前

及给药后
,

全部动物均能顺利从竿顶部爬至地面
,

表

明药物对小鼠的平衡功能无明显影响 ∃表 ) ∗
。

组别
剂量

∃云正之ε8 ∗
给药前

表 ) 小鼠爬竿实验结果∃见 士 、 , 1 二 ∋�
,

只∗

给药后

∋! Γ =1 # � Γ =1 . � Γ= 1 α � 而1
∋��

1 %Γ

����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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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时间
,

灯盏花素的作用略强于灯盏细辛
,

提示灯

盏细辛
、

灯盏花素具有催醒作用
,

具体促醒机制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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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中药制剂灯盏花 以其扩血管
、

活血化痕而广泛

应用于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治疗
。

灯盏细辛注射液和

灯盏花素注射液均是灯盏花 中药制剂
,

灯盏细辛有

效成分为二咖啡酞奎 宁酸
、

焦袂康酸及灯盏乙素等

黄酮类化合物
,

灯盏花素有效成分主要是灯盏乙素
。

灯盏花制剂其药理作用最主要的是扩张微小血管
,

改善微循环
,

可增加脑血流量及降低外周血管阻力
。

灯盏细辛注射液和灯盏花素注射液目前广泛应

用于危重病人的救治工作
,

李宏伟等〔4 〕报道在临床

上应用灯盏细辛注射液治疗重度颅脑损伤的病人
,

病人清醒质量提高
、

后遗症少
,

可作为治疗重度颅脑

损伤病人的辅助药物
,

并认为与改善红细胞的变形

性
,

抑制血小板的聚集
,

降低血液赫度
,

增强血液流

动性有关
。

我们研究 了灯盏花制剂的促醒作用
,

结

果显示灯盏细辛和灯盏花素均能显著延长阂上剂量

戊 巴比妥钠致小 鼠人睡时间
,

缩短睡眠持续时间 5还

缩短催眠剂量戊巴比妥钠所致小鼠翻正反射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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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半规管受到交替变化的角加速度刺激
,

由于有

垂直旋转半径的存在
,

产生不断变化的向心力
,

刺激

动物的耳石系统
。

多种加速度的联合作用导致了大

鼠晕动病的发生
,

这与人体所受的 (!09 !∃9
:
加速度刺

激相似图
,

能较好 的诱发 大 鼠 晕动病 的 发生
。

;9 <=> 1∃∃ ? 4 ≅研究表明
,

高岭土的摄取量与大鼠的旋转

束∗激量存在量效关系
。

本实验中
,

旋转方式 % 组大

鼠遭受 7 Α 9∀ 的旋转刺激较 Β Α 9∀ 的旋转方式 +

组和旋转方式 3 组高岭土的摄取量显著增加
,

也正

反映了此特点
。

刺激模式 % 刺激时间 7 Α 9∀
,

强度

适中
,

符合人类晕动病发作时的实际情况
,

适于防晕

船药物的初步筛选和晕动病机制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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