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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共同病理基础
,

斑块损伤以及随之发生的

血栓形成是致残
、

致死性血管疾病的真正元凶
,

因此在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防治

中稳定斑块
、

防止易损斑块损伤比阻止斑块增长显得更为重要
。

不稳定斑块或者

称之为易损斑块的特点是
:

纤维帽薄
、

脂质核大
、

炎性反应活跃和易发生血栓形

成
,

斑块裂隙
,

迅速进展为破裂斑块的粥样病变
。

现认为不稳定斑块的主要形成

机制有
: 1

、

斑块的炎症反应 ; 2
、

细胞外基质的重塑 ; 3
、

脂质核心较大
,

斑块

内负荷重
。

目前研究的稳定斑块的西药治疗可以归纳为从阻断其形成的三个机制

来达到治疗效果
,

针对斑块的炎症反应
,

可用抗炎症的药物来治疗
,

如阿司匹林
、

他汀类药物
、

脂质核心大
,

AC E工
、

COXZ抑制剂等都是利用其抗炎作用来治疗
,

显示有一定效果
;

则用降脂类的药物治疗
,

也取得不错的疗效
,

针对其细胞外基质 的重塑
,

则可 以用抑制 MMPS的药物
,

最常用的有辛伐他汀 ;

如四环素类抗生素
、

MH G一co A还原酶抑制剂以及血管紧张素 11 受体拮抗剂
。

西药治疗易损斑块虽然有

效
,

但其副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

例如辛伐他汀引起的肝功能的损害及肌溶解使很

多动脉易损斑块患者难以耐受
。

利用中药来稳定斑块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

如清热

解毒
、

活血中药可以提高抑制 CE M降解
,

达到稳定斑块的效果
,

也有主张益气
、

活血共用者
。

通过实验后证实有效的有单方红景天
、

大黄素等
,

经验方则有通心

络胶囊
、

脉心康胶囊
、

蒲参胶囊
、

丹参首乌泽泻饮等
。

中医中药多途径
、

多环节
、

多靶点
、

全方位治疗疾病且不 良反应轻的特点应该在稳定 SA 斑块方面具有潜在的

疗效优势
,

在中药稳定易损斑块的治疗方面应该有更多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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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复方小续命汤组分活性评价及抗脑缺血有效成分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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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
小续命汤

”
是中医常用治疗中风的有效方剂

,

由芍药
、

杏仁
、

生姜
、



黄答
、

防己
、

防风
、

麻黄
、

桂枝
、

川芍
、

红参
、

甘草
、

附子 12 味中药组成
。

本研

究在前期研究基础上
,

通过化学分析和药理活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确定小续命

汤抗脑缺血有效成分组
,

并建立 了有效成分组的制备工艺及质量控制标准
。

方法
:

D P P H法测定样品对 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 M T T法测定细胞存活率
,

观察样 品对过

氧化氢损伤
、

谷氨酸损伤及低氧损伤的保护作用 ; T B A法测定对大 鼠脑线粒体脂

质过氧化的抑制作用
。

结果
:

综合分析多靶点活性
,

40 % 乙醇洗脱物和中间层的

活性最强
,

4 0% 乙醇洗脱物和中间层按比例混合为小续命汤抗脑缺血有效成分

组
。

讨论
:

本实验室前期以中药复方有效成分组作为理论指导
,

对
“
小续命汤

”

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

根据复方适应症一脑缺血的发病机制建立了相关体外筛选模

型
,

应用现代分离技术与高通量筛选技术相结合的方法
,

观察了中药复方小续命

汤 2 4 0个连续 组 分 的神经 保 护 作用
,

综合分 析 筛选 结 果 获得 由 L l一L4 O和

A l oo 一 A 120 连续组分组成的小续命汤抗脑缺血损伤的有效成分组
。

应用 H PL C法

研究发现抗脑缺血有效成分主要集中在大孔吸附树脂40 % 乙醇洗脱部分
。

再通过

化学分析和活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优化前期寻找的小续命汤有效成分组
,

确定

了含量稳定且适合工业化生产的有效成分组
,

建立 了有效成分组的制备工艺路

线
,

开发出一个疗效稳定可靠
、

工艺稳定可行的符合现代化对中药复方要求的新

制剂
。

研究表明中药复方有效成分组的概念和技术路线是可行的
,

有利于应用现

代医学的理论诊释复方的科学内涵
,

能够更科学的
、

深入的认识中药作用的机制
,

有利于提高中药制剂质量标准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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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羊蕾药用历史悠久
,

来源于小聚科淫羊蕾属的多种植物
。

李时珍在 《本

草纲 目》 中称其有
“
益精气

,

坚筋骨
,

补腰膝
,

强心力
”
之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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