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发灵酊活血化瘀及促毛发生长作用的实验研究  

    生发灵酊剂系我院自行研制的一种纯中药复方外用制剂，由当归、红花、首乌、侧柏叶等几种名贵中草药用高科技提

取精制而成，具有活血化瘀、促进头皮血液循环、消除头皮炎症、祛除头皮骚痒、为头发提供良好生长环境的作用，同时

还可通过透皮吸收直达全身[1]，发挥调节内分泌平衡、增强肝肾功能、提高肌体免疫力、生发乌发之功效。本研究通过

动物实验对生发灵酊剂的活血化瘀与促毛发生长作用的药理药效学进行探讨。 

    

1  材料和方法 

    1.1  仪器、试剂 

    所用BME-1型生物学数据微处理机控制下的垂直式血管粘度计和红细胞电泳仪由上海医科大学研制，PAM-2型PPP自动

平衡血小板聚集仪由上海第一医学院生物物理教研室研制。当归、红花、首乌、侧柏叶均购自广州市药材公司，经过第一

军医大学中医系鉴定。生发灵酊剂每瓶100 ml，含生药36 g。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1.2  动物及分组 

    Wistar大鼠72只，由第一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雌雄不拘。将72只大鼠随机分为3批，每批24只，分别进行血

瘀时的活血化瘀、促毛发生长、改变气虚时的血液流变学实验。每批均分为高浓度给药组、低浓度给药组及空白对照组，

每组8只，分别用未稀释生发灵酊、以65%乙醇稀释至1/2浓度的生发灵酊和65%乙醇处理。 

    1.3  模型的建立及给药处理 

    1.3.1  急性血瘀模型的建立及给药处理   将第1批24只大鼠每天用自来水灌胃，每次5 ml，连续8 d。第8天皮下注

射盐酸肾上腺素0.10~0.15 ml/只，共2次，间隔4 h；在2次之间将大鼠浸入冰水中5 min至血瘀[2]。然后分成3组分别给

药处理，即用棉签给各组大鼠全身涂擦3种药物，每次1~2 min，至皮肤出现微红止，连续30 d，次晨断头取血检验[3]。 

    1.3.2  促毛发生长实验   将第2批大鼠以8%硫化钠为脱毛剂在每只背部脱去体毛约1 cm2，暴露光滑皮肤，然后分

成3组分别给药。每天涂抹3次，30 d后在各鼠脱毛区随机取下10根新生毛发，用测微尺在显微镜下测量其长度，求平均

值，比较各组毛发生长差异[4]。 

    1.3.3  气虚模型的建立及给药处理   将第3批大鼠分成3组，同1.3.1节的方法涂药，3 h后按组别置入水槽中强迫

游泳，当每组动物出现50%的自然沉降时即停止游泳，连续实施14 d，造成气虚模型，然后即断头取血检验[5]。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的录入和处理用SPSS10.0软件完成，采用完全随机设计的ANOVA或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组间两两比较用

SNK或扩展t检验。 

    

2  结果 

    2.1  生发灵酊剂对急性血瘀大鼠的活血化瘀效果 

    检测了全血比粘度、血浆比粘度、全血还原粘度及红细胞比容等几项指标，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见，与对照组相

比，生发灵高浓度组的全血比粘度、血浆比粘度、全血还原粘度及红细胞比容明显降低，生发灵低浓度组的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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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生发灵酊剂对大鼠毛发生长的影响 

    用药30 d后新生毛发生长情况如表2所示。从表2可看出，生发灵组(高、低浓度组)新生毛发长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01)，且生发灵高浓度组又显著高于低浓度组(P<0.001)，提示该药具有良好的促毛发生长作用。 

    2.3  生发灵酊剂对气虚大鼠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检测了全血粘度及红细胞比容2项指标，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见，生发灵组(高浓度组和低浓度组)与对照组相比

可显著降低低切变率下血液粘度及红细胞比容(P值分别<0.001和0.01)。表明生发灵酊有较好的降低全血粘度及红细胞比

容的作用。 

    



3  讨论 

    实验结果表明，生发灵酊对实验性血瘀模型大鼠有较好的活血化瘀作用，能显著降低高、低切变率下全血粘度、血浆

粘度、全血还原粘度及红细胞比容。杜亚明等[6]认为血瘀症主要是因“暴怒”、“寒邪”而致，故给大鼠皮下注射大剂

量盐酸肾上腺素模拟“暴怒”时机体的状态，以冰水浸泡模拟“寒邪”侵袭，从而建立粘、浓、凝状态的血瘀大鼠模型。 

    促毛发生长实验结果表明，生发灵具有较好的促大鼠正常皮肤毛发生长作用。中医历来认为邪火侵犯、血分有热、血

热脱发为脱发发病机制，由此可知毛发营养来源于营血，其生机根源于肾之精气。生发灵酊能促进毛发生长可能是通过透

皮吸收后发挥了活血化瘀的作用，从而促进头皮血液循环，全面调节内分泌平衡，增强肝肾功能，提高肌体免疫力。 

    生发灵可降低气虚大鼠的全血粘度和红细胞比容，与其对血液流变学的影响有关，该药可有一定的红细胞比容解聚作

用等，从而降低血液粘度。 

    改善包围毛囊周围的网状毛细血管的血液循环、降低血液粘度是促进毛发正常生长的重要因素[5]。本实验研究证

实：急性血瘀大鼠的全血比粘度、血浆比粘度、全血原粘度改变，红细胞比容异常；气虚大鼠低切变全血还粘度及红细胞

比容改变。而使用生发灵后各项观察指标均得到明显改善，证实生发灵在改善血液流变学方面，对全血粘度、血浆粘度及

红细胞比容等都有明显的降低作用，与文献[7，8]报道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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