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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散对大肠湿热证模型大鼠血清

及肠道组织胃肠激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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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讨郁金散对大肠湿热证模型大鼠血清和肠道组织胃肠激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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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大肠湿热证模型组(自愈组(郁金散高(中(低剂量治疗组!每组
%&

只'通过自由饮用蜂蜜

水&前
%&"

禁食与饲喂充足饲料并灌胃猪油隔日交替进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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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灌白酒!并置于高温高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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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腹腔注射大肠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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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注射一次建立大肠湿热证大鼠模型'造模成功后!分别给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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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郁金散进行治疗'整个试验过程中观察大鼠的临床症状和体征!记录体重

变化!检测血清和回肠(结肠组织中的胃肠激素含量'结果显示$模型大鼠出现便溏(粪便色黄恶臭(肛门红肿(发

热等症状和体征'正常组体重逐渐上升!模型大鼠造模期间体重呈现先波状上升(再逐渐下降的趋势!郁金散治疗

后体重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其中以高剂量组回升最明显!但各组均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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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模型组和自愈组大鼠血清(回肠及结肠组织中胃动素"

AWU

#(胃泌素"

B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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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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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极显著或显著升高

"

D

(

&'&%

或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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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活性肠肽"

bV̂

#无显著变化!生长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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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极显著降低"

D

(

&'&%

#&与自愈组相

比!各剂量郁金散治疗后!

AWU

(

BI2

(

2̂

(

bV̂

和
22

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调!以高剂量组回调最为明显!其中高剂量

组大鼠血清(回肠(结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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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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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显著或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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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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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显著或显著升高"

D

(

&'&%

或
D

(

&'&R

#'大肠湿热证模型大鼠机体出现了胃肠激素紊乱!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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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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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升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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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降低!郁金散能改善大肠湿热证模型大鼠机体胃肠激素异常水平!且高剂量的治疗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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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大肠湿热证是兽医临床常见多发病证!主

要以腹痛!腹泻!粪便黏腻色黄秽臭!体温升高!口渴

喜饮!脉滑数为主要症状)

%

*

!大肠湿热证与普通腹泻

不能固摄所表现的大便滑脱失禁有区别!其主要因

湿热内犯大肠(湿性黏腻表现为下痢黏腻主要特

点)

0

*

'常见于现代医学的急性胃肠炎(细菌性痢疾

等疾病)

*

*

'随着集约化养殖和畜禽流动性的增加!

猪(牛和鸡等畜禽中与大肠湿热证相关的疾病呈明

显上升趋势)

)

*

!给养殖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目前!对腹泻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大多采用抗生素

等西药!较少从中兽医的角度进行辩证施治'而抗

生素等西药治疗对畜禽湿热泄泻类疾病治疗效果不

佳!且长期使用容易产生耐药性及药物残留!对人类

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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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兽医临床实践及相关研究报道!传统中"兽#药

郁金散对大肠湿热证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0

!

.

*

'郁金

散方出3元亨疗马集4!由郁金(诃子(黄芩(大黄(黄

连(栀子(白芍(黄柏
(

味中药组成!是兽医临床中治

疗大肠湿热证的经典方剂之一!具有清热解毒!涩肠

止泻的功能!但其现代药理学作用机制还不够明确'

大肠湿热证以胃肠等消化系统为主要病变中

心)

1

*

!消化道的运动主要受胃肠神经系统的调节!而

胃肠激素是胃肠运动调节机制中的重要因素)

(

*

!是

由消化道的内分泌"

Î eL

#细胞分泌的主要以胃肠

系统为效应器的一类激素的总称'其主要作用是广

泛参与调节消化道分泌(吸收(运动及其他激素的分

泌!并具有营养和细胞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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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研究证明!

湿热证患者存在胃肠激素异常现象)

%&

*

'笔者通过

-高糖高脂!饥饱失常饮食
G

湿热环境
G

饮酒
G

大肠

杆菌.的方法建立大肠湿热证大鼠模型!检测各组大

鼠的血清和回肠(结肠组织中胃肠激素水平的变化!

来从郁金散对大肠湿热证动物模型机体胃肠激素的

调控方面探讨其治疗作用机制!为开发治疗大肠湿

热证药物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D#

!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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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动物
!!

清洁级
M$,7P8

大鼠
.&

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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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雄各

半!由兰州大学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0

!

药物
!!

郁金散$白芍(诃子各
%R

:

!郁金(

黄芩(黄连(栀子(黄柏各
*&

:

!大黄
.&

:

'以上中药

均购自甘肃西域阳光大药房!经甘肃农业大学中兽

医学教研室鉴定'

%'%'*

!

菌种及试剂
!!

产毒性大肠杆菌
&%&%

!由

中国 兽 医 药 品 监 察 所 提 供&胰 蛋 白 胨!批 号

0&%)&.&(

!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

牛肉膏!批号
0&%*%&%(

!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产品&营养琼脂!批号
0&%)&(&1

!青岛高科

园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胃动素"

AWU

#(胃

泌素"

BI2

#(

^

物质"

2̂

#(血管活性肠肽"

bV̂

#(生

长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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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V2I

试剂盒!购于北京奇松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

!

实验仪器
!!

大鼠代谢笼!南京便诊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LXR!M2

多管架自动平衡离心机!长沙

湘仪离心机仪器有限公司&

LA

型内热式玻璃纤维

电热套!山东省鄄城永兴仪器厂&动物肛温计"

b57

WE589#95758

#!深圳亿思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AP8̀

型酶标仪!美国
cV<!3IL

公司&

@@!2

恒温

水浴锅!金坛市恒丰仪器厂&

4̂ 0&&0J

型电子天平!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责任公司&旋转蒸发仪
3O!

.&&&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紫外分光光度计!北京

普析通用仪器有限公司&

U3@!1&

生化培养箱!上海

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2M!Na!0B

超净台!苏州净

化工作台设备有限公司'

#D!

!

方法

%'0'%

!

药物制备
!!

先将全部药物放入
%&

倍水中

浸泡
*&9$-

!以武火煮沸!以文火煎煮
*&9$-

!纱布

过滤&药渣再加入
.

倍水!煎煮
*&9$-

&合并两次滤

液!布氏漏斗抽滤!根据3中兽医学4

)

%%

*和3

0&%&

版兽

药典4

)

%0

*计算大鼠给药剂量!以
%&

&

U

/

:

n%大鼠的

灌胃量计算药物浓缩的浓度!水浴浓缩至浓度
0

倍

临床等效剂量"

%'&)

:

/

9U

n%

!即高剂量#!置
)m

冰箱保存备用'中剂量和低剂量临用前用蒸馏水稀

释至所需浓度!即临床等效量"

&'R0

:

/

9U

n%

#和

%

%

0

临床等效剂量"

&'0.

:

/

9U

n%

#'

%'0'0

!

大肠杆菌菌悬液的制备
!!

首先将大肠杆

菌冻干粉活化!菌种保存在
n(&m

冰箱里!攻毒前

室温下解冻!接种至肉汤培养基中!

*1m

下振荡培

养至所需浓度!置
)m

下保存备用'

%'0'*

!

动物分组及造模
!!

大鼠适应性喂养
1"

后!将
.&

只
M$,7P8

大鼠随机分为
.

组$正常对照

组(模型组(自愈组(郁金散高剂量组(郁金散中剂量

组(郁金散低剂量组!每组
%&

只'正常对照组$普通

饲料饲养!自然环境"温度
0%

"

0R m

!相对湿度

)R]

"

.R]

#'在相关学者)

%*!%1

*建立大肠湿热证(湿

热泄泻(脾胃湿热等动物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和

调整采用如下方法进行大肠湿热证模型复制$

*&&

:

/

U

n%蜂蜜水自由饮水!单日禁食!双日喂以充

足普通饲料并灌服猪油
0&

&

U

/

:

n%

!持续
%&"

&然

后每天灌白酒"北京红星二锅头!

R.s

#

%&

&

U

/

:

n%

后!将大鼠置于高温仓中"温度
**mw0m

!相对湿

度
(R]

"

/R]

#!每日持续
(E

!共
R"

&再以产毒性

大肠杆菌菌液"

%'./k%&

/

N\e

/

9U

n%

#腹腔注射

"

%

&

U

/

:

n%

#!

0)E

后再注射
%

次"

&'R

&

U

/

:

n%

#!

自然环境下再饲养
%"

&郁金散各剂量治疗组(自愈

组按上述方法造模&正常对照组灌胃(腹腔注射等量

生理盐水'郁金散各剂量治疗组$按上述方法造模

后!郁金散高(中(低剂量组分别以
%&')

(

R'0

(

0'.

:

/

`

:

n%灌胃!每隔
0)E

灌胃一次!连续灌胃方药
R

"

!正常对照组和自愈组灌胃等量的生理盐水!第
.

天处死大鼠取样'模型组在造模结束后
%"

处死大

鼠取样'

%'0')

!

症状体征的观察
!!

造模过程中!每天上午

观察大鼠的精神状态!活动情况!被毛(饮食欲!口

鼻(舌苔颜色!排便次数!尿液等!并记录体重'造模

前(造模后及治疗后用数字体温计测定大鼠的体温!

以体温计缓慢插入肛门内
0D9

为准'

%'0'R

!

标本采集
!!

动物处死前禁食
%0E

!腹腔

注射
%]

的戊巴比妥钠麻醉大鼠"

*&9

:

/

`

:

n%

#!开

腹!用采血针从腹主动脉取
09U

动脉血!收集入真

空采血管!静置
0

"

*E

!室温下
*&&&8

/

9$-

n%离心

%&9$-

!取上清!

n0&m

冰箱保存'吸取血迹!取距

离回盲瓣
%'RD9

的回肠(结肠各约
%D9

!准确称取

&'R

:

左右!按
%uR

的比例尽快加入生理盐水于匀

浆器中碾磨制成匀浆!

)m*&&&8

/

9$-

n%离心
%R

9$-

取上清!

n0&m

保存待测'

%'0'.

!

指标检测
!!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用酶联免

疫"

OUV2I

#法检测血清与回(结肠组织匀浆液上清

液的
AWU

(

BI2

(

2̂

(

22

(

bV̂

指标'

#DK

!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平均数
w

标准差"

P

n

w:

#表示!采用
2̂22

0*'&

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IJ<b

#各组数据

间的差异显著性!

D

(

&'&R

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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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文艳巧等$郁金散对大肠湿热证模型大鼠血清及肠道组织胃肠激素的影响

!

!

结
!

果

!D#

!

主要症状体征变化

正常对照组$大鼠活跃!被毛光泽!食欲好!大小

便正常'造模各组随着造模时间的推移!被毛逐渐

变得泛黄粗乱!高温高湿阶段!体温有一定程度的升

高!在
*1'.0

"

*('&)m

范围内!移出高温仓后略低

于正常体温!为
*.'&%

"

*.'R&m

'高温高湿阶段之

后!在攻毒大肠杆菌
)E

后!精神沉郁(嗜卧(羞明(

蜷缩!眼睑红肿分泌物增多!饮食欲减退!

)

"

.E

出

现腹泻症状!体温升高!肛温达到峰值
*/'R%m

!肛

周红肿!出现不同程度的便溏或黏液便(色黄而臭!

肛周及尾根污秽"图
%

#'各剂量郁金散治疗组!给

药
0)E

后大鼠精神状态有所好转!饮食量(活动量

逐渐增加!体温也逐渐下降!肛温在
*(m

左右波动!

高剂量组
0"

后(中低剂量组
*"

后症状明显减轻!

体温恢复到正常水平!被毛渐有光泽!腹泻症状减

轻!

R"

后症状基本恢复正常'结果表明!大肠湿热

证大鼠模型复制成功!郁金散使模型大鼠的症状体

征得到恢复'表
%

为大鼠生物学表征评分观察表'

各组大鼠的评分$模型组
%

自愈组
%

低剂量组
%

中

剂量组
%

高剂量组
%

正常对照组'

表
#

!

实验大鼠生物学表征评分观察表

N,?9*#

!

U8191

2

8.,9./,-,.7*-8G,78131:*X

4

*-8=*37,9-,7+-,783

2

98+7

记分

2D#8$-

:

精神状态

A5-7PQ,7P75

活动状态

ID7$Y5,7P75

生长状态

B8#Z7E

,7P7T,

被毛

N#P7

眼睛

O

>

5

饮食欲

L$

?

,PP-"

P

??

57$75

粪便颜色

\5D5,

D#Q#8

粪便形状

\5D5,

,EP

?

5

肛门

I-T,

&

机警灵敏 活泼好动
体重

增加

被毛洁白(

光亮(柔顺
眼睛瞪满 正常饮食 色黑 干而成形 肛门发白

%

精神不佳(

反应稍有迟钝
自主活动减少

体重

减轻

被毛枯黄!

无光泽
眼裂变窄

食欲不振!

饮水少
褐色 黏软有形 肛门略红

0

精神萎顿
倦怠懒动(四肢

蜷缩(行动迟缓
消瘦

被毛干枯或结

穗打卷!无光泽
眯眼

饮食量

明显减少
黄褐色

不成形(

但不稀溏
肛门红肿

*

精神萎

靡不振

嗜卧懒动!攻击性(

对抗性行为消失

极度

消瘦

全身被毛枯

槁(稀疏(脱落

闭目%眼睛

有分泌物

不饮水(

不采食
黄色

稀溏(黏

腻!恶臭

肛门红肿充

血(肛门扩张

图
#

!

大肠湿热证模型大鼠的临床症状

C8

2

D#

!

R9838.,9+

A

=

4

71=+1:9,-

2

*837*+783*5,=

4

3*++P/*,7+

A

35-1=*=15*9-,7+

!D!

!

大鼠的体重变化

各组大鼠体重变化情况如图
0

!各组大鼠体重

在造模前差异不显著!造模过程中!空白对照组大鼠

体重逐渐增长!而其他各组在造模前
%%

天体重增长

缓慢呈波浪形变化!饲喂充足饲料并灌油当天体重

上升!禁食的当天体重下降!但总趋势是上升的'第

%%

1

%R

天!高温高湿体重逐渐下降&第
%.

1

%1

天攻

毒阶段体重下降更加剧烈&第
%(

天有缓慢上升趋

势!第
%/

1

0*

天!治疗期间郁金散各剂量治疗组和

自愈组大鼠的体重逐渐上升!其中高剂量组上升最

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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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代表空白对照组!-模型.代表大肠湿热证模型组!-自愈.代表大肠湿热证自愈组!-高.代表郁金散高剂量治疗

组!-中.代表郁金散中剂量治疗组!-低.代表郁金散低剂量治疗组'下同

-

N#-78#Q

.

$,-#89PQ

:

8#T

?

"

N

#

'

-

A#"5Q

.

$,9#"5Q

:

8#T

?

"

A

#

'

-

25QC

.

$,,5QC!E5PQ$-

::

8#T

?

,

"

2

#

'

-

@$

:

E

.

$,E$

:

E!"#,5

:

8#T

?

"

@L

#

'

-

A$""Q5

.

$,9$""Q5!"#,5

:

8#T

?

"

AL

#

'

-

U#Z

.

$,Q#Z!"#,5

:

8#T

?

"

UL

#

'WE5,P95P,;5Q#Z

图
!

!

各组大鼠在整个过程中的体重变化

C8

2

D!

!

R/,3

2

*1:?15

A

B*8

2

/71:*,./

2

-16

4

837/*B/19*

4

-1.*++

!DK

!

血清中胃肠激素含量的变化

如图
*

所示!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中
AWU

(

BI2

和
2̂

含量极显著升高"

D

(

&'&%

#!

bV̂

含量有

升高趋势"

D

%

&'&R

#!

22

含量极显著降低"

D

(

&'&%

#&

自愈组中
2̂

含量极显著升高"

D

(

&'&%

#!

AWU

和

BI2

含量显著升高"

D

(

&'&R

#!

22

含量极显著降低

"

D

(

&'&%

#'郁金散各剂量治疗组与自愈组相比!

高剂量组中
AWU

(

BI2

及
2̂

含量均显著降低

"

D

(

&'&R

#!

bV̂

含量有降低趋势"

D

%

&'&R

#!

22

含

量显著升高"

D

(

&'&R

#&中(低剂量组中
AWU

(

BI2

(

bV̂

和
2̂

含量均有降低趋势"

D

%

&'&R

#!

22

含量有升高趋势"

D

%

&'&R

#'结果表明$大肠湿热

证模型大鼠血清中几个胃肠激素水平发生异常!各

剂量郁金散均能回调模型大鼠血清中的
AWU

(

BI2

(

2̂

(

22

和
bV̂

含量!且高剂量组效果最好!即

郁金散高剂量对大肠湿热证模型的治疗效果最

显著'

!D%

!

回肠组织中胃肠激素含量的变化

如图
)

所示!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和自愈组中

AWU

(

BI2

和
2̂

含量极显著升高"

D

(

&'&%

#!

bV̂

含量有升高趋势"

D

%

&'&R

#!

22

含量极显著降低

"

D

(

&0&%

#'郁金散各剂量治疗组与自愈组相比!

高剂量组中
AWU

和
BI2

含量均极显著降低"

D

(

&'&%

#!

2̂

含量显著降低"

D

(

&'&R

#!

bV̂

含量有降

低趋势"

D

%

&'&R

#!

22

含量极显著升高"

D

(

&'&%

#&

中剂量组中
AWU

和
BI2

含量均显著降低"

D

(

&'&R

#!

2̂

和
bV̂

含量有降低趋势"

D

%

&'&R

#!

22

含量显著升高"

D

(

&'&R

#&低剂量组中
AWU

(

BI2

(

bV̂

和
2̂

含量均有降低趋势"

D

%

&'&R

#!

22

含量

有升高趋势"

D

%

&'&R

#'结果表明$大肠湿热证模

型大鼠回肠组织中胃肠激素水平发生异常!各剂量

郁金散均能回调模型大鼠回肠组织中的
AWU

(

BI2

(

2̂

(

22

和
bV̂

含量!且高剂量组效果最好!即

郁金散高剂量对大肠湿热证模型的治疗效果最

显著'

!DL

!

结肠组织中胃肠激素含量的变化

如图
R

所示!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和自愈组中

AWU

(

BI2

和
2̂

含量极显著升高"

D

(

&'&%

#!

bV̂

含量有升高趋势"

D

%

&'&R

#!

22

含量极显著降低

"

D

(

&'&%

#'郁金散各剂量治疗组与自愈组相比!

高剂量组中
2̂

含量极显著降低"

D

(

&'&%

#!

AWU

和
BI2

含量显著降低"

D

(

&'&R

#!

bV̂

含量有降低

趋势"

D

%

&'&R

#!

22

含量极显著升高"

D

(

&'&%

#&中

剂量组中
2̂

含量显著降低"

D

(

&'&R

#!

AWU

(

BI2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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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D

(

&'&R

!

**

'D

(

&'&%

'与自愈组比较!

"

'D

(

&'&R

!

""

'D

(

&'&%

'下同

N#9

?

P85"Z$7E-#89PQ

:

8#T

?

!

*

'D

(

&'&R

!

**

'D

(

&'&%'N#9

?

P85"Z$7E,5QC!E5PQ$-

::

8#T

?

,

!

"

'D

(

&'&R

!

""

'

D

(

&'&%'WE5,P95P,;5Q#Z

图
K

!

郁金散对大肠湿热证大鼠血清中
<NY

"

;>H

"

H0

"

[E0

"

HH

的影响 &

A

a

b3

#

9 #̂"

'

C8

2

DK

!

W::*.7+1:c6

_

8301B5*-13+*-6=<NY

#

;>H

#

H0

#

[E0,35HH83-,7=15*91:9,-

2

*837*+783*5,=

4

3*++P/*,7+

A

3P

5-1=*

&

A

a

b3

#

9 #̂"

'

图
%

!

郁金散对大肠湿热证大鼠回肠中
<NY

"

;>H

"

H0

"

[E0

"

HH

的影响 &

A

a

b3

#

9 #̂"

'

C8

2

D%

!

W::*.7+1:c6

_

8301B5*-1389*6=<NY

#

;>H

#

H0

#

[E0,35HH83-,7=15*91:9,-

2

*837*+783*5,=

4

3*++P/*,7+

A

3P

5-1=*

&

A

a

b3

#

9 #̂"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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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

郁金散对大肠湿热证大鼠结肠中
<NY

"

;>H

"

H0

"

[E0

"

HH

的影响 &

A

a

b3

#

9 #̂"

'

C8

2

DL

!

W::*.7+1:c6

_

8301B5*-13.1913<NY

#

;>H

#

H0

#

[E0,35HH83-,7=15*91:9,-

2

*837*+783*5,=

4

3*++P/*,7+

A

3P

5-1=*

&

A

a

b3

#

9 #̂"

'

bV̂

含量有降低趋势"

D

%

&'&R

#!

22

含量显著升高

"

D

(

&'&R

#&低剂量组中
AWU

(

BI2

(

bV̂

和
2̂

含

量均有降低趋势"

D

%

&'&R

#!

22

含量有升高趋势"

D

%

&'&R

#'结果表明$大肠湿热证模型大鼠结肠组织

中胃肠激素水平发生异常!各剂量郁金散均能回调

模型大鼠结肠组织中的
AWU

(

BI2

(

2̂

(

22

和
bV̂

含量!且高剂量组效果最好!即郁金散高剂量对大肠

湿热证模型的治疗效果最佳'

K

!

讨
!

论

大肠湿热证是指由于湿热侵犯肠道!体温升高!

传导失职!临床表现为以泄泻下痢为主要症状)

(

*

'

预试验结果表明$仅有-高糖高脂
G

高温高湿.这些

条件不能形成大肠湿热主证!在实验大鼠身上只出

现精神萎靡(食欲减退!嗜卧懒动(粪便黏而不稀等

一般相应症状!在此基础上感染生物因子才能形成

典型的大肠湿热症候!进一步说明-生物因子.在大

肠湿热证发病中的重要性'因此!本试验采用-高糖

高脂(饥饱失常饮食
G

高温高湿
G

饮酒
G

大肠杆菌.

的复合因素建立大肠湿热证大鼠模型'饮蜂蜜水(

禁食与饲喂充足饲料并灌胃猪油隔日交替进行的方

法来模拟过食肥甘厚味(饥饱失常损伤脾胃造成内

湿&设计高温高湿环境来模拟外在湿热环境!外湿引

动内湿&湿邪日久多化热&设计灌酒的方法!因酒既

能助湿又能助热&大肠杆菌为生物致病因子!诱导腹

泻'本试验中!大肠湿热证模型大鼠出现精神不振!

食欲减退!体重下降!被毛泛黄!身体蜷缩!肛周红肿

松弛!大便稀溏(黏液便!色黄而臭!肛周及尾部粘污

秽!肛温升高等主要临床症状与体征!这与大肠湿热

证的诊断标准相吻合)

%(!%/

*

!经郁金散治疗后!症状(

体征得到明显改善!从药物反证的角度也说明模型

复制成功'所以!本试验中大肠湿热证大鼠模型造

模成功'

胃肠激素对胃肠运动的调控作用主要通过两个

途径$"

%

#通过血循环以内分泌形式作用于胃肠平滑

肌细胞相应的受体&"

0

#经胃肠肽能神经释放递质对

胃肠运动起调控作用)

%&

*

'因此!本试验中同时测定

了血清和肠组织中的胃肠激素浓度'本试验结果表

明!大肠湿热模型组和自愈组中血清(回肠及结肠组

织中
AWU

(

BI2

(

2̂

(

bV̂

的含量均升高!

22

的含

量均降低'邱泽安等)

0&

*研究表明!脾胃湿热证患者

血浆
AWU

(

BI2

(

bV̂

的含量升高!

22

的含量降低&

沈静)

0%

*研究表明!溃疡性结肠炎模型大鼠
2̂

的含

量显著升高!

'̂A'@5QQ,78d9

等)

00

*给猫静脉注射

.)%%



!

.

期 文艳巧等$郁金散对大肠湿热证模型大鼠血清及肠道组织胃肠激素的影响

2̂

可增加结肠肌张力!且对远端结肠作用更强!这

些结果都与本试验研究结果相符'其中
AWU

能刺

激胃小体运动!主要生理功能为刺激胃和肠的运动!

对消化道运动的调节有重要作用)

0*

*

&模型动物的食

欲减退!大便溏泻等症状可能与
AWU

的含量改变

有关!

AWU

含量增高!可使胃体和胃肠节律性收缩

增强!促使胃肠蠕动增强!促进其排空'且大肠杆菌

可引发胃肠黏膜的炎性病变!胃肠黏膜凋亡细胞在

炎症病理变化中明显增多!导致
BI2

分泌增多!血

清中
BI2

水平上升!导致胃酸分泌增多!再加上高

温高湿性黏腻!就会出现大便黏滞等消化道症状!与

BI2

刺激胃酸(胃蛋白酶分泌!增强胃肠肌收缩运

动以及促进黏膜生长的作用)

0&

*相一致'

2̂

可直接

引起胃和幽门平滑肌(小肠(大肠的纵形和环形肌的

收缩!近年研究表明!

2̂

可能是通过参与消化间期

移行性复合运动来调节胃肠蠕动的)

0)

*

&本试验结果

也表明
2̂

含量增高!说明
2̂

与
AWU

共同发挥对

胃肠道运动的刺激作用增强!

2̂

分泌增多使肠平滑

肌兴奋性增高!收缩增强!导致肠管蠕动加快!最终

造成腹痛腹泻'

22

主要对胃肠道的运动(吸收及胃

酸(胃蛋白酶的分泌等功能具有普遍抑制作用)

0R

*

!

故对胃肠黏膜的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0.

*

&

22

含量降

低!说明
22

对消化系统的抑制作用减弱!其对胃

酸(胃蛋白酶等的分泌抑制作用解除!胃肠的蠕动可

能加强!与
AWU

和
BI2

的含量增高相一致'

bV̂

主要由肠道神经元释放!在消化道的运动方面!

bV̂

作为抑制胃肠运动的主要神经递质之一!具有松弛

胃肠平滑肌作用)

01

*

&大肠湿热证模型组与自愈组中

bV̂

的含量没有显著变化!说明
bV̂

对消化道平滑

肌松弛效果不明显!这与
AWU

(

BI2

(

2̂

分泌增多!

22

分泌减少!使得胃肠蠕动增强是一致的'因此!

从现代胃肠病学角度看!大肠湿热证主要表现为胃

肠运动增强而出现的一系列综合征'

经郁金散治疗后!血清及回肠(结肠中
AWU

(

BI2

(

2̂

(

bV̂

及
22

的含量不同程度趋于正常!且

高剂量组效果最好'说明郁金散能够调节大肠湿热

证大鼠体内胃肠激素的紊乱'郁金散或其加减方在

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胃肠湿热积滞引起的胃肠炎(

痢疾等)

%0

*

'其方出3元亨疗马集4!由郁金(诃子(黄

芩(大黄(黄连(栀子(白芍(黄柏八味药组成!具有清

热解毒!涩肠止泻的功能)

%0

*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

方中大黄可降低大鼠血清
AWU

和
BI2

的水平)

0(

*

'

栀子(黄连能降低血中
AWU

的水平)

0/

*

!且栀子对胃

酸分泌和胃蛋白酶活性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使

胃张力减小)

*&

*

!由此可知!栀子可降低已升高的

BI2

含量&黄芩煎剂对肠的运动有抑制作用)

*%

*

'

且黄芩(黄柏可降低血中
BI2

的水平)

0/

*

'有研究

证实!诃子水煎液对家兔离体回肠的自发活动也有

抑制作用!使肠管紧张度下降)

*0

*

!故诃子是通过降

低促使胃肠运动或升高抑制胃肠运动的一些胃肠激

素来抑制肠运动的!所以有很好的止泻作用'因此

综合起效!郁金散能够回调大肠湿热证模型大鼠体

内异常的胃肠激素水平'为进一步研究郁金散治疗

大肠湿热证的实质奠定了基础'

%

!

结
!

论

大肠湿热证大鼠存在胃肠激素的紊乱!表现为

AWU

(

BI2

(

2̂

和
bV̂

含量升高!而
22

含量降低'

传统中药方剂郁金散能改善大肠湿热证模型大鼠胃

肠激素的紊乱!显著降低血清(回肠及结肠组织中升

高的
AWU

(

BI2

(

2̂

的含量!明显升高
22

的含量!

且高剂量的治疗效果最好&从而推断郁金散治疗大

肠湿热证的作用机制之一可能是降低胃肠激素
AWU

(

BI2

和
2̂

的含量!以及提高
22

的含量!发挥对胃

肠道运动功能调节作用和胃肠黏膜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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