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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不同产地丹参有效部位进行药效学比较并进行评价。 方法/ 对 ’ 个不同产地丹参

含丹参素及含丹参酮成分进行了 012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实验、凝血酶原时间的测定及 310 的测定4 对

实验结果进行聚类分析和综合药效评价。结果/ ’ 种丹参的两种提取物均具有抗血小板聚集，延长凝血

酶原时间及降低 310 的作用。结论/ 就上述活性而言，山西产丹参野生及栽培药效近似且较优于其他产

地，四川中江栽培、山东野生、河南栽培药效近似，优劣居中；陕西安康野生和河南栽培相对较差。

关键词：丹参 药效学 聚类分析 矩阵和法

丹参为唇形科植物丹参（567896
:97;9<==>9?6 @ABC）的干燥根及根茎 ( ")。

分布于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山

西、四川、陕西、湖北等地。主要成

分有丹参酮、异丹参酮、隐丹参酮、

异隐丹参酮及丹参素等。药理学研

究表明，丹参提取物具有改善微循

环及抗凝的作用，对心肌缺血再灌

注损伤具有保护作用，以及舒张离

体冠状动脉、抗动脉粥样硬化等

作用 ( * ) 。本文以血小板聚集、凝血

酶原时间和脑组织 310 含量等为

指标分别对丹参醇提取物——— 含丹

参酮成分及水提取物——— 含丹参素

成分进行观察，并以聚类分析和矩

阵和分析对其活性进行综合，以此

对 ’ 种丹参进行评价。

一、材料与方法

"C 药材来源 5" 四川中江栽

培 4 5* 陕西安康野生 4 5- 山西降

县南樊镇栽培 4 5% 山西降县南樊

镇野生 4 5. 山东沂南县青驼乡栽

培4 5D 山东沂南县青驼乡野生，5,
河南卢氏朱阳关乡栽培，5’ 河南卢

氏朱阳关乡野生。以上药材由中国

医科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资源室提

供，其水溶性成分及醇溶性提取成

分由该所植化室制备。

*C 试验方法与设计 012 诱

导的血小板聚集实验：记录血小板

聚集百分率。凝血酶原时间的测

定：记录血浆凝血酶原时间。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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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脑组织造成缺血缺氧病理模

型，用 *+, 法测定脑组织 -.,（丙

二醛）含量。以上均为体外给药试

验并参照文献 / 0 1 进行。试验时用生

理盐水将受试药物配制成所需浓

度。每一实验做 2 个浓度，每个浓度

设 2 个平行管。

0& 数 据 处 理 以 -345$6$78
9:4;%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以 %$<38
法 / ’ 1计算 9=2"。以 ->(>*,+ )0 统计

软件进行 ?3@<%; %3@AB<; 聚类分析、

矩阵和分析，参考文献 / 2，C 1对 D 种样

品药效进行综合评价。

二、结 果

)& 乙醇提取物 计算乙醇提

取物对 ,.E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凝

血酶原时间及 -., 的 9=2"。

!& 水提取物 计算水提取物

对 ,.E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凝血酶

原时间及 -., 的 9=2"。

三、讨 论

)& 聚类分析 实验结果表明，

上述 D 种丹参的两种提取物均具有

不同程度的抗血小板聚集、延长凝

血酶原时间及降低 -., 的作用。

为进一步考察这 D 种样品间在药效

方面的亲疏远近关系，以两种成分

0 个指标共 C 组数据作为特征值，

对其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见图 )。计

算欧式距离 F 9G4%3H;B@ H368B@4; I，并

求得相似水平 F ?3J3%B538K %;L;% I作为

分类标准。从相似水平图中可知：

?!，?D，?)、?2、?C、?M，?0、?’ 各成一

类，共有 ’ 类。即四川中江栽培、山

东沂南栽培和野生及河南卢氏栽培

药效特征近似，山西降县南樊镇栽

培和野生药效特征近似，陕西野生

和河南卢氏野生与上述几种产地的

丹参药效相差较远，各成一类。

!& 矩阵和分析 由 9=2" 数据

可形成 D N C 矩阵 B3O F 3 P )Q !⋯DR
O P )Q !⋯C I Q 并以相关系数等对 B3O
进行修饰，形成新的矩阵 S3O F 3 P )Q
!⋯DR O P )Q !⋯C I Q 使得：

S3O P T3O N 53O N +3O N B3OF公式 ) I
T3O 为 C 个药理指标的权重Q 这里均

为 )；5 为量效曲线的相关系数，5 为

" 到 ) 之间的数值；+3O P 63@ UB548<
F ?3O I VQ +3O 将斜率转换成 " 到 ) 之

间的数值，使数值简化，其中 ?3O 为量

效曲线的斜率，反映实验的灵敏度。

用 ->(>*,+ )0 软 件 对 S3O 矩

阵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缩小数据

间因数量级不同引起的差距，得矩

阵 =3O，并求得：

,3 P !=3O F O P )Q !⋯C I F公式 ! I
以此作为综 合评价药 效的依

据。由系数 T3O、53O 和 +3O 的数值特

) )& )CM F)& )C"D W )& )M’) I
! !& 2"C F!& ’XDC W !& 2)’D I
0 )& "") F"& XX)" W )& "))C I
’ )& MM2 F)& M)!" W )& D’)0 I
2 "& M"X F"& CXCC W "& M!"D I
C "& 2)M F"& 2)CD W "& 2)M) I
M )& "2’ F)& "’0D W )& "C’C I
D ’& !MM F’& !)’C W ’& 00’" I

!"& !M2 F!& M!XD W )2"& 2X’) I
)C& "’X F!& !)DM W ))C& "X02 I
)’& )0C F!& MXD2 W M)& ’"’2 I

222& "X FMX& MX’! W 0DC)& 2) I
))& DX) F)& ’D!M W X2& 0CDX I
)!& DD! F)& D"D! W X)& MCM! I

)C2!)& D F)M"’& )) W )C")D0 I
D)0MC& 2X F20!D& X W )!’!CD) I

"& XD0 F"& D)MM W )& )D)X I
"& X"X F"& C2CX W )& !2!C I

)"& 2D! FD& "CC! W )0& DD0’ I
’Y CM2 F0& 0)!! W CY 2XMX I
2& ’XX F)& XCC0 W )2& 0MD) I
!& X’! F!& !2X’ W 0& D0)2 I
0& ’"D F"& CMDX W )M& )"2X I
!& M’D F)& !2’X W C& ")C’ I

) "& ’!C F"& ’)CD W "& ’02C I
! "& 0)0 F"& !’!! W "& ’"XX I
0 "& !)0 F"& !"02 W "& !!!C I
’ "& "C2 F"& "C!D W "& "CMM I
2 "& ’2X F"& ’’"D W "& ’MMC I
C "& 0)M F"& 0)0! W "& 0!"X I
M "& ’)X F"& 02)0 W "& 2")) I
D "& !C! F"& !2X" W "& !C22 I

"& D20 F"& "M!D W )!& ’M)2 I
"& DM! F"& )"C) W M& )C!C I
"& X00 F"& C’’2 W )& 02"0 I
"& MXM F"& )DC" W 0& ’)’" I
)& 0"0 F"& C’’X W !& C0!0 I
)& !"D F"& CM)’ W !& )M00 I
)& )!’ F"& !XCM W ’& !2X) I
"& X02 F"& !M22 W 0& )M2D I

))& "0C F 0& )’MM W 0D& CX’" I
2"& "X! F!)& ’C"D W ))M& 0M)! I
M& 2!’ F !& )C2! W !C& )’DM I
M& 0M! F !& "DC’ W !C& "2!" I

)C& 0"0 F 2& )X"! W 2)& !)22 I
M& )"’ F !& 2XCD W )X& ’0’! I
M& MC’ F )& XC0) W 0"& M))" I
M& ’"X F !& !)C2 W !’& MM!2 I

表 ! 丹参水提取物不同活性的 9=2"

? 9=2" FJ< Z J% I （X2[ 置信限）

血小板聚集 血浆凝固时间 -.,

表 ) 丹参醇提取物不同活性的 9=2"

? 9=2" FJ< Z J% I FX2[ 置信限 I
血小板聚集 血浆凝固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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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可知 !"#$ 越小 %& 越小，而 !"#$

越小药效越好，所以 %& 越小，表明

综合药效越好。经计算得：

%’ ( ) ’* +,-, %. ( ’* ./0,
%1 ( ) $* #/’. %0 ( ) 1* #/#0
%# ( .* .+,# %, ( ) ’* ’+,+
%- ( $* +0’# %+ ( .* .+’+

由结果表明 20 的药效最好，其

次为 2’，2,，21，2-，2.，2#，2+。

采用聚类分析对实验数据进行

处理，可以了解不同产地的药材在

药效方面是否相近，对于判断中药

材是否来源于同一种属及不同产地

中药材的相似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当样品有伪品时，可与正品

相区别。本实验由于收集的样品有

限，无伪品与正品的区别。药效优

劣综合评价以矩阵和的方法对药物

活性进行评价。该种方法考虑到了

药效指标、量效曲线的相关系数和

实验灵敏度对药效的影响，可以较

客观、全面地反映样品药效的优

劣。聚类分析与矩阵和分析对于评

价不同产地的中药材具有互补性，

聚类分析对于判别药材种属的差异

性和药材来源的道地性具有重要意

义。矩阵和分析对于判断不同产地

（包括道地药材和非道地药材）中药

材质量优劣提供了依据。本文中 20
与 21 在聚类分析中聚为一类，其产

地来源相近，综合药效 20 最优 3 )
1* #/#04，21 其次 3 ) $* #/’.4，2.
3’* ./0,4 及 2+3.* +’+14 各聚为一

类，两者药效相对较差。

以上仅 仅是从有 限的活 性指

标，即从一个侧面对不同产地的丹

参进行比较评价。要想对其进行全

面的比较和评价，尚有待于更多实

验数据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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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研究利用纳米技术治疗肝癌取得突破

中南大学利用纳米技术治疗肝癌取得的突破。该研究使患有肝癌的 /$$ 多只

老鼠接受治疗后，体内的大部分癌细胞被抑制，最后肿块消失，治愈率达到

,,* ’9 。

该研究从 ’//# 年开始“高性能磁性纳米粒 :;% 阿霉素治疗肝癌”课题的研

究。他们将载有抗肿瘤药物阿霉素的纳米微囊注射到患肝癌的老鼠体内，- 天后，大

部分癌细胞被抑制，外观上肿块消失。

此实验证明，纳米微囊对癌细胞具有高度的靶向性、选择性，在杀死癌细胞

的同时不损伤正常细胞，对移植性肿瘤疗效好。这项课题目前已向国家提出申

请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一旦全面研究成功，就意味着肝癌这一全球性的医学难

题有了治愈的希望。

原发性肝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一旦发现均已属中晚期，难以治

愈。目前，对此类患者的治疗主要采用全身化疗、隔离肝动脉连续灌注化疗等。这些

治疗方法不仅费用高昂，而且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化疗药物在杀死癌细胞的同

时对正常细胞损害更大。肝移植则因为排异反应常常失败。

目前，纳米技术在国内外正被广泛应用于医疗领域，已研制出许多载药纳米

粒。由于其体积微小，具有良好的穿透性，故易突破血管壁与细胞膜，能靶向性杀死

癌细胞而不伤正常细胞。 3文 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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