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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4 5 63 %凋亡是青光眼视神经损 害的最终共同通

路
。

而钙拮抗 药能通过 多种环节阻断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凋 亡
,

起到视神经保护作用
。

由此我们提

出
(

钙拮抗作 用与视神 经保护可能存在一定的 相关性
。

以灯盏细 辛有效组分为代表
,

采用
7 ,

6. 同位

素技术对其钙拮抗有效组分进行筛选
,

同时结合体外常压
、

高压视网膜神经 细胞培养实验
,

考察其

钙拮抗作用 与视神经保护之 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相 关性
。

本 文综合 了几方 面的 实验 结果
,

通过初 步

相 关性分析
,

表明灯盏细 辛有效组分钙拮杭作 用与视神 经保护之间存在较好的相 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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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有关中药物质基础
、

作用机理的研究存在 青光眼是全世 界主要的致盲眼病之一
,

视神经

创新不足
,

尤其是 中药有效组分筛选研究方法上的 损伤是其最重要 的病理改变
。

因此
,

视神经保护问

创新不足
,

制约了中药基础研究的发展
,

阻碍了中 题是当前视觉科学领域急待攻 克的难关之一
。

研究

药新药的研究开发
。

因此
,

加强中药有效组分筛选 表明
,

钙拮抗药能通过减少钙离子内流
、

扩张血管

方法 的研究
,

促进 中药化学研究水平的提高
,

成为 等多种环节阻断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凋亡
,

起到视神

当前中药科研人员的当务之急
。

为此
,

我们以中药 经保护作用
。

由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假说
(
钙拮抗

治疗青光眼的物质基础及起效机理为对象
,

开展了 作用与视神经保护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

本 文以

本课题的研究
,

以 期为中药有关物质基础
、

作用机 具有青 光眼 视功能 改善作用的灯盏细辛为代表中

理 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

药
,

通过
7

℃ .
跨膜内流测量技术筛选实验

,

明确其

—
中具有钙拮抗作用 的有效部位或成分 8 通过体外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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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视 网膜神经细胞培养实验
,

明确其各组分对体外

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存活的影响 8 通过 自行设计的体

外高压下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培养模型
,

进一步考察

各组分对体外高压诱导细胞凋亡 的影响
。

综合各实

验结果
,

对灯盏细辛视神经保护与钙拮抗作用的相

关性进行分析
,

揭示钙拮抗作用与视神经保护之间

的相关性
,

以探讨灯盏细辛等中药治疗青光眼视神

经损伤的物质基础及作用机理
,

同时也为青光眼视

神经保护剂的开发研制提供新 的思路
。

一
、

灯盏细辛有效组分的钙拮抗筛选实验

细胞形态及生长状况
。

� �  ! ∀ 鉴定
#
终止培养后

,

取 ∃ 孔细胞的盖玻

片做免疫组化 %∀ & 染色检查
,

以 确定培养细胞中

�  !∀
的量

。

∋ (竹 微量自动比色法
#
培养 ) ∗ 后

,

进行细胞

活性测量
+” 。

, −. 实验结 果
。

/ 形态学观察 #
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视网膜

神经细胞生长情况同文献
” ’描述

。

� � ! ! ∀ 鉴定
# 01 2 以上圆形细胞及其细长突

起抗 % ∀& 染色 阳性
,

确认为 �  ! ‘“ 一 3 ’。

本实验 主要考察灯盏细辛不 同组分对高钾引起

的 电 压 依 赖 性 钙 通 道 , 4 5 678 9 : 一 ∗ : ; : < ∗ : < 7 ! 8 , ‘

: = 8 < < : 6) , > ? ! .钙离子 内流增加 的影响
。

首先对灯盏

细辛的 − 个主要提取部位进行筛选
,

然后对其有效

部位 中的主要成分进 行进一步的筛选
,

同时还选择

≅ Α 个代表性的钙拮抗药作 为阳性对照
。

实验方法参照相关文献
” 一 Β ’,

灯盏细辛各不 同

提取物 对 > ? ! 钙通道钙内流影 响的统计结果见表

6 。

结果表明
,

灯盏 细辛中黄酮类及咖啡酸类提取物

具有钙拮抗作用
,

水提物没有钙拮抗作用
,

反而表

现 出一 定的激动作用
,

其具体原 因有待进一 步研

究
。

各成分对 > ? ! 钙通道钙内流的影响
,

统计结果

见表 Β
。

结果表明
,

野黄芬昔高浓度时具有钙拮抗作

用
,

灯盏花素没有钙拮抗 作用
,

还表现出一定的激

动作用
,

其他各成分均无明显钙拮抗作用
。

表 6 灯盏细辛不同提取物对 > ? ! 钙通道 !扩 内流的影响

笼 士 ∀ ,< 二 ∃ .

组别 浓度 , < 69 Χ Δ 6. : 8 , ‘

内流量 , Ε 5 Φ5 6
·

Γ 9 ’.

空白 对照组 Η Β1 ∃
Φ

− 3 土 6〔.
Φ

ΙΒ

维拉 帕米低 Η
Φ

Η Η ∃ Β1 Β−Η
Φ

−1 士 Ιϑ
Φ

Κ − ‘

维拉帕 米高 Η
Φ

Η ∃Β 1 ΒΒΗ
Φ

∃ Β 士 Ι1 −1 Λ Λ

尼莫地平片低 Η
Φ

Η Β1 ΒΙ Ι
Φ

−Β 士 ΙΒ
Φ

11 “

尼 莫地平片高 Η
Φ

Β 1 一−∃
Φ

3 ∃ 土 Ι∃
Φ

−∃ Λ Λ

水提物低 Η
Φ

Β 1 Β1Κ
Φ

ϑΚ 土 ΒΒ
Φ

∃Β

水提物高 Μ −Η 一
,

ϑ∃ 土 Ι∃
Φ

Βϑ ‘ Λ

黄酮类低 Η
,

Β1 Β−Η
Φ

ϑ1 士 Ι1
Φ

Η ϑ “

黄酮类高 一 ΙΚ 1一 6 士 ΙΒ
Φ

ϑ Ι “

咖啡耽类低 Η
Φ

Β1 Β−∃
Φ

ΒΗ 土 Ι1
Φ

1 ,.

咖啡酞类高 Ι ΒΗ 0
Φ

Κ Ι 土 ΙΒ
Φ

0 − Λ ‘

注 #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Λ Ν 司
Φ

Η1
, Λ Λ Ν ΟΗ

Φ

ΗΙ

二
、

灯盏细辛有效组分对体外

常压下 �  ! ∀
存活的影响

Ι
Φ

体外常压下 �  !、 培养实验

, Ι. 培 养板的处理
、

细 胞悬液制备
、

接种培养和

药物加入方 法
。

取 Κ ∃ 孔板
,

参照文献
” ’
对培养板进行包被

,

制

作细胞悬液
‘“ 一 ’‘,

接种培养 3Β = 后
,

加入同体积的各

不同浓度受试药物和培养液 ,作为空 白对照组 . 继

续培养

,Β .观察指标
。

/ 形态学观察 #
应用倒置相差显微镜每天观察

表 Β 灯盏细 辛有效成分对 > ? ! 钙通道 ! 8 Α ·

内流的影 响

无 士 、 , # 、 二 ∃ .

组别 浓度 , Δ 9 Χ < 6一. : 8 Α
·

内流量 ,川Ι ΙΗ Β
·

Γ 9 ’

.

空白 对照组 Η Β1 −
Φ

Η 0 土 ΒΙ
、

∃ −

咖啡 酸低 Η
Φ

Η Β1 Β1 ∃
Φ

Κ 0 士 ϑ −
Φ

1 0

咖啡酸高 Η
Φ

Η 3 1 Βϑϑ
Φ

ϑ Κ 土 Β−
Φ

−ϑ

东食劳内醋低 Η
Φ

ΗΒ 1 Β1 ∃
Φ

ϑ−
, Β0

Φ

3ϑ

东茂若 内醋高 Η
Φ

Η 3 1 Β ∃1
Φ

−− 土 ϑ Ι
Φ

3 Β

灯盏花素低 Η
Φ

Η Β 1 Β∃ϑ
Φ

Β Ι 士 Β∃
Φ

1Κ

灯盏花素高 Η
Φ

Η 3 1 ΒΚ 1
Φ

−3 土 ΙΚ
Φ

∃ϑ Λ 去

野黄答普低 Η
Φ

Η Β1 Β1−
Φ

Κ Κ 土 Β0
Φ

−Ι

野黄岑普高 Η
Φ

Η 3 1 ΒΒΒ
Φ

3 Η 士 Β−
Φ

1Η ‘ Λ

注
#
与空 白对照组 比较

Λ Ν Ο Η
Φ

Η1
, Λ Λ Ν Ο Η

Φ

ΗΙ

Β甲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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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Θ≅ 比色法 � % )
活性的测量

#
灯盏细辛各组

分对吸收值的统计结果
,

见表 −
、

表 ϑ 和表 1
。

从上表中可看出
,

灯盏细辛的 − 个提取物
、

各单

体成分 以 及 尼莫地平都有 一定 的促 �  ! ∀
存活 作

用
。

且 以黄酮类及咖啡酞类活性较强
。

表 − 灯盏细辛提取物对体外 �  !)
存活的影响 云土 。

《
< 二 0.

吸收值 凋亡的影响

三
、

灯盏细辛有效组分

对体外高压下 � !!)

凋亡的影响
药物浓度 Χ Δ 9

·

Δ Υ 一 ’

梦

空白对照

Η
Φ

Ι1∃

Η
Φ

−Ι−

Η
Φ

∃Β1

Ι
Φ

Β1

Β
Φ

1

1

6Η

Βς

水提物

Η
Φ

ΒΗ ϑ 士 Η
Φ

Η ΒΚ

Η
Φ

ΒΒΗ 土 Η
Φ

ΗΒ 3

Η
Φ

Β−Κ 土 Η
Φ

Η−1

Η
Φ

Βϑ ∃ 士 Η
Φ

Η1 0

Η
Φ

− Η 1 土 Η
Φ

−ϑ Ι Λ Λ

Η
Φ

−ϑ Ι 土 Η
Φ

Η 1 ∃ Λ Λ

Η
Φ

ϑ ∃1 士 Η
Φ

Η ∃ 0 Λ Λ

Η
Φ

1−Κ 士 Η
Φ

ΙΗ ∃ Λ Λ

Η
Φ

∃ ΒΒ 士 Η
Φ

Η Κ 0 Λ Λ

黄酮类

Η
Φ

ΙΚΒ 士 Η
Φ

Η Ι1

Η
Φ

Β ΒΚ 士 Η
Φ

Η −Β

Η
Φ

Β−3 士 Η
Φ

ΗΒΗ

Η
Φ

ΒΚ Η 士 Η
Φ

Η 0 Κ
Λ Λ

Η
Φ

−Β− 士 Η
Φ

Η ∃0
Λ Λ

Η
Φ

−0 Κ 士 Η
Φ

ΙΙΗ Λ Λ

Η
Φ

ϑ−Ι 士 Η
Φ

Η 3 0
Λ Λ

Η
Φ

ϑΚ 3 士 Η
Φ

Η Βϑ Λ Λ

Η
Φ

∃ΒΙ 土 Η
Φ

Η 1Β
Λ Λ

咖啡酞类

Η
Φ

ΙΚ− 士 Η
Φ

Η ΙΒ

Η
Φ

Β−Ι 土 Η
Φ

Η ∃ϑ

Η
Φ

Βϑ 0 士 Η
Φ

Η 1Κ
Λ

Η
Φ

Β3 0 士 Η
Φ

Η 1Β
Λ Λ

Η
Φ

ΒΗ 1 士 Η
Φ

Η Β∃

Η
Φ

ΒΒϑ 士 Η
Φ

Η 1ϑ

Η
Φ

Β1∃ 土 Η
Φ

Η ϑΗ Λ Λ

Η
Φ

Β∃ ∃ 土 Η
Φ

Η −Κ Λ Λ

Η
Φ

−Β0 士 Η
Φ

Η 1 ΙΛ Λ

注 #
与空 白 对照组 比较

Λ Ν Ο Η
Φ

Η 1
,

Λ Λ Ν Ο Η
Φ

Η Ι 。

表 ϑ 咖啡酸
、

东首若内醋
、

野黄荃昔和灯盏花素对体外 �  Τ ∀
存活的影响 无 士 ∀

《
< Ω ).

药物浓度

Χ 卜9
·

Δ Υ 一 Ξ

吸收值

今

空白对照

−
Φ

Κ

3
Φ

0

Ι1
Φ

∃

−Ι
Φ

−

∃Β
Φ

1

ΙΒ1

Β1 Η

1Η Η

ΙΗ Η Η

咖啡酸

Η
Φ

Ι3 ∃ 士 Η
Φ

Η Ι∃

Η
Φ

Β∃ − 土 Η
Φ

Η ΒΒ Λ

Η
Φ

ΒΚ − 土 Η
Φ

Η Β0
Λ Λ

Η
Φ

−ΙΗ 土 Η
Φ

Η Β∃ Λ 去

Η
Φ

−ΒΗ 士 Η
Φ

ΗΒ∃ Λ Λ

Η
Φ

−0 0 士 Η
Φ

Η Β∃
Λ Λ

Η
Φ

1 1Β 士 Η
Φ

Η ∃ϑ
Λ Λ

Η
Φ

3 Η ∃ 士 Η
Φ

Ηϑ Β Λ Λ

Η
Φ

3 Κ Η 士 Η
Φ

Η 3 ∃ Λ Λ

Η
Φ

Κ Β1 士 Η
Φ

Η ∃ 3
Λ Λ

东筐劳 内酉旨

Η
Φ

Ι3 Ι 士 Η
Φ

Η Η Κ

Η
Φ

Ι0 Ι 士 Η
Φ

Η Ιϑ

Η
Φ

Ι3 Η 土 Η
Φ

Η ΙΙ

Η
Φ

Ι∃ 3 土 Η
Φ

Η Η 3

Η
Φ

Ι∃ Κ 土 Η
Φ

Η ΙΙ

Η
Φ

Ι0ϑ 土 Η
Φ

Η Η Κ

Η
Φ

Ι0 Κ 土 Η
Φ

Η Ι0

Η
Φ

ΒΙΙ 士 Η
Φ

Η Ι1 Λ

Η
Φ

Βϑ Κ 士 Η
Φ

ΗΒΒ Λ Λ

Η
Φ

Β∃ Β 士 Η
Φ

Η Ι−
女 Λ

野黄答普

Η
Φ

Ι0 Ι 士 Η
Φ

Η Βϑ

Η
Φ

Ι0 Κ 士 Η
Φ

Η −Β

Η
Φ

Ι3 1 士 Η
Φ

ΗΒ ϑ

Η
Φ

Ι3 Β 士 Η
Φ

ΗΒ 3

Η
Φ

Ι∃1 士 Η
Φ

Η −Β

Η
Φ

Ι∃∃ 土 Η
Φ

Η Β0

Η
Φ

Ι3 1 士 Η
Φ

Η Β0

Η
Φ

ΒΒϑ 土 Η
Φ

Η −0 Λ

Η
Φ

ΒΚ Β 土 Η
Φ

Η Β3 Λ Λ

Η
Φ

−∃ ∃ 士 Η
Φ

Η 1Η Λ Λ

灯盏花素

Η
Φ

Ι0 Η 士 Η
Φ

ΗΒ∃

Η
Φ

Ι0 Β 士 Η
Φ

Η Ι1

Η
Φ

Ι3 Κ 士 Η
Φ

Η−−

Η
Φ

ΙΚ Ι 士 Η
Φ

Η Β Ι

Η
Φ

Ι0 Κ 土 Η
Φ

Η ϑ −

Η
Φ

ΙΚ ∃ 土 Η
Φ

Η −Κ

Η
Φ

Β3 0 士 Η
Φ

Η 1 ΙΛ Λ

Η
Φ

Ι∃Β 士 Η
Φ

Η −Ι

Η
Φ

Βϑ ∃ 士 Η
Φ

Η −∃ Λ

Η
Φ

Β1ϑ 土 Η
Φ

Ηϑ ΙΛ

注
#
与 空 白对 照组比较

Λ Ν ΟΗ
Φ

Η1
, Λ Λ Ν ΟΗ

Φ

ΗΙ
。

表 1 维拉帕米
、

尼莫地平对体外 �  !、 存活的影响 牙 , ∀ , < 二 0.

吸收值

,

药物浓度 Χ 卜9
·

Δ 6
一 ‘

空白对照组

Η
Φ

Β1

Η
Φ

1

6

Β

ϑ

0

6∃

−−

∃3

尼莫地平

Η
Φ

Ι0 − 士 Η
Φ

ΗΒϑ

Η
Φ

ΒΗ 0 土 Η
Φ

ΗΒ∃

Η
Φ

ΒΒ3 士 Η
Φ

Η−3 Λ

Η
Φ

ΒΒ∃ 土 Η
Φ

Η ΙΗ Λ

Η Βϑ Η 士 Η
Φ

ΗΒ 0 Λ Λ

Η
Φ

ΒΒ∃ 士 Η
Φ

Η ΙΚ
Λ

Η
Φ

Β Ι∃ 士 Η
Φ

Ηϑ Β

Η
Φ

Ι1 1 土 Η
Φ

ΗΒΗ

Η
Φ

Η∃ Κ 土 Η
Φ

Η ΙΚ Λ Λ

Η
Φ

Η ∃ Β 土 Η
Φ

Η ΙΒ Λ Λ

注
#
与空 白对 照组 比较

维拉帕米

Η
Φ

ΙΚ− 土 Η
Φ

ΗΒ 0

Η
Φ

ΙΚϑ 土 Η
Φ

Ηϑ Κ

Η
Φ

Ι0 Η 士 Η
Φ

Η ΙΚ

Η
Φ

ΒΗΒ 士 Η
Φ

Η Βϑ

Η
Φ

Ι0 Κ 士 Η
Φ

Η−Β

Η
Φ

Ι0ϑ 士 Η
Φ

ΗΒΒ

Η
Φ

Ι3− 士 Η
Φ

Η 1 Ι

Η
Φ

Ι13 士 Η
Φ

Η Ι∃

Η
Φ

Ιϑ − 士 Η
Φ

Η ΙΚ Λ

Η
Φ

ΙΒΗ 士 Η
Φ

Η−−
Λ Λ

Λ Ν Ο Η
Φ

Η 1 , Λ Λ Ν Ο Η
Φ

Η Ι

综合考虑到药物对视

网膜神经细胞体外存活影

响及实验的实际情况
,

初

步选定 灯盏细辛黄酮类
、

咖啡酸类提取物
,

灯盏花

素
、

咖啡酸 以及钙拮抗药

尼莫地平
、

维拉帕米 为代

表
,

进一步观察它们对体

外高眼压模型的影响
。

Ι
Φ

体 外 高 眼 压模 型

的 建立

参照胡竹林
Ι0 ’, 段永

恒 ‘”’
等使用的培养瓶注气

式 加压装置
,

采用培养瓶

进行细胞培养
,

加压时将

培养瓶 口用一连有三通管

的橡皮塞密封
,

一端接压

力表
,

从另一端鼓入 消毒

空气
,

使压力达到 ϑΗ
、

∃Η
、

0 Η 、 ΙΒΗ Δ Δ Ψ 9
,

保持 ϑ =
、

)=
,

另设压力为 Η 的对照

组
,

采用碘化丙陡 ,Ν6 . 染

色法上流式细胞仪检测细

胞凋亡
。

结果表 明
,

凋亡

率普遍偏低
,

且相同压力

条件造成的细胞凋亡率差

异较大
。

另外
,

经反复实

验发现
,

该加压装置操作

繁琐
,

不同培养瓶之间压

力不容易保持稳定
,

且细

胞 需 要 量大
,

试剂用 量

多
。

故对此加压装置进行

肠≅6∗ )ΤΠ
: <Τ 。 。

<∗ Θ: Τ= <5 6。邵了(5 ∗: ≅< 咖7Π5 。 5Ρ Θ≅8 ∗Π7 =8 86 != Π<:)
。

(: ∗ΠΤ Π<:
。

<∗ (8 7: ≅Π 。 材∗ 艺ΠΤ8 〕 Β万



9∀ ∀ ∃ 第七卷 第四期 � Ι 1 /
Α

# Η 1
Α

7

了改进
。

将用培养瓶培养改为盖玻片 �97 = = ϑ
97 = = %

培养
,

且加压时将覆有细胞盖玻片固定于 自制玻璃

槽内
,

转入 自行设计的加压装置中
,

使压力达到 7 ∀
、

 ∀
、

& ∀
、

!9 ∀ = = Κ 0
,

保持 9 7 Χ
、

7 & Χ
。

采用原位末端脱

氧核昔酸转移酶标记 �: Λ Η < Μ 一 ΝΟ Π %法
,

检测细胞

凋亡
,

通过 对 凋 亡 指数的统计分析
,

选择 压 力

&∀ = = Κ 0
,

时间 97 Χ 或 7& Χ 作为细胞凋亡不 同检测指

标的高眼压造模条件
。

9
Α

药物对 高压诱 导的视 网膜神 经节细 胞凋 亡

的影响

�/% 培养板的处理
、

细胞悬液制备
、

接种培养
。

取  孔板
,

每孔预先置人一盖玻片 �97 = = ϑ
97

= = %
,

其余操作基本 同 /
。

�9% 高眼压模型 及药物的 加入

培养 #9 Χ 后
,

将盖玻片嵌人 自制玻璃槽内
,

另设

� 视网膜神经节细胞 中 Τ 8) ;8) : 一 −
、 Ζ8) 蛋自表

达变化及凋亡情况
# 显微镜下可见胞浆呈棕黄色的

!8) Ν8 ) : 一 − 蛋 白阳性表达 细胞 和胞膜呈棕黄 色 的

Ζ8 ∀
蛋白阳性表达细胞以及胞 核被染成棕黄色的凋

亡细胞
。

其阳性细胞表达指数及凋亡指数统计结果

均见表 ∃ 。

结果表明
,

与模型组 比较
,

灯盏细辛黄酮类提取

物
、

灯盏花素及尼莫地平
、

维拉帕米均能明显抑制

�  ! )
中 Τ 8 ) ; 8 )。 一 − , Ζ8 ∀

蛋 白的表达 , Ν Ο Η
Φ

Η 1 , Ν

ΟΗ
Φ

ΗΙ .
,

并 对抗 体外高压诱导 的 �  ! ∀ 凋亡 , Ν

Ο Η
Φ

Η 1 .
。

四
、

相关性分析

综合 以上实验结果
,

对灯盏细辛各组 分的钙拮

抗作用与视神经保护作用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

结果见表 3 。

模型对照组及正常对照

组 ,压力为 Η .
。

然后按

前述加压装置加压
,

使

压 力达到 0Η Δ Δ Ψ 9
,

保

持 Βϑ = 或 ϑ 0 = 后检测
。

, −. 观察指标
。

/ 形态学观察
#
应

用倒置相差显微镜每天

观察细胞形态及生长状

况
。

� !8 ) ; 8 )。 一 − , Ζ8 )

蛋 白免 疫 组 化 染 色 检

表 ∃ 各给药组对 �  ! 。
中 !8) ; 8 ) : 一 − 、 Ζ8、

蛋 白表达和凋亡指数 的影响

组另
,6 浓度 , Δ 9 Χ Δ 6. 样本数

! 8 ) ; 8 ) : 一 − 阳性

表达指数 ,2 .

Ζ8 ∀ 阳性表达

指数 ,2 .

调 亡指数

, 2 .

正常组
[

模型组
一

黄酮类 ΙΗ

咖啡酞类 ΙΗ

灯盏花素 ς
,

ΙΒ1

咖啡酸 Η
Φ

ϑ

尼莫地平 Η
Φ

ΗΗΒ

维拉帕米 Η
Φ

Η Η Β

注 # 与模 型组 比较
Λ Ν Ο Η

Φ

Η1

测 #
培养结束后

,

将加压 Βϑ = 的细胞样本进

行 Τ 8) Ν8 、 一 − 蛋 白免疫组化染色检测 ∴ 将

加压 ϑ0 = 的细胞样本进行 Ζ8
∀
蛋 白免疫组

化染色检测
。

∋ 原 位末 端 脱 氧核 昔 酸转 移 酶标记
, Θ] % & Υ 一 Νς ? .法 #

培养结束后将加压 ϑ 0 =

的细胞样本进行 Θ] % & Υ 一 Νς? 法检测
。

,ϑ .结果
。

/ 形态学观察 #
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

察
,

细胞生长情况 良好
,

同前
。

∃ Β
Φ

3 Β 土 Ι ∃ ∃ Λ 去 0
Φ

Κ− 士 ϑ
Φ

3 Β Λ Λ Κ
Φ

0 0 士 1
Φ

− Ι少 Λ

∃ 1−
Φ

11 士 Κ
Φ

−Η 1∃
Φ

3 Β 士 3
,

ϑ 3 11
Φ

Ιϑ 土 0
Φ

Κ ∃

∃ −Β
Φ

3 3 士 −
Φ

3Β Λ −−
Φ

3Β 士 1
Φ

∃ 0 Λ Λ Β 3
Φ

3 ϑ 土 0 Κ Κ 丧

∃ ϑ ∃
Φ

∃ Ι 土 −−
Φ

Β0 1Η
Φ

0 ∃ 土 0
Φ

ΙΒ ϑ−
Φ

−Η 士 3
Φ

ϑ ∃

∃ −−
Φ

Β0 士 1
Φ

∃Η Λ −0
Φ

ΒΒ 士 1
Φ

3 0 Λ −1
Φ

ΒΚ 土 −
Φ

0 Κ Λ

∃ 1 −
Φ

−− 士 ∃
Φ

Ι0 1∃
Φ

Η 1 士 3
Φ

Η Β 1Β
Φ

Β0 士 0
Φ

1 0

∃ Ι0 1 0 土 −
Φ

ϑ0 Λ Λ Ι0
Φ

ϑ− 士 ϑ Ι1 女 Λ −Ι
Φ

1 Β 士 3
Φ

0 ϑ 安

∃ Β −
Φ

1 Β 士 0 ΙΙΛ Λ Β∃
Φ

1Η 土 3
Φ

ϑ 3 Λ Λ −Β
Φ

ΙΙ 土 3
Φ

Κ ∃ 盗

Λ Λ Ν Ο Η
Φ

Η Ι。

表 3 视神经保护与钙拮抗作用的相关性分析

受试样品
钙拮杭作用

, > ? ! 钙通道 .
促进 � % ∀

存活

,常压培养 .
抑制 � !!、 凋 亡

,高压培养 .

有无
一
有无
一
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无有无有有有有无无有有水提物

黄酮类

咖啡鱿 类

野黄答普

灯盏花素

咖啡酸

东筐劳 内酉旨

维拉帕米

尼莫地平

Β∃ 〔肠≅6 ∗ ): Π :、。 。 < ∗ Θ: :人<5 Σ昭, Χ 腼∗ : ≅ < 众8 , Π 5 < 5Ρ 升8己Π‘# 5 < 8 6 : 儿Π5
: ( : ∗ Π: Π、 8 < ∗ (8 6 : ≅ Π‘,

腕∗ Π: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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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看出
,

具有拮抗 Ι Π 6 作用的药物
(

咖啡酞类提取物能促进体外视网膜神经细胞 的存

活 8 维拉帕米能够抑制体外高压引起的视网膜神经

节细胞 的凋亡 8 黄酮类提取物
、

灯盏花素
、

尼莫地平

既能促进体外视网膜神经细胞的存活
,

又能够抑制

体外高压引起的视 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凋亡
。

由此我

们初步推测
,

灯盏细辛有效组分视神经保护与其钙

拮抗作用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

参考文献

五
、

讨 论

本研究通过
7 ,
6.
跨膜内流测量技术筛选实验

,

明确了灯盏细辛中具有钙拮抗作用 的有效组分 8 通

过体外常压视网膜神经细胞培养实验
,

明确 了其各

组分对体外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存活的影响 8 通过 自

行设计的体外高压下视网膜神经节 细胞培养模型
,

进一步明确了各组 分对体外高压诱导细胞凋亡 的

影响
,

将改进后的高眼压模型应用于细胞水平的药

物筛选将具有重大意义
。

灯盏细辛视神经保护与钙

拮抗作用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明
,

两者之间存在较好

的相关性
。

该项实验研究结果为采用
7 ∃
6.
同位素技

术进 行 中药视神经保护有效成 分筛选 的方法提供

了参考
。

此外
,

在实验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如
(
仅采用

了一种类型的钙通道进行筛选
,

实验样本数量也有

限
,

且整体动物实验进行相关药理作用的验证研究

还在进行当中
。

因此
,

针对不足拟进行如下实验以

进 一步完善
(
考察药物 对其他钙通道 钙 内流 的影

响 8 虽然已对川芍嗦作了一些相关研究
,

但还需要

对在青 光眼视神经保护方面表现 出一定作用 的其

它中药有效组分
,

进行全面
、

系统的筛选研究
,

以进

一步揭示 中药视神经保护与钙拮抗作用 的相关性
,

最终 建立采 用
7 ∃ 6 .

同位素技术 进行 中药视神经保

护有效成分的筛选评价方法
。

相信随着对青光 眼具体病理病机 的进一 步明

确
,

细胞培养技术的成熟 以及青光眼模型的更趋完

善
,

将有利于推动青光眼视神经保护药物治疗的快速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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