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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注射液对血栓性疾病的 治疗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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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的 &

观察红花注射液对缺氧
、

脑梗塞
、

心肌梗塞及
“

血疥
”

证的治疗作用
。

方法 &
选用 小

鼠
,

豚鼠
,

∋( 大鼠分别复制缺氧
、

脑梗塞
、

心肌梗塞及
“

血瘫
”

模型
,

记录比较小 鼠在密闭环境中的存

活时间�秒 %
,

测量小 鼠偏瘫恢复数
,

记录豚 鼠不 同时间心电 图
,

比较给药前后心 电图 ∋) 段和 ) 波振

幅变化的差异
,

测定血液流变学指标
。

结果
& 红花注射液高

、

中
、

低剂量组 小鼠常压耐缺氧的生存时间

明显延长
,

小 鼠脑梗塞所致偏瘫的恢复率增 高
,

红花注射液高剂量组的豚鼠因垂体后叶素所致 #
、

∗#
、

!# 秒的心电图 +) 段高抬和 #
、

∀,
、

!# 秒 的 ) 波升高均明显降低
,

中剂量组 # 秒的 ∋) 段和 ) 波升高

明显降低
, “

血疥
”

证大鼠的全血孙度明显下降
。

结论
& 红花注射液对缺氧

,

脑梗塞
,

心肌梗塞
, “

血瘫
”

证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

关键词
&
红花注射液 缺氧 脑梗塞 心肌梗塞

“

血疥
”

证 治疗作用

红 花注射 液 是 由红 花提 取 而制 成 的 中药 注射

剂
,

其 主要有效 成分是红花黄 色素及红花昔
。

近年

来 随着对其药 理和临床研究 的不断深人
,

在 临床上

取得 了广泛 的应用
,

特别 是在脑 出血
、

脑梗 死
、

心绞

痛
、

高血脂 症
、

糖尿病周 围神经病变
、

各 型颈椎病
、

原 发性痛经
、

新生 儿硬肿 症
、

血栓性 浅静脉炎
、

雷诺

氏病
、

结节性红 斑等方 面 的治 疗
,

已取得 较好 的疗

效
。

本实验通过复制缺氧
、

脑梗塞
、

心肌梗塞及
“

血

痕
”

模型
,

观察红花 注射液对 缺氧
、

脑梗 塞
、

心肌梗

塞及
“

血痕
”

证的治疗作用
。

一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动物

收稿 日期
& . ## , 一 ∀ ∀ 一∀#

修回 日期 & . #� 场/
肠刁 0

昆 明种小 鼠
,

雌雄兼用
,

∀1 2 . . 3
,

由成都 中医药

大学实验动物 中心提供
,

合格证号
& 川实动管质第 0

号 4 豚 鼠
,

雌雄兼 用
,

.. # 一 ∗ , # 3
,

由成 都 中医药大学

实验动 物 中心提供 4 ∋( 大 鼠
,

雌雄 兼用
,

由成都 中

医药大学 实验动 物 中心 提供
,

合格证 号
& 川实 动管

质第 1 号
。

.
−

实验材料

红花注射液
,

深棕色液体
,

∀# 3 生药 5. 67 8 支
,

雅

安 三九药业有 限公 司
,

批号 # ∀# 1#∀ 4 香丹 注射 液
,

浅

棕色液体
,

. # 3 生药 59 67 :5 支
,

华西 医科大学制药厂
,

批号# .#1 #∀ 4盐酸普蔡洛尔片
,

白色
,

∀# 7 ; 5片
,

汕头金

石制药总厂
,

批号 # . # ∗ #.4 盐酸 肾上腺素
,

无色液体
,

97 ; 57 :5支
,

上海禾 丰制 药有 限公 司
,

批 号 # ∀一∀# ∀ 0 4

胶原蛋 白 < 型
,

∋= ;7
> 4垂体后叶注射液

,

无色液体
,

!?5 7 :
,

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
,

批号 #∀ # ∀. #
。

� 联系人
& 周黎明

−

副教授
,

四川大学华西 医学中心基础 医学院药理教研室
,

研究方向
&

化疗药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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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仪器

Κ > Φ Γ =6 ϑ> Ο 心 电图机 4 北 京普 利生 :Π Θ 一 Ν! Ρ 自

清洗旋转式 豁度 仪
,

:ΠΘ 一 Σ Κ ∀! 全 自动动态 血沉测

试仪
。

二
、

实验方法

∀
−

小 鼠耐缺氧试验

小 鼠 ! ! 只依性别
、

体重随机分成 ! 组
,

红花高
、

中
、

低剂量组分别腹腔注射给予 .
−

,
、

∀
−

.,
、

#
−

! . , 3 生

药5 Τ ; �分别相 当于临床用量的 .#
、

∀#
、

, 倍 %
,

香丹组腹

腔注射给予香丹注射液 . # 3 生药 5 Τ ; �相 当于临床用

量 的 . # 倍 %
,

盐 酸普蔡洛尔组灌 胃给予盐酸普蔡洛

尔 . .
−

. 7 ; 5Τ ; �相 当于临床用量的 . # 倍 %
,

正常对照组

以 生理盐水代替
,

每 Γ9 次
,

给药体积均为 # −. 7 Υς

∀# 3
,

连续 ∗Γ
,

末次给药 #− ,Β 后放人加有 Φ6 ; 钠石灰

的 . , # 7 : 广 口 瓶中盖严
,

观察记录存 活时间 �秒 %
,

并

与对照组 比较
,

作统计分析
。

.
−

杭小 鼠脑梗塞试验

小 鼠 0 . 只依性别
、

体重 随机 分成 ! 组
,

红花 注

射液高
、

中
、

低剂量组分别给予 .− ,
、

∀
−

.,
、

#
−

! . , 3 生

药 5 Τ ; �分别 相 当于临床用量 的 . #
、

Φ6
、

, 倍 %
,

香丹 组

给予香丹注射液 . # 3 生药 5 Τ ; �相当于临床用量的 .#

倍 %
,

模型对照组 以生理盐水代替
,

正常对照组
。

每 Γ

腹腔注射 给药 ∀ 次
,

给药体积均为 #− . 7 :5 ∀#3
,

连续

∗ Γ
,

末 次给药 ∗ # 7 =< 后
,

均尾静脉 注射胶原 蛋白
一肾

上腺素混合诱导剂 #
−

巧7 8 ∀# ;
,

正常对照组 以生理

盐水代替
,

注射后 即观察 + 7 =< 内小鼠死亡数
,

巧 7 =<

内小 鼠偏瘫恢复数
,

计算恢复率
,

作统计分析
。

胶原 蛋白
一
肾上腺素混合诱导剂制备

&
取胶原蛋

白 ∗ 67 ; 浸泡于 ∗ 一∃ 7 : 生理盐水中 .Β 以上
,

玻璃匀

浆器匀浆
,

加生理盐水 ∃ 67 :
,

∗ # # #甲7 离心 96 7 =< ,

取

上清
,

另取盐酸肾上腺素 97 ; 加入上清中
,

定容至

, # 7 :
。

∗
−

垂生亘吐麦致些丛鱼塞丛脸

豚 鼠经乌拉坦麻醉后
,

分离颈静脉
,

记录 < 导联

心电图
,

从颈静脉缓慢注人垂体后叶注射液 #
−

+?5 Τ;
。

描记给垂体后 叶注射液后 #
、

∀ ,
、

∗ #
、

! #
、

∀. #−
· ·

⋯秒的

心 电图
,

筛选 心电图变化明显的豚鼠 ,. 只依性别体

重 随机分成 , 组
。

红花高
、

中
、

低剂量组静脉推注

.
−

,
、

∀
−

.,
、

#
−

!. , 3 生药5Τ ; 红花注射液 �分别相 当于临

床用量的 . #
、

∀#
、

, 倍 %
,

香丹组给予香丹注射液 . # 3

生药5 Τ; �相当于临床用量 的 .# 倍 %
,

阴性组 以生理盐

水代替
,

给药体积均为 #
−

+< 9:5 ∀#飞
,

给药后 +7 =< 以上

法重复给予垂体后叶注射液
,

记 录不同时间心 电图
,

比较给药前后心电图 ∋) 段和 ) 波振幅变化的差异
。

∃
−

对大鼠
“

血疥
”

证的血液流变学影响

大 鼠 , ∃ 只依性别
、

体重随机分 ! 组
,

红花注射

液高
、

中
、

低剂量组腹腔注射给予 .
−

,
、

∀
−

.,
、

#
−

! . , 3 生

药
·

Τ ; 红花注射液 �分别相当于临床用量 的 . #
、

∀#
、

,

倍 %
,

香丹组腹腔注射给予 . # 3 生药 5Τ; 香丹注射液

�相 当于临床用量的 . # 倍 %
。

模 型对照组 和正常对照

组 以生理盐水代替
,

给药体积均为 #
−

, 7 ? ∀# # 3
,

每 Γ9

次
,

连续 0 Γ
,

第 0 Γ
,

给药组 和模型对照组同时皮下注

射 6
,

97 Υς ∀# # ; 盐酸 肾上腺素 �97 ; 57 : %共 . 次
,

间隔

∃Β
,

于第 ∀ 次注射后 .Β
,

将大 鼠浸入 冰水 +7 =<
,

然后

禁食
,

正常对照组皮下注射生理盐水代替
,

不用 冰水

处理
,

次晨于腹主动脉取血测定血液流变学指标
,

作

统计分析
。

三
、

实验结果

∀
−

少呈时迭氢试验

在本实验条件 下
,

红花注射液高
、

中
、

低剂量均

能显著延长小鼠常压耐缺氧的生存时 间
。

实验结果

见表 ∀
。

.
−

杭 小鼠脑梗塞试验

红花注射液中剂量能 明显改善小 鼠脑梗塞所致

偏瘫的作用
。

高剂量和低剂量也有类似作用的趋势
,

但与模型对照相比
,

无显著性差异
。

静脉注射胶原蛋

白一
肾上腺素混合诱导剂后

。

小 鼠均出现不同程度脑

梗塞所致的偏瘫
,

有的 + 7 =< 内即死亡
,

而静脉注射

生理盐水无此反应
,

结果见 .
。

∗
−

垂体后叶素致心肌梗塞试验

在本实验条件下
,

红花注射液高剂量 能明显 降

低垂体后 叶素所致豚 鼠 #
、

∗#
、

! # 秒 的心电 图 ∋) 段

高抬和 #
、

巧
、

! # 秒的 ) 波升高
,

中剂量能明显 降低 Ω

秒的 ∋) 段 和 ) 波升高
,

低 剂量对垂体后叶素所致豚

” :Ε 6Φ9 Γ +Δ =Δ <Δ
。
阴Γ )Η ΔΒ <6 96爵乃肠ΓΗ Υ’< 众>Ι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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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心电图改变的影 响不 明显
。

推注垂体后 叶注射液

后
,

豚鼠大都出现 ∋) 段高抬
,

) 波高尖
,

结果见表 ∗
。

∃
−

吐幻犷血应竺延峻鱼丝遮 变学影堕
在本实验条件下

,

红花注射液高
、

中剂量均能 明

显降低
“

血痪
”

证大鼠的全 血豁度
,

低剂量 对中切的

全血戮度也有明显降低
。

给药组均对血浆戮度
、

红细

胞压积
、

血沉无明显影响
,

结果见表 ∃
。

查耳酮类化合物
,

可清除氧 自由基
,

对缺血心肌有保

护和抗氧化作用9+Ξ
。

此外
,

有资料表明
,

血疲模型大鼠

其血液流变学可出现异常
,

表现为全血 比勃度升高
,

红细胞压积上升
−

血浆 比豁度及血浆纤维蛋 白原浓

表 9 红花注射液对小鼠常压耐缺氧的影响

组 别
剂量

�; 生药ΥΤ ; %

动物数

�只 %

存活时间

详士∋( %�秒 %

四
、

讨 论

红花为菊科植物红花 �Κ> ΦΙ Β>

7?
+ Ι=< Η Ι6 Φ= ? + 9%的干

燥 花
,

具有 活血通 经
、

祛癖止痛的功效
,

是 活血化疲

的传统中药之一
。

目前
,

红花 中已分离确定的化学成

分有 . ## 多种
,

其中主要有黄酮类
、

木脂 素类
、

多炔

类等 4 具有降低 血砧度
、

加快红细胞 流速
、

抑制血小

板聚集 川的作用
,

能扩张血管
、

增加血流量
、

改善微循

环等∀.∀
。

其有效成分包括红花黄色素
、

红花醒昔
、

红花

素
、

新红花昔等 ∀1 种化合 物9∗Ξ 及最新发现的 ! 一轻基

山奈酚
一0 一# 一

葡萄糖昔9∃Ξ
。

也有学者认为从红花黄色

素 中 分 离 出 的 水 溶 性 成 分 红 花 黄 色 素 Ρ

�+

>ϑϑ=
6 ΦΨ Η99 6Ζ

一Ρ
,

∋Θ 一
Ρ% 是红花的主要有效成分

。

血

液方面的异常
,

尤其是血栓形成是缺血性 心脑血管

疾病的一个重要发病原 因
。

导致心脑血 管形成血栓

的条件主要是血管 内膜损伤
,

这是血管形成血栓的

基本条件
。

红花注射液 的主要有效成分 红花黄素为

生理盐水

香丹注射液

普蔡洛尔

红花注射液

红花注射液

红花注射液

.#

..
−

.7 ;5Τ ;

.
−

,

∀
−

. ,

#
−

! .,

∀9

99

99

99

99

99

∗1
−

0土1
−

∃

,#
−

∗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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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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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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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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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士1
−

∃
� � �

注
& Ι检验

,

与生理盐水组相比
, � [ ∴# −# ,

, � � � ]∴ #− 66 9
。

表 . 红花注射液治疗小鼠脑梗塞模型的作用

因一∀.∀.
组别

剂量

�; 生药5Τ ; %

动物数 ∀,7 =<
内恢复数

�只 %

正常对照

模型对照

香丹注射

红花注射液

红花注射液

红花注射液

9.

#

.#

.
−

,

∀
−

.,

#
−

!. ,

9.

9.

9.

9.

恢复率

�⊥ %

∀66

#

, #
�

∗ ∗
−

∗

∃ ∀
−

0
�

. ,

了#∃

注
&

扩检验
,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
, � ]∴ #− #,

。

表 ∗ 红花注射液对豚鼠垂体后叶素致心肌梗塞模型的影响

组别

�动物数%

剂量

�时 原液几助 ∀ , + ΗΗ

#
−

# 1.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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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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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崎

生理盐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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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红花注射液对
“

血癖
”

证大鼠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组别

�动物数%

正常时照�3 %

模型对照 �3 %

香丹�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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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模型对照组相比
, � ]∴ #− #,

, � � ]∴ #− 69
, � � � [∴# −# #∀

。

度增加
,

红细胞聚集性增 强
,

变形能力 下降
。

红花则

能降低血豁度
、

加快红细胞 流速
、

抑制血小板 聚集 9∀Ξ
,

能扩张血管
、

增加血流量
、

改善微循环等 β.Ξ
。

红花注射 ∀

液是 由红花提取而制成 的中药注射剂
,

其主要有效
成分是红花黄色素及红花昔

。

本研究通过复制缺氧
、

.

脑梗塞
、

心肌梗塞及
“

血疲
”

模型
,

记录 比较小 鼠在密 ∗

闭环境中的存活时间 �+ %
,

测量小 鼠偏瘫恢复数
,

记

录豚 鼠不 同时间心电图
,

比较给药前后心 电图 ∋ ) 段 ∃

和 ) 波振 幅变化的差 异
,

测定血液流变 学指标
,

观察
红花注射液对缺氧

、

脑梗塞
、

心肌梗塞及
“

血痕
”

证的 ,

治疗作用
。

结果显示
,

红花注射液能显著延长小 鼠常 !

压耐缺氧 的生存时间
,

明显改善小 鼠脑梗塞所致偏 0

瘫
,

改善豚 鼠心肌梗塞所致 心率失常
,

明显 降低
“

血

痪
”

证模 型大 鼠的全血戮度
。

表明红花注射液对缺 1

氧
,

脑梗塞
,

心肌梗塞
, “

血察
”

证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

且用药安全
,

副作用小
,

值得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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