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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神经损伤的研究在骨科领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也是

研究的难点。中医药治疗周围神经损伤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

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并有整体和局部双重兼顾的特点，符合神

经损伤修复的综合过程。多年来，本院经验用方黄龙通络汤应

用于周围神经损伤患者的治疗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1]，但其作

用机制缺乏实验依据，本研究探讨黄龙通络汤对 SD 大鼠坐骨

神经损伤后的修复作用，以期为该方的临床应用提供实验依

据，阐明其作用机制。
1 材料

1.1 实验材料 SP F 级雄性 SD 大鼠 90 只(广州中医药大学

实验动物中心提供)，体质量 200～230 g。实验在本院中药药

理实验室完成。
1.2 黄龙通络汤 组成：黄芪 30 g，地龙、当归各 20 g，赤

芍、鸡血藤、党参各 15 g，川芎 10 g，由本院中药房提供并

常规煎煮浓缩至生药量 2 g/m L，汤药准备好后保存在冰箱中

备用。生理盐水(四川科伦药业股份公司)，甲钴胺片(苏州卫

材)。
2 实验方法

2.1 造模 实验动物用 3% 戊巴比妥钠 2 m g/kg 腹腔注射麻

醉[2]，采用坐骨神经钳夹手术[3]致右下肢成瘫软状态模型，神

经电生理检查无动作电位出现，说明神经干被钳断，造模成功。
2.2 分组与药物干预 将造模成功的 90 只 SD 大鼠随机分成

3 组各 30 只，分别为黄龙通络汤组、生理盐水组及甲钴胺组。
造模后 3 天，黄龙通络汤组用黄龙通络汤液按 1 m L/100 g 灌

胃，生理盐水组用生理盐水按 1 m L/100 g 灌胃，甲钴胺组用

甲钴胺和生理盐水制成的 0.05 m g/m L 混悬液，按 1 m L/100 g

灌胃。3 组用药均每天 1 次，连续 4 周。
3 实验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 大体观察 包括饮食、步态、精神状态、局部感染情况

及死亡情况。
3.2 坐骨神经功能指数 （SFI） 于术后 2 周、4 周进行，3 组

各取 15 只大鼠，根据文献[4]的方法测定以下 3 个变量：①足

印长度：足印的最长距离。②足印宽度：第 1 趾至第 5 趾连

线的距离，每次选用最长距离。③中间足趾宽度的距离：第 2

趾至第 4 趾宽度连线的距离，每次选用最长距离。将各数据

带入 B ain 公式计算各组大鼠的 SFI。
3.3 神经电生理学 于术后 4 周进行，3 组各取 15 只大鼠，

用 3% 戊巴比妥钠 2 m g/kg 腹腔注射麻醉，暴露右后肢坐骨神

黄龙通络汤对大鼠坐骨神经损伤的修复作用
及对神经生长因子表达的影响

郑雨中，刘思景，黎勇，郑臣校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中山中医院骨二科，广东 中山 528403

［摘要］ 目的：探讨黄龙通络汤对 SD 大鼠坐骨神经损伤的修复作用以及对神经生长因子表达的影响。方法：选取 SD 大鼠 90
只，随机分为 3 组，每组 30 只，建立右侧坐骨神经损伤模型，术后分别用黄龙通络汤、生理盐水及甲钴胺混悬液灌胃，给药后进

行大体观察与坐骨神经功能指数 （SFI）、神经电生理学、小腿三头肌湿重 （WWT） 的测定，免疫组化染色观察神经生长因子的表

达。结果：黄龙通络汤组的 SFI、神经传导速度恢复率、复合肌肉诱发电位振幅恢复率及 WWT 恢复率均优于生理盐水组和甲钴胺

组 （P ＜ 0.05）；甲钴胺组以上各项指标均优于生理盐水组 （P ＜ 0.05）。黄龙通络汤组、甲钴胺组神经生长因子蛋白的表达均多于

生理盐水组 （P ＜ 0.05），黄龙通络汤组与甲钴胺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 ＞ 0.05）。结论：黄龙通络汤能促进大鼠坐骨神经损伤的

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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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游离坐骨神经，使用肌电图仪进行神经传导速度恢复率

(伤侧 / 健侧×100% )及复合肌肉诱发动作电位振幅恢复率(伤

侧 / 健侧×100% )的检测[5]。
3.4 小腿三头肌湿重 （WWT） 于术后 2 周、4 周进行，3

组各取 15 只大鼠，首先切除双侧小腿三头肌，放入电子天平

称重，然后以损伤侧小腿 W W T 除以对侧 W W T 乘以 100% 计

算恢复率。
3.5 神经生长因子的表达 于术后 2 周、4 周进行，3 组各取

15 只大鼠，取紧邻损伤部位远端坐骨神经干 10 m m 内神经组

织，固定，常规脱水、石蜡包埋、切片，根据试剂盒步骤进行

免疫组化染色。每根神经远近端染 2 张切片，用 O lym pus 显

微镜观察，Leica 显微摄像仪摄取放大 400 倍的图像，采用

Leica 公司 Q w in v3 Standard 软件进行分析，分别计数 5 个单

位视野内的阳性细胞数。
3.6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t 检验统计分

析。
4 实验结果

4.1 大体观察 所有大鼠饮食正常。术后 3 组大鼠右侧后肢

均跛行，踝下垂，趾屈曲，精神状态良好，切口均无感染，无

大鼠死亡。
4.2 3 组治疗 2 周、4 周 SFI 比较 见表 1。治疗 2 周时，3

组 SFI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时，黄龙

通络汤组 SFI 优于生理盐水组、甲钴胺组(P＜0.05)，甲钴胺组

SFI 优于生理盐水组(P＜0.05)。

表 1 3 组治疗 2 周、4 周 SFI 比较(x±s) mm

与生理盐水组同期比较，①P ＜ 0.05；与甲钴胺组同期比

较，②P ＜ 0.05

4.3 3 组神经传导速度恢复率与复合肌肉诱发动作电位振幅

恢复率比较 见表 2。治疗 4 周时，3 组两两比较，黄龙通络

汤组神经传导速度恢复率、复合肌肉诱发动作电位振幅恢复率

均优于生理盐水组、甲钴胺组(P＜0.05)，甲钴胺组 2 项指标

均优于生理盐水组(P＜0.05)。

表 2 3 组神经传导速度恢复率与复合肌肉

诱发动作电位振幅恢复率比较(x±s) %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①P ＜ 0.05；与甲钴胺组比较，②P ＜
0.05

4.4 3 组治疗 2 周、4 周 WWT 恢复率比较 见表 3。治疗 2

周时，3 组 W W T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4

周后，黄龙通络汤组 W W T 恢复率高于生理盐水组、甲钴胺

组(P＜0.05)，甲钴胺组恢复率高于生理盐水组(P＜0.05)。

表 3 3 组治疗 2 周、4 周 WWT 恢复率比较(x±s) %

与生理盐水组同期比较，①P ＜ 0.05；与甲钴胺组同期比

较，②P ＜ 0.05

4.5 3 组治疗 2 周、4 周单位视野 NGF 阳性细胞数比较 见

表 4。治疗 2 周时，3 组阳性细胞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 4 周后，黄龙通络汤组、甲钴胺组阳性细胞

数均多于生理盐水组(P＜0.05)，黄龙通络汤组与甲钴胺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 4 3 组治疗 2 周、4 周单位视野 NGF 阳性细胞数比较(x±s) 个 /HP

与生理盐水组同期比较，①P ＜ 0.05

5 讨论

本院骨二科经验用方黄龙通络汤中，黄芪为君药，大剂量

使用，取其大补元气，气旺以促血行，祛瘀而不伤正，并助诸

药之力；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6]，黄芪等中药提取液对雪旺氏

细胞的生长有明显促进作用，而雪旺氏细胞对神经再生起着很

重要的作用，故黄芪对神经修复再生能起肯定的作用。地龙具

有清热止痉、通经活络之效，配伍益气行血药常用于治疗气虚

血瘀、经络不利之偏瘫失语者，且其咸寒通降，可制黄芪升阳

助火之热；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地龙具有溶栓及抗凝作用，

且能有效清除自由基，抗脂质过氧化[7]。黄芪、地龙 2 味药物

对恢复神经功能有显著功效[8]。当归活血补血，并有提高全身

代谢的作用，为臣药。川芎、赤芍助当归活血祛瘀，鸡血藤助

当归养血活血、舒经通络，党参助黄芪补脾益气，均为佐使

药。诸药合用，共奏补气活血通络之功。
本研究结果显示，黄龙通络汤组的 SFI 与神经传导速度、

复合肌肉诱发电位振幅、W W T 的恢复情况均优于生理盐水组

和甲钴胺组(P＜0.05)；甲钴胺组以上各项指标均优于生理盐水

组(P＜0.05)。黄龙通络汤组、甲钴胺组神经生长因子蛋白的表

达均多于生理盐水组(P＜0.05)，黄龙通络汤组与甲钴胺组比较

无统计学差异(P＞0.05)。提示黄龙通络汤能促进大鼠坐骨神经

损伤的修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临床推广应用。

组 别

黄龙通络汤组

生理盐水组

甲钴胺组

n
15

15

15

2 周

-62.5±12.6

-65.8±11.3

-60.2±17.1

4 周

-18.5±6.3①②

-29.5±7.4

-26.7±6.5①

组 别

黄龙通络汤组

生理盐水组

甲钴胺组

n
15

15

15

神经传导速度恢复率

69.02±16.68①②

50.09±13.01

56.18±16.89①

复合肌肉诱发动作电位振幅恢复率

64.39±14.28①②

31.29±8.03

45.18±11.29①

组 别

黄龙通络汤组

生理盐水组

甲钴胺组

n
15

15

15

2 周

54.12±1.45

52.67±2.87

53.99±2.17

4 周

78.89±6.55①②

57.34±9.67

65.83±7.93①

组 别

黄龙通络汤组

生理盐水组

甲钴胺组

n
15

15

15

2 周

15.56±3.73

16.01±5.94

14.68±4.39

4 周

36.11±8.12①

2.05±6.12

33.36±5.52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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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首乌是一味有名的传统中药，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何首

乌具有益智、抗衰老、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抗炎镇痛、降血

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护肝等功效，另外，还具有抗肿瘤作

用[1～2]。大黄素 -8-O -β-D - 葡萄糖苷是何首乌中重要的活

性羟基蒽醌类化合物之一。一直以来，对于该化合物，学者们

围绕其益智等活性做了大量工作，但对其抗癌活性的研究尚未

见报道。介于目前对何首乌中的大黄素 -8-O -β-D - 葡萄糖

苷分离纯化和抗癌活性研究的情况尚欠深入。因此，笔者以何

首乌中药材粉末作为研究对象，先经乙醇回流提取、氯仿回流

提取、乙酸乙酯回流提取后，再经 D 101 大孔吸附树脂柱，

70% M eO H 洗脱，得到化合物 I，经 1H -N M R、13C -N M R 确

定该化合物的结构。现详细报道如下。

1 仪器与材料

1.1 仪器 R E-5299 型旋转蒸发仪(上海况胜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X FB -200 型粉碎机(吉首市中诚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1.2 材料与试剂 何首乌(中国药材公司)，鉴定为蓼科植物何

首乌的干燥的块根；D 101 大孔吸附树脂柱(上海开平树脂有限

公司)；1，6- 二硝基苯并芘、3，9- 二硝基荧葸(从苏州德和

佳化工有限公司购买)；苯并芘(从上海倍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氯仿、乙酸乙酯、乙醇等均为国产分析纯级；甲醇为

国产色谱纯级。
2 方法和结果

2.1 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的分离纯化 粉碎何首乌，

过 20 目筛，称取粉末 500 g，加 75％乙醇回流提取 5 次，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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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首乌中大黄素 -8-O-β-D- 葡萄糖苷的分离纯化与抗癌活性研究

刘商

江山市中医院，浙江 江山 324100

［摘要］ 目的：建立对何首乌中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分离纯化的方法，以及研究其抗癌活性。方法：何首乌中药材粉

末先经乙醇回流提取、氯仿回流提取、乙酸乙酯回流提取后，再经 D101 大孔吸附树脂柱，70% MeOH 洗脱，得到化合物 I，经
1H-NMR、13C-NMR 确定该化合物的结构。采用 MTT 比色法抗癌活性筛选试验对化合物 I 作抗苯并芘等致癌活性的筛选。结果：

经 1H-NMR、13C-NMR 谱图分析，确定化合物 I 为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该化合物对苯并芘致癌具有抑制活性。结论：该

分离纯化方法准确、可靠；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抗癌活性的证实，对其药理活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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