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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佛胃康对慢性萎缩性胃炎大鼠血清胃泌素和血浆胃
动素水平的影响$

$

%

!李守朝"

!王峰#

!蔺焕萍"

!周晓燕$

!!"%陕西中医学院!咸阳 &"#'()"#%陕西中医学院 #''* 级硕士

研究生!咸阳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咸阳 &"#'()#

摘要!目的!观察参佛胃康对慢性萎缩性胃炎"+,-#大鼠模型血清胃泌素"-,.#和血浆胃动素"/01#的影响$探讨参佛胃康

对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作用机制% 方法!.2大鼠随机分为 ) 组$每组 "# 只$采用 "''

!

3456甲基硝基亚硝基胍"/77-#&#8水

杨酸钠和 $'8酒精等综合方法造慢性萎缩性胃炎模型$采用高中低剂量参佛康煎剂灌胃治疗$并设空白组和模型组$维酶素

组$放免法测定血清胃泌素和血浆胃动素含量% 结果!慢性萎缩性胃炎大鼠血清胃泌素水平显著降低$血浆胃动素水平显著

升高$与正常组比较有非常显著性差异"!9'%'"#'参佛胃康大&中剂量组对胃泌素含量升高$与模型组比较有非常显著性差

异"!9'%'"#$对胃动素含量降低$与模型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9'%'"#% 结论!参佛胃康能使异常改变的胃泌素和胃动素

的含量恢复至正常水平$表明参佛胃康可能是通过对胃肠激素的调节而达到有效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目的%

关键词!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泌素'胃动素'参佛胃康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临床常见病$多发

病%具有某些合并症者属癌前状态之一%它严重地危

害着人们的生活和健康& 西医学对 +,-尚无有效

的防治方法%中医学对 +,-有一定的疗效%但也存

在着一些问题%如'三少(现象)"*

%即+严格对比的临

床观察少%远期疗效的观察少%实验及机理方面的研

究少& 因此%科学深入地研究中医药治疗+,-的疗

效和机理%是医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佛胃

康为李守朝教授的临床经验方%是在中医传统理论

指导下%以补益脾胃$理气止痛法为依据而组方& 在

观察的 ""$* 例病人中%临床症状总有效率为 <)%

<8%临床症状$主症的改善平均值都在 <)8以

上)#*

& 本文是陕西省教育厅'参佛胃康药效学实验

研究(课题中的一部分内容&

"!实验材料与方法

"%"!动物!清洁级雄性 .2大鼠 &# 只%体重 "'' =

"#' 3%由西安交大医学院动物中心提供&

"%#!药品与试剂!甲基硝基亚硝基胍!/77-#%酒

精%水杨酸钠& 胃泌素放免试剂盒!北京北方生物

技术研究所#%胃动素放免试剂盒!北京北方生物技

术研究所#& 参佛胃康!由党参$白术$茯苓$半夏$

陈皮$佛手$延胡索等药物组成#%维酶素!'%# 34

片#&

"%$!主要仪器!>?@#''$4;A.

"

放射免疫计数器

!国营二六二厂#&

"%(!方法!大鼠随机分为六组+正常组$模型组$高

剂量组!#%#<# 3456#$中剂量组!"%"() 3456#$低剂

量组!'%*&$ 3456#$维酶素组!'%; 3456#& 每组 "#

只大鼠& 除正常组外%其它五组将 /77-用蒸馏水

配制成 " 341浓度的存储液%避光冷藏保存%每周配

制 " 次%用时将储存液配成 "''

!

3456浓度的饮用

液%装入黑色的饮水瓶中%每天更换%让大鼠自由饮

用& 同时用 #8水杨酸钠和 ('8酒精的混合溶液灌

胃%隔日一次%并结合饥饱失常%正常组自由饮用自

来水& ") 周后随机抽取正常组和模型组动物各 #

只脱颈处死$开腹$取胃%在胃窦和胃体部各取一块

组织%用 (8甲醛液固定做光镜观察& 光镜观察发

现大鼠自由饮用 "''

!

3456/77-") 周后%胃粘膜

腺体萎缩%出现肠化和不典型增生%表明模型成功&

四天后所有组动物均自由饮用自来水& 高剂量组按

含生药量 #%#<# 3456参佛胃康煎剂 $564只灌胃"中

剂量组组按含生药量 "%"() 3456参佛胃康煎剂 $

564只灌胃"低剂量组按含生药量 '%*&$ 3456参佛

胃康煎剂 $ 564只灌胃"维酶素组按 " 34B3灌胃%$

564只%每日给药 " 次%连续 $' 天& 空白组$模型组

大鼠灌等体积的生理盐水%末次给药后%全部大鼠禁

食不禁水 "; 小时& 随后处死所有动物& 各组大鼠

全部从心脏取血 ) 56%分装于 # 支试管中%一支为一

,;),

"#$%&'#"()*%$+ (,-*$.#-#(%$+ /0#%121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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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试管取血清%另一支为预置抗凝剂!"'8D20,

二钠 $'

!

6和抑肽酶 $'

!

6#的试管中%迅速于 ( E%

$ ''' FG5离心 "' 分钟%分离血浆%移入一次性试

管%保存于 H#' E待测& 取血后处死动物%剖腹取

胃%并向胃内注入 (8甲醛液后置入该溶液中充分

固定%沿大弯展开%观察胃粘膜情况& 胃泌素$胃动

素均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实验严格按照试剂盒说

明进行检测&

维酶素组与小剂量组各缺失一例%是由于实验

治疗过程中%由于灌胃不慎将药物灌入气管导致老

鼠窒息而死&

"%*!数据处理!采用 .A.."$%' 统计软件进行处

理%资料数据用均数I标准差!4I5#表示&

#!实验结果

#%"!参佛胃康对+,-大鼠血浆胃动素"/01#含量

的影响!见表 "&

表 "!各组大鼠血浆胃动素"/01#含量的变化"4I5#

组别 动物数4只
/014G3,56

H"

正常组 "' "&$%&() & I")%('# *"

模型组 "'

##<%*$$ ' I#)%<(; ;&

$

维酶素组 <

#'#%<<; < I('%)'# ""

&

大剂量组 "'

"&&%'#* ' I"$%$'* ;'

'(

中剂量组 "'

"&<%*<' ' I")%&") &&

'(

小剂量组 <

#'(%&)& ; I";%'*$ $;

&

!!注+与正常组比较%

$

!9'%'""与模型组比较%

&

!9'%'*%

'

!

9'%'""与维酶素组比较%

(

!9'%'"&

#%#!参佛胃康对+,-大鼠血清胃泌素"-,.#含量

的影响!见表 #&

表 #!各组大鼠血清胃泌素"-,.#含量的变化"4I5#

组别 动物数4只
-,.4G3,56

H"

正常组 "' *)%*& I;%"$

模型组 "'

#<%;' I;%("

$

维酶素组 <

("%#* I)%))

&

大剂量组 "'

*"%&# I"'%<$

'

中剂量组 "'

((%); I"(%'*

'

小剂量组 < $$%<( I;%(#

!!注+与正常组比较%

$

!9'J'""与模型组比较%

&

!9'J'*%

'

!

9'J'"&

分析表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血清-,.含

量显著降低!!9'J'"#%血浆/01含量明显升高!!

9'J'"#%说明造模成功& 与模型组相比%大$中剂

量组%维酶素组血清 -,. 含量显著升高!!9'J'"%

!9'J'* #%血浆 /01明显降低 !!9'J'"%!9

'J'*#%证明三种方法均能升高 +,-模型大鼠血清

-,.水平$降低血浆 /01"与维酶素组相比%参佛胃

康大$中剂量组血清 -,. 含量高于维酶素组%但是

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血浆/01含量低于维酶素

组!!9'J'*#%证明参佛胃康大$中剂量组对于降低

+,-模型大鼠血浆/01含量的效果优于维酶素组&

而小剂量组对+,-模型大鼠血清 -,. 的含量与模

型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在改善血浆/01方面小剂

量组与模型组比较有明显差异!!9'J'*#& 总的来

说%参佛胃康大$中$小剂量组在升高+,-模型大鼠

血清-,.的含量%降低 +,-模型大鼠血浆 /01含

量方面是的效果是肯定%而且大$中剂量组的效果明

显优于维酶素组&

$!讨论

在慢性萎缩性胃炎!+,-#时%胃肠道内/01浓

度较正常的浓度值明显升高%从而刺激胃蛋白酶分

泌增加%造成胃十二指肠不协调运动$排空障碍$胃

粘膜蛋白质合成下降%胃肠紊乱加剧%从而使 +,-

伴发溃疡机率增多& 因此%使/01水平稳定在一定

范围内%可以减少+,-伴发溃疡的发生&

参佛胃康是在李守朝教授的佛手胃痛饮的基础

上化裁而成%全方尊崇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

源$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的思想& 以六君子汤

!去炙甘草#健脾和胃以固其本%而且重用党参%益

气健脾"半夏$陈皮和降胃气%燥湿健脾%配合白术$

茯苓还有健脾利湿化饮之功%配合砂仁$黄连调和寒

热"川楝子$延胡索$佛手调和气血& 尤其是佛手一

药%行气和胃而不伤阴%消积而不伤正& 在临床实践

观察中对 +,-患者症状的改善取得了较好的疗

效)#*

& 本实验通过病理切片证实参佛胃康对 +,-

有确切疗效%推测参佛胃康可能是通过升高+,-模

型大鼠的血清胃泌素水平%促进胃酸的分泌%促进

27,和:7,的合成%增加粘膜血流量"发挥其对胃

粘膜的营养作用"参佛胃康还可通过降低+,-模型

大鼠的血浆胃动素水平%以产生正常的胃肠蠕动%促

进胃的排空%缩短损伤因子在胃内的滞留%促进食物

的消化吸收%起到胃肠清道夫的作用& 本实验研究

表明+参佛胃康各治疗组均能不同程度的增加胃泌

素的分泌%降低胃动素的分泌%调节胃肠激素水平%

其中以参佛胃康大$中剂量组作用最为明显!!9

'J'"#"优于维酶素组& 说明该药是临床治疗 +,-

合理有效的方药%也为中医药治疗+,-提供了更有

力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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