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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热证与机体功能活动相关性的初步研究"

#

!李文宏!潘琳娜!陈兰英!周宁!!江西中医学院!南昌 ""###$"

关键词!目的!观察寒"热证动物模型心电活动"自主活动等体鱃指标的差异#初步探讨寒"热证与机体功能活动强弱的相关

性$ 方法!采用黄连"苦参%%!%&长期灌服#结合低温环境制备寒证大鼠模型'以附子"肉桂%%!%&长期灌服#结合高温环境制备

热证大鼠模型$ 观察寒"热证动物模型的心电活动"自主活动"体温及体重等指标的差异#并测定血中儿茶酚胺含量$ 结果!寒

证动物模型心电活动较弱#自主活动减少#体温较低#体重增加率低#儿茶酚胺含量较低'热证动物模型心电活动较强#自主活

动增加#体温较高#体重增加率亦较低#儿茶酚胺含量较高$ 结论!寒证是机体功能活动衰减的表现#热证是机体功能活动亢

盛的反映$

关键词!寒证'热证'功能活动'心电活动'自主活动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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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热理论是贯穿于中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一条重要线

索&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阳胜则热#阴胜则寒+#寒热是

病变性质的客观表现#是疾病的两种属性#寒热辨证是中医

八纲辨证中基本的两大纲& 此外#'黄帝内经)也指出$*治

寒以热#治热以寒&+ 明确提出了治疗寒热病证的总原则&

中医学还将寒热理论用于描述中药药性#作为遣方用药的理

论依据& 虽然中医防治疾病有其优势#但用哲学概念来解释

医学现象的基本特征#造成了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理论体系之

间的巨大差异#不利于中医药的现代化,国际化& 运用现代

科学技术探讨寒热科学内涵的研究#一直是中医界研究的热

点和难点& 研究表明#寒热证与植物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机体代谢等功能的变化或紊乱有密切关系&

一般认为#寒证是机体功能活动衰减所表现的证候#热证是

机体功能活动亢盛的反映& 为探讨寒,热与机体功能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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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本实验以心电活动,自主活动等为对象#观察寒热证

动物上述指标的差异#为寒热证生物标记物的确定提供初步

的依据&

%!材料和方法

%(%!动物与分组!GM大鼠 "R 只#雌雄各半#%O# Y''#C#江

西中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合格证号$GFZ[!赣"'##R \

###%& 随机分为正常组,寒证模型组,热证模型组#每组 %'

只&

%('!药品与试剂!黄连&60E4><F4B/0702,苦参&<70:G4B64A

5<-H=<1-2.-9/02,附子 &<70:).490/0I</-5<=02J5-B<5</<,肉桂

F45/-:F099<>4>0& 药材购自北京市鹤元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批号$'##R%###"#经我院中药鉴定教研室褚小兰教授鉴

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标准#分别按常规方法煎煮#

滤液浓缩成 %C生药]>=#冰箱冷藏备用%乌拉坦%盐酸 UK标

准品!G0C><公司产品#D5\'#P(R"%K标准品!G0C><公司产

品#D5\%O"('"%一氯乙酸,氢氧化钠,KM3)\'U<!分析纯#

西安化学试剂厂"%庚烷磺酸钠!色谱纯#天津化学试剂二

厂"%甲醇!色谱纯#天津化学试剂二厂"%高氯酸!分析纯#天

津东方化学厂"&

%(" !仪器! L̂*W)GNIKV$"% 自主活动仪 !N3)I_"#

)GW'$#^生物信号采集分析系统 !成都遨生电子有限公

司"#M3A'3W电子体温计!上海华辰医用仪表有限公司"#高

效液相色谱仪!四元泵,柱温箱,DSM检测器,)C0=-9/=%## 色

谱工作站",电子分析天平 )K'$#!十万分之一#瑞士#DK3Ǹ

IK&\3*IKM*F4(", Ŝ\""##!日本日立公司"等&

%($!方法!动物适应环境后#正常组每日给予等容量的

UG#常温下饲养%寒证模型组灌服黄连,苦参煎液!%$%"生药

O C]aC#立即置于 # b低温冰箱 ' 6#每日 % 次%热证模型组灌

胃给予附子,干姜煎液!%$%"生药 O C]aC#立即置于 "Ob高温

烘箱 ' 6#每日 % 次& 每周 R 天#连续造模 R 周& 每周末次造

模 % 6后#置自主活动仪观察动物的自主活动情况#电子体温

计测定动物肛温& 造模结束 % 6 后#分别测定自主活动和肛

温#而后乌拉坦腹腔麻醉#仰位固定#接肢体
!

导联连于生物

信号采集分析系统#记录 "# >09心电图#比较各组间心率,幅

值,c&G波宽,G3波及3波改变情况& 眼眶静脉取血分离血

清#dJIF法-%. 测定肾上腺素 !)75",去甲肾上腺素水平

!UK"&

%(P!统计方法!数据以均数e标准差!

$

&e+"表示#,检验比

较组间差异性#所有数据采用 GJGG %%(P 统计软件包处理&

'!结果

'(%!寒"热证模型动物心电活动的差异!与正常组相比#寒

证模型组动物心率明显减慢!Bf#(#P"#体现在每一次心动

周期中J&间期,c&G间期均有延长的趋势#说明寒证动物心

率减慢可能与其心电活动在房室间及心室内传导速度减慢

有关%&波振幅明显增大!Bf#(#P"& 与正常组相比#热证模

型组动物心率明显加快!Bf#(#P"#体现在每一次心动周期

中J&间期有明显的缩短!Bf#(#P"#说明热证动物心率加

快与其心电活动在房室间传导速度加快有关%&波振幅亦明

显增大!Bf#(#%"& 结果见表 %&

表 %!寒"热证模型大鼠心电活动的比较%&eGM#$ g%'&

! 正常组 寒证组 热证组

心率!次]分" "R#(OQ e$P(VO

'RR(P# eQQ(%#

"

"R(VP eOR($O

"

J波振幅!>S" #(%" e#(#$ #(%# e#(#" #(#Q e#(#'

&波振幅!>S" #($% e#(#Q

#(P' e#(#Q

"

#(PO e#(#O

""

3波振幅!>S" #('" e#(#' #('$ e#(#V #('" e#(#R

J&间期!>G" %Q('O e%($$ '#(## e'(O%

%P(RV e'("%

"

c&G间期!>G" $O($$ eR(%# P#(#O eR(%P $R("" eR(OP

c3间期!>G" OV(O$ eO#PQ O%(OQ e%#($# O%(RV e%%(#"

G3间期!>G" "("$ e#(P' "(PR e#(VO $(%V e#(OR

!!与正常组比较B

"

f#(#P%B

""

f#(#%& 下同&

'('!寒"热证模型动物自主活动的差异!从第 P 周开始#与

正常组相比#寒证模型组动物的水平自主活动及竖直自主活

动均明显减少!Bf#(#%"& 与正常组相比#热证模型组动物

水平自主活动明显增加!Bf#(#P"#竖直自主活动虽有增加#

但无明显差异!Bh#(#P"#结果见表 '&

表 '!寒"热证模型大鼠

自主活动的比较%&eGM#$ g%'#次]分&

组别
第 "P天

水平自主活动 竖直自主活动
!

第 $'天

水平自主活动 竖直自主活动

正常组 $PR(## e%%"(PR %"$($# e"V(Q% $'R($P e%#$(%Q %'%(PP e"Q(P%

寒证组
%PP(O# e%%O(%P

""

'R(## e%O(RQ

""

%P$(%O e%'R(#O

""

"#(## e"'($Q

""

热证组
PRR('P e%''(##

"

%P'(P# e$#(QQ

PP'(VP e%"V('V

"

%$Q(OO e$$(""

'("!寒"热证模型动物体温"体重的差异!实验中#正常组

动物的体温约为 "R e#(P b左右#寒证模型动物体温较低#

均值比正常组约低 #(P b%热证模型动物体温则明显升高!B

f#(#P"#均值比正常组约高 %(' b& 正常组大鼠体重增加

率均值约为 '"(P#i#而不论是寒证组#还是热证组动物的体

重增加率均明显减少!Bf#(#%"& 结果见表 "&

表 "!寒"热证模型大鼠

体温"体重增加率的比较%&eGM#$ g%'&

组别 体温!b" 体重增加百分率!i"

正常组 "R(## e#($R '"(P# e'(RP

寒证组 "P(P' e#(PO

O(## eP(O#

""

热证组
"V('V e#(PV

"

Q(RV eR(PV

""

'($!寒"热证模型动物血中 F)含量的差异!与正常组相

比#寒证模型组动物血中的肾上腺素!)75"与去甲肾上腺素

!UK"的含量明显降低!Bf#(#P"%而热证模型组动物血中的

肾上腺素!)75"与去甲肾上腺素!UK"的含量明显升高!Bf

#(#P"& 结果见表 $&

表 $!寒"热证模型大鼠

血清中儿茶酚胺的比较%&eGM#$ g%'&

组别 )75!

"

C]>I" UK!

"

C]>I"

正常组 %"(RP e%(P" "(QP e#(VQ

寒证组
V("% e#(Q%

"

%("' e#($P

"

热证组
%V("O e%($P

"

Q(Q% e%('%

"

"!讨论

研究表明#寒热证与机体下列系统功能的变化或紊乱有

密切关系& !%"植物神经 \内分泌系统功能$热证患者的交

感神经功能处于兴奋状态#副交感神经功能处于抑制状态#

血浆M

#

d活性及尿中F),环核苷酸,%VA羟皮质类固醇均增

高#说明交感\肾上腺髓质功能活动增强是热证的共性& 寒

(QP(

李文宏等$寒,热证与机体功能活动相关性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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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消散#毒理学实验观察

#

!李中炼%

!周明'

!刘昌英'

!戴黎光'

!刘志勇'

!!%(江西中医学院!南昌 ""###R%'(江西省劳动卫生

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南昌 ""###R"

摘要!目的!对百消散的急性毒性和亚急性毒性进行初步研究$ 方法!采用最大耐受量测定法及 "#7连续给药法分别观察其急

性毒性和亚急性毒性$ 结果!急性毒性试验表明#百消散对雌"雄性小鼠急性经口给药 IMP# 分别为 %#(O C]aC和 Q('R C]aC$

亚急性毒性试验结果显示##("P C]aC及以上剂量组动物试验一周后活动减少#体重增加缓慢#被毛蓬松无光泽'雌"雄大鼠的

体重及增重"食物利用率"脾]体重系数"肾上腺]体重系数"胸腺]体重系数"白细胞总数%jWF&"血红蛋白%dLW&"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I3&"总蛋白%3J&"白蛋白%)IW&"胆固醇%3F& 等检测参数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极显著性差异%Bf#(#%&'甘油三脂

%3L&"肌酐%F&K&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Bh#(#P&$ 病理组织学检查可见胃粘膜贲门处复层扁平细胞增生明显#表皮

角化明显$ 部分粘膜有炎症反应#表现为炎症细胞浸润#血管扩张$ 结论!亚急性毒性试验结果显示#百消散可引起动物的体

重"肝肾功能"血常规"脏器系数等检测指标的改变#且有一定剂量A反应关系#对此应作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百消散'急性毒性试验'亚急性毒性试验

中图分类号!&QQ!!文献标识码!)

I2#-1+%7%-) #+,#"%&#'-154#":(-%1'1;<(%@+%(1@4('!<J."

=>E21'A@$%('#EDFGK%'A#=>GC2('A@)%'A#L9>=%@A/('A#=>GE2%@)1'A

%C!"#$%&"'$"()*+",-./0*#D",".$#E15"$)+)F)D"4"$)#3#$45#$% ""###R%

'C!"#$%&";$+,",G,)./9#H.*I-%")$)#$D 644GJ#,".$#E2)D"4"$)#3#$45#$%

%%%%%%%%%%%%%%%%%%%%%%%%%%%%%%%%%%%%%%%%%%%%%%

""###R

证植物神经功能变化则与热证相反#呈现出副交感神经功能

占优势#交感神经功能处于抑制状态& 血,尿 .LDJ含量增

加#.LDJ].)DJ比值升高-'.

& !'"机体代谢功能$热证基础

代谢率偏高#氧消耗量增多#产热增强& 虚寒证的表现可能

与能量代谢偏低有关-".

& 基因组学实验表明#寒证家系中的

虚寒证患者与能量等代谢相关的表达基因存在差异#表明寒

证存在能量异常,代谢减慢相应的分子生物学基础-$.

& !""

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热证患者相对于寒证而言#中枢神经系

统兴奋性增强& 虚热证的形成与中枢兴奋物质,F)G 丘脑下

部促激素释放因子或其它肽类的增多而 PAd3的减少有

关-P.

& 我们实验中制备的是实寒证与实热证模型#实寒证动

物表现出心电活动较弱#自主活动减少#体温较低#体重增加

率低#儿茶酚胺含量较低%实热证动物则表现出相反的方面#

心电活动较强#自主活动增加#体温较高#儿茶酚胺含量较

高#体重增加率亦较低& 这与研究报道是一致的#热证时交

感神经兴奋可引起心率加快,血中儿茶酚胺升高#寒证则相

反%热证机体代谢功能增强#故体温升高#而寒证体温降低%

热证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增强#表现为自主活动增加#而寒

证自主活动减少& 此外#不论是实寒证还是实热证都属于疾

病状态#因此体重均有所减轻& 上述指标中哪些可作为寒,

热证的生物标记物/ 有待进一步通过数学挖掘的方法分析

多层次,多水平实验和临床的结果#来判断寒热证的可能生

物标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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