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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制备大黄水提液 

大黄由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中药房提供。将片 

状大黄晒干后研磨成粉 ，用 5倍体积蒸馏水浸泡 30 

min，煎 煮 10 min，过滤除渣 ，制 成 250 g／L的水提 

液 。4℃保存 ，用时复温 。 

1．2 模型制作及分组 

1．2．1 大 鼠模型制作 

健康 Wistar大鼠 88只 ，由泸州医学院动物实验 

中心提供 ，体质量 (220±30)g，雌雄不限。大 鼠适 

应性饲养 1周后 ，实验前 12 h禁食但可 自由饮水 。 

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 (30 nq g／kg)麻醉大 鼠，背部剃 

毛 ，测量体质量后 ，将大 鼠剃毛 区置 于 92～95℃热 

水 中 18 s，造成创 面面积为 10 em X 7 em 的Ⅲ度烫 

伤 (经病理切片证实 )。伤后立 即腹腔 注射乳酸林 

格液(50 mL／kg)复苏 ，创 面涂磺胺嘧 啶银糊 剂 ，单 

笼喂养，自由进食 。 

1．2．2 实验分组 

用简单随机法将大 鼠分为正常对照组 (8只 )， 

不致伤 ；烫伤对照组(40只)，伤后立即经 口腔插 管， 

管饲蒸馏水 每次 1 mL，每天 2次；烫 伤治疗组 (40 

只)，经 口插管 ，给予 1 mL大黄水提 液，每 天 2次。 

于伤后 6、12、24、48、72 h抽取烫伤对照组和烫伤治 

疗组大鼠腹腔静脉血 3 mL，与预冷 的 0．3 mol／L乙 

二胺四乙酸二钠和抑肽酶 1500 U在试管 中混匀 ，低 

温离心，取血浆 一20℃保存备测 。正常对照组检 测 

样本作相同处理。 

1．3 检测指标 

1．3．1 大体情况 观察2组烫伤大鼠精神、饮食 

及排便情况 。 

1．3．2 血浆 胃肠激素含量测定 采用放射免疫 

法检测大鼠血浆 胃动素(MTL)、P物质 、血管活性肽 

(VIP)和生长抑素 (ss)含量 ，试剂盒均 由北京华英 

生物技术研究所提供 。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 以 ±S表示 ，采用 SPSS 10．0统计软件包 

进行各指标间的方差分析 。 

2 结果 

2．1 大体情况 

与烫伤对照组 比较，烫伤治疗组大 鼠对外界刺 

激敏感 、比较活泼、食量增加，排便时间明显提前 ，排 

便次数增加 ，大便稍软。该组仅 1例出现稀便，无明 

显脱水征象。 

2．2 血浆 胃肠激素含量变化 

2．2．1 MTL含量变化 与正常对照组 比较 ，烫伤 

对照组大 鼠 MTL明显 下降 ，至 72 h仍未恢复正 常 

(P <0．05)；烫伤治疗组 MTL先缓慢下降后迅速上 

升，72 h达高峰，且各时相点值均高于烫伤对照组 

(P <0．O1)。见表 1。 

表 1 各组 大鼠血浆 胃动素含量的变化 (ng／L， ±s) 

组别 鼠数 致伤前 

(只 ) 

烫伤后时问(h) 

6 l2 24 48 72 

正常对照组 8 198±28 一 一 一 ～ 一 

烫伤对照组 加 一 l10±15 131±l8 154±22 165±23 170±24 

烫伤治疗组 加 一 130±18bc157±21 180±25 201±28 232±32。 

注：“一 ”表示无此项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P<0．05， P<0．Ol；与 

烫伤对照组 比较 ． P<0．Ol 

2．2．2 P物质含量变化 烫伤对照组各时相点 P 

物质含 量 均低 于 正常 对 照组 (P <0．05或 P < 

0．01)；烫伤治疗组先缓慢下 降后升高 ，72 h明显高 

于正常对照组 (P <0．05)，各时相点亦高于烫伤对 

照组 。见表 2。 

表 2 各组大 鼠血浆 P物质含量的变化(ng／L， ±s) 

组剧 致伤前 一 6 
(只) 

烫伤后时间 (h) 

l2 24 48 72 

注 ：“一”表示无 此项 ：与正常对照组 比较 ．。P <0．05， P <0．Ol；与 

烫伤对照组 比较 ， P <0．Ol 

2．2．3 VIP含量变化 烫 伤对照组大 鼠各 时相 

点 VIP含量均高于正常对 照组 (P <0．05或 P < 

0．01)；烫伤治疗组上升幅度变小 ，伤后 72 h已低于 

正常对照组 (P <0．05)，VIP含量 均低于烫伤对照 

组 ，最高值的时间为伤后 12 h。见表 3。 

表 3 各组 大鼠血浆 血管活性肽含量变化(．g／L， ±s) 

组刷 致伤前 一 6 组别 致伤前 —— 
(只) 

烫伤后时间(h) 

l2 24 48 72 

注 ：“一 ”表示无此项 ；与正常对照组 比较 ， P <0．05． P<0．Ol；与 

烫伤对照组 比较 ， P <0．Ol 

2．2．4 SS含量变 化 烫伤对照组 大 鼠 SS含量 

各 时相 点 均 高于 正常 对 照组 (P <0．05或 P < 

0．01)；烫伤治疗组先升高后下降，伤后 72 h达正常 

水平 ，且在各时相点与烫伤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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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组大 鼠血浆生长抑素含量变化 (ng／L， ±s) 

组刷 致伤前 ～ 6 组别 致伤前 —— 
(只) 

亘 
l2 24 48 72 

注：“一”表示无此项；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P<0．05， P<0．Ol；与 

烫伤对照组 比较 ， P <0．05 

3 讨 论 

正常情况下 ，胃肠通过节律性蠕动 ，消化吸收营 

养物质、将废物排 出体外。严重烫伤时的应激反应 ， 

在 胃肠道表现为黏膜屏 障减弱 、蠕动及推进功能 降 

低 ’ 。 

作为临床上最 常用 的泻剂之一 ，大黄已被证实 

对肠道传输功能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其有效成分 

是结合性蒽醌衍生物。这类衍生物经细胞和酶分解 

成甙元 ，刺激大肠增加张力和蠕动 ，减少水分吸收即 

产生泻下作用 ，作用部位仅限于大肠 ，不妨碍小肠对 

营养物质的吸收。研究证 明，大黄可使 胃肠平滑肌 

肌电活动 明显增强 ，MTL水平显著增 高，并通过 

肌球蛋白轻链激酶一蛋 白激酶 c信号途 径使大 鼠结 

肠平滑肌细胞收缩 ，发挥促胃肠运动作用 。 

MTL和 P物 质是兴奋性的 胃肠激素 。MTL属 

于兴奋胃肠运动的脑肠肽 ，具有强烈刺激上消化道 

机械活动和电活动的作用 ，可促进 胃肠道运 动，加 

速 胃排空 。在消化期间呈周期性释放，诱发 胃强 

烈收缩和小肠明显 的分节运动 ，是启动消化 间期 胃 

肠移行性复合运动的重要激素 。 。P物 质属 胃肠 

肽中的速激肽族，是存在于脑和周围神经元中的兴 

奋性神经递质⋯ ，对胃肠道 的兴奋作用表现为对 胃 

肠纵行肌和环行肌有双重的收缩效应 。本实验 中大 

鼠烫伤后 MTL和 P物质明显下降，以伤后 6 h为低 

谷 ，而后缓慢上升至伤后 72 h达峰值 ，但 仍未恢复 

正常。经大黄水提液治疗后 ，MTL和 P物质虽呈下 

降趋势 ，但较烫伤对照组 明显变缓 ，到伤后 48 h已 

恢复正常水平 ，伤后 72 h明显高 于正 常值 ，提示 中 

药大黄可以促进严重烫伤大鼠 MTL和 P物 质的分 

泌和释放 。 

ss和 VIP是抑制性 胃肠激素 。ss是能够对 胃 

肠运动产生广泛抑制效应的脑肠肽  ̈，与平滑肌 SS 

受体结合抑制 乙酰胆碱释放 ，或作为肠神经系统神 

经递质参与胃肠下行抑制性 运动反射 ，抑制平滑肌 

收缩。能够抑制 胃排 空和 胃酸 、胃泌素 、17肽 的分 

泌 ’” 。VIP是一种碱性 肠肽 ，广泛分布 于 胃肠道 

与神经 系统 ，结 肠系统含量最高。VIP作为抑制 胃 

肠运动的主要神经递质之一 ，具有松弛消化道括 约 

肌 、减慢 胃排空 、抑制 小肠运动 、参与结肠扩张和疼 

痛刺激导致的胃反射性松弛 、参与 胃的容受性舒张 

反射等  ̈。本实验结 果提示 ，大 鼠烫伤后血 浆 ss 

和VIP呈明显上升趋势，伤后 6 h达高峰，至72 h仍 

高于正常对照组 。经大黄水提液治疗后 ，ss和 VIP 

上升速度及 幅度减 小，VIP达 最高值的时间推迟至 

伤后 12 h，伤后 48 h可恢 复至正常水平。提示中药 

大黄可 以抑制严重烫伤后大 鼠 ss和 VIP的分 泌和 

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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