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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目 的 ：

本研究应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与 串 联 四极杆飞行时 间 质谱仪联用 技术 ， 建立

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
ｅ

＊法在正 、 负离子全扫描模式下采集助孕丸健脾组方 （ 由党参、 黄芪 、

白术组成 ） 的
一

级及多级质谱信息 ， 较全面地对助孕丸健脾组方提取物的化学成分进

行分析及鉴定 ， 阐 明 了健脾组方的物质基础 ， 并归属 了主要色谱峰的 中药材来源 ， 为

提高助孕丸健脾组方的质量控制标准提供化学依据 ； 建立 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 定量检测党

参炔苷含量的快速 、 高效 、 准确的液质联用方法 ， 并应用该液质联方法检测中药党参

提取液及健脾组方提取液中党参炔苷的含量 。 以党参炔苷为代表性成分研宄健脾组方

在 ＳＤ 大 鼠体内 的的药代动力学过程 ， 并与党参炔苷单体 、 中药党参中的党参炔苷的

药代动力学过程进行比较 ， 以探讨中药及组方中多种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 为中

药配伍理论提供实验依据 ， 也有助于助孕丸的药效学研究及临床应用 。 体外原代培养

人早孕蜕膜细胞 ， 应用米非司酮建立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 并考察健脾组方各组分对该

模型的作用 ， 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理 。

方法 ：

实验
一

助孕丸健脾组方物质基础分析 ： 购买健脾组方中 的道地药材党参 、 黄芪 、

白 术并进行鉴定 ， 采用 冷凝 回流提取 的方法制备助孕 丸健脾组方提取液 。 应用

ｕｐｌｃ／ｑ ｔｏｆ
－

ｍｓ
ｅ

技术 ， 通过正 、 负离子全扫描的检测模式对健脾组方中的化学成分进

行分析及鉴定 。 对于有标准品的化合物 ， 通过 Ｍａｓ ｓ ｌ ｙｎｘ４ ． １ｓｏ ｆｔｗａｒｅ 比对标准品 的

保留时间 、 精确质量数 、 同位素丰度和
一

级 、 多级质谱图的质谱裂解规律进行鉴定 ；

对于无法获取标准品 的化合物的检测 ， 结合质谱 图上给 出 的准分子离子峰 ， 应用

Ｍａｓ ｓ ｌｙｎｘ 系统软件推测其可能的化学组成 ， 将该化合物质谱裂解规律与 同类化合物的

质谱裂解规律进行 比较 ， 结合参考文献资料后进行推测 。 并归属 了主要的色谱峰的药

材来源 ， 对健脾组方进行了较全面地物质基础分析 。

实验二 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 测定健脾组方及党参提取物中党参炔苷的含量 ： 建立快

速、 高效地测定党参炔苷含量的 Ｕ 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 方法 ， 应用该方法测定党参提取液及

健脾组方提取液中党参炔苷的含量 。

实验三 基于 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 技术党参炔苷药代动力学研究 ： 以相 同 的党参炔苷

灌 胃量为标准 ， 制备党参炔苷单体灌 胃液、 党参灌 胃液及健脾组方灌 胃液 。 将 ２４ 只

ＳＰＦ 级 ＳＤ 大 鼠随机分为 以上 ３ 组 ， 每组 ８ 只 。 于灌 胃 后的 ５ｍ ｉ ｎ 、 １ ５ｍ ｉ ｎ 、 ３０ｍ ｉ ｎ 、 ４５ｍ ｉ ｎ 、

６０ｍ ｉ ｎ 、 ９ ０ｍ ｉ ｎ 、 １ ２ ０ｍ ｉ ｎ 、 ２４０ｍ ｉ ｎ 、 ４８０ｍ ｉ ｎ 、 ７２０ｍ ｉ ｎ 、 １ ４４０ｍ ｉ ｎ进行眼眶取血约０ ？５ｍＬ

置于加有 ０ ． ５％肝素的 ＥＰ 管 内 ， 常温下静置半小时 。 以 ３ ５００ｒ／ｉｎ ｉ ｎ 的转速离心 １ ５ｍ ｉ ｎ 。

离 心 后 取 上 次 层 血 浆 样 品 采 用 乙 酸 乙 酯 液 液 萃 取 的 方 法 进 行 处 理 。 应 用

ＵＰＬＣ／Ｑ ＴＯＦ
－

ＭＳ 技术检测不同时间点大鼠血浆中党参炔苷的含量并绘制药时 曲线 。 应

Ｉ



用 ＰＫ ．Ｓｏ ｌ ｕ ｔ ｉ ｏｎｓ２ ． ０ 软件计算药代动力学参数 ： 峰浓度 （Ｃｍａｘ ） 、 达峰时间 （Ｔｍａｘ ） 、

血药浓度
－

时间 曲线下面积 （ＡＵＣ ） 、 平均滞留时间 （ＭＲＴ ） 、 总体清除率 （ＣＬ） 。 比较党参

炔苷 以当党参炔苷单体形式 、 中药党参形式 、 健脾组方形式灌 胃后其药代动力学差异 。

实验四 蛻膜细胞的原代培养 ： 采用复合酶 （ ０ ． ２５％胰酶＋０ ． １％Ｉ 型胶原蛋 白酶 ）

消化的方法消化分离人早孕蜕膜组织 ， 原代培养蜕膜细胞 ， 通过差时贴壁及传代 自然

增殖法纯化蜕膜细胞 。 经倒置光学显微镜 、 电子显微镜及免疫组化的方法对所培养的

蜕膜细胞进行鉴定 。

实验五 健脾组方 中化学成分对蛻膜细胞损伤模型 的影 响 ： 应用 米非 司 酮

（ ＲＵ
－

４８６ ） 建立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 观察助孕丸健脾组方各成分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的作用 。 应用 ＭＴＳ 法比较正常组 ， 模型组、 孕酮组和不同药物组细胞的增殖活力 ， 应

用 Ａｍｉｅｘ ｉ ｎＶ Ｐ Ｉ 法流式检测各药物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早期凋亡率的影响 ， 采用

Ｗｅ ｓ ｔ ｅｒｎＢ ｌ ｏ ｔ 技术检测 各组药物对蜕膜细胞损伤模 型 凋 亡 蛋 白 Ｂｅ ｌ
－

２ 、 Ｂａｘ 、

Ｃａｓｐａｓ ｅ
－

３ 、 Ｃａｓｐａｓ ｅ
－

９ 的表达景多响 ， 初步筛选出健脾组方中 的药效成分 。

结果 ：

实验
一

： 完成了道地药材党参 、 黄芪 、 白术的鉴定 。 建立了分析助孕丸健脾组方

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 的方法。 得到 了健脾组方及部分标准品在正 、 负离子模式下的
一

级和

多级质谱图 ， 对健脾组方中的主要成分 （黄酮类、 皂苦类 、 内酯类 、 糖苷类等 ） 进行

了质谱裂解规律分析 。 较全面地分析了健脾组方的化学成分 ， 快速地表征了３ ７ 个色

谱峰 （误差范围为彡 ± ５ｐｐｍ） ， 并对这些色谱峰归属 了药材来源 。 利用 己知标准品鉴

定 了 ７ 个代表性化合物党参炔苷 、 黄芪 甲苷、 白术内酯 Ｉ 、 毛蕊异黄酮 、 毛蕊异黄酮

葡萄糖苷、 芒柄花素和芒柄花苷 。

实验二 ： 建立了测定党参及健脾组方中党参炔苷含量的 ＵＰＬＣ／Ｑ ＴＯＦ
－

ＭＳ 的方法 ，

所建立的标准曲线 ｒ ＞０ ．９９９ ， 在 ５
－

５０００ｎｇ／ｍＬ 的浓度范围 内线性关系 良好 ， 且精密度 、

回收率等均符合要求 。 应用该方法测得中药党参和健脾组方中党参炔苷的含量分别为

２３９ ．５
｛

ｘｇ／ｍＬ 、 ８７
｜

ｘｇ／ｍＬ 。

实验三 ： 血浆样品 中的党参炔苷在 ５ ５０００ｎｇ／ｍＬ 的浓度范围 内线性关系 良好 （ ｒ ＞

０ ． ９９０ ） 。 日 内和 日 间精密度分别小于 ６ ． ０ ％和 ５ ． ０％ ， 血浆样品 中党参炔苷的回收率

为 ７０％ ， 内标的 回收率为 ７０ ． ０ ％ 以上 。 最低检测 限为 ５ｎｇ／ｎｉＬ 。 应用 药动学软件

ＰＫ ．Ｓｏ ｌ ｕ ｔ ｉ ｏｎｓ２ ． ０ 计算出党参炔苷单体组、 中药党参组 、 健脾组方组中党参炔苷的药

代动力学参数分别为峰浓度Ｃｍａｘ（ ｎｇ／ｍＬ ） ：１ ３８ ．５９ ± ２８ ．６５ 、 １ ２ ７ ．６ １士１ ６ ．８８ 、 １ ７ ２ ．２６

± ９４ ．７ １
； 达峰时间Ｔｍａｘ （ ｈｒ ） ：１ ７２ ． ２６± ９４ ．７ １ 、 １ ． ５ ７ ± ０ ． ６ １ 、 １ ． ２０± ０ ． ４７

；
血药浓

度
－时间 曲线下面积ＡＵＣ（ Ａｒｅａ ｎｇ

－

ｈｒ／ｍＬ ） ：１ ７ ６ ． ６ １ ± ２０ ．５９ 、 ５５ １ ． ０７ ± ８ ３ ． ２ ６ 、 ７３ ７ ． ５７

± １ ２７ ． ９７
； 平均滞留时间ＭＲＴ （ａｒｅａ ｈｒ ） ：２ ． ２７ ± １ ． ８０ 、 ４ ． ４６ ± １ ． ８６ 、 ５ ． ３７ ± １ ． ９４

； 总

体清除率 乩 （ ［１１ １７ １１１〇 ： ６ ７９ １ ． ７９ ± １ ７８５ ． ４５ 、 ２０２３ ． ７６ ± ３ １ １ ． ４４ 、 １ ５５９ ． ７ ３ 土 ３ ３４ ． ６７ ． 比较

三者峰浓度 （Ｃｍａｘ） 结果得知党参中 的成分对党参炔苦单体的体 内 的达峰浓度无影响 ，

ｎ



而健脾组方 中 的成分可提高党参炔苷单体在体 内 的达峰浓度 ； 比较三者达峰时 间

（
Ｔｍａｘ ） 可知党参及健脾组方中的物质均可使党参炔苷单体在体 内 的达峰时间推后 ；

比

较三者血药浓度
－时 间 曲线下面积 （ＡＵＣ） 结果可知党参及健脾组方中 的物质可提高党

参炔苷单体在体内 的生物利用度 ； 比较三者平均滞留时间 （ＭＲＴ ） 结果可知党参及健脾

组方中的物质可延长党参炔苷单体在体内 的平均滞留时间 。 比较三者总体清除率 （ＣＬ）

结果可知党参及健脾组方中 的物质可降低党参炔苷单体在体 内的清除率 。 总体上讲党

参及健脾组方中 的物质有促进党参炔苷单体在体 内 的吸收 ， 增加其生物利用度的作

用 。 也为中药组方配伍提供了实验依据 。

实验四 ： 采用复合酶消化的方法成功地完成了蜕膜细胞的原代培养 ， 经倒置光学

显微镜 、 电子显微镜 、 免疫荧光法 （角蛋 白为阳性 ， 波形蛋 白为阴性 ） 综合鉴定所培

养的细胞为蜕膜细胞 ； 用差时贴壁及 自然传代增殖法纯化后检测所培养细胞的分泌功

能显示 ９９％以上的细胞都有泌乳素蛋 白 的表达 ， 表明所培养的蜕膜细胞纯度高 。

实验五 ： 通过 比较正常组与模型组细胞的增殖活力 、 早期凋亡率及凋亡蛋 白

Ｂｃ ｌ
－

２ 、 Ｂａｘ 、 Ｃａｓｐａｓ ｅ
－

３ 、 Ｃａｓｐａｓ ｅ
－

９ 的表达情况表明采用 ６０叫ｎｏ ｌ ／Ｌ 的米非司酮所造

的蜕膜细胞损伤模型是成功的 。 健脾组方、 党参炔苷 、 黄芪 甲苷 、 白术 内酯 Ｉ 、 毛蕊

异黄酮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和孕酮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增殖 ，

抑制凋亡的作用 。

结论 ：

１ ． 建立了液质联用分析健脾组方提取物药效物质基础的的方法 ， 该方法快速、 高

效 、 精确 ， 为提高助孕丸健脾组方的质量控制标准提供化学依据 。 并为黄酮类、 皂苷

类 、 内酯类 、 糖苷类等化合物的分析提供了质谱裂解规律的参考 。

２ ． 应用 ＵＰＬＣ／Ｑ ＴＯＦ
－

ＭＳ 的方法可快速 、 准确地测定中药党参及健脾组方中党参炔

苷的含量 。 该方法的方法学考察结果精密度及回收率等均符合实验要求 。 为中药党参

药材的质量控制提供了保障 。

３ ． 建立了ＵＰＬＣ／Ｑ
－

Ｔ０Ｆ
－

ＭＳ 测定大 鼠血浆中党参炔苷含量的方法 ， 采用 的液液萃取

的处理血浆样品的方法简便 ， 快速 ， 党参炔苷及 内标连翅苷的 回收率较高 。 进行方法

学考察时 ， 其专属性 ， 线性关系 、 定量限 、 基质效应和稳定性等均符合实验要求 。 该

方法可用于党参炔苷药代动力学的研宄 。 经比较单体组 、 中药党参组及健脾组方组的

药代动力学参数发现党参及健脾组方中 的物质有促进党参炔苷的吸收 ， 提高党参炔苷

的生物利用度 ， 延长党参炔苷在体 内停留时间等作用 。

４ ． 利用米非司酮 （ ＲＵ
－

４８ ６ ） 建立的蜕膜细胞损伤模型筛选出 了健脾组方中药效成

分 ， 健脾组方中的党参炔苷 、黄芪 甲苷 、 毛蕊异黄酮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等均对 ＲＵ４８６

蜕膜细胞损伤模型具有促进增殖的作用 。 健脾组方总提取物 、 孕酮亦有同样的作用 。

健脾组方及其中的化学成分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有抑制早期凋亡率及凋亡蛋 白表达

的作用 。 从而推论其作用机制是通过促进损伤细胞增殖 、 抑制其凋亡实现的 。

ｉｎ



关键词 ： 助孕丸 ； 健脾组方 ；
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
； 药效物质基础 ； 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ＩＶ



Ｓｔｕｄｙｏｎｐｈａ ｒｍａｃｏｄｙｎａｍ ｉ ｃ ｓａｎｄｐｈａ ｒｍａｃｏｋ ｉ ｎｅｔ ｉ ｃｓｏｆＪ ｉ ａｎＰ ｉ

ｄｅｃｏｃｔ ｉ ｏ ｎｆ ｒ ｏｍＺｈｕｙｕｎＰ ｉ ｌ ｌ

Ｓｐｅｃ ｉ ａ ｌ ｔ ｙ ：Ｇｙｎｅｃｏ ｌ ｏｇｙｏｆｔ ｒ ａｄ ｉ ｔ ｉ ｏｎａ ｌＣｈ ｉ ｎｅｓｅＭｅｄ ｉ ｃ ｉ ｎｅ

Ａｕｔｈｏ ｒ ：ＣｈｅｎＪ ｉ ｎｇ ｊ
ｉ ｎｇ

Ｔｕｔｏ ｒ ：Ｐ ｒ ｏｆｅｓ ｓｏ ｒＬｕｏＳｏｎｇｐ ｉ ｎｇ

Ａｂｓｔ ｒ ａｃｔ

Ｏｂ
ｊ ｅｃｔ ｉ ｖｅ

Ｔｏｃ ｌ ａｒ ｉ ｆｙｔ ｈｅｃ ｈｅｍ ｉ ｃａ ｌｃｏｍｐｏ ｓ ｉ 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ｓｏｕｒｃ ｅｏ ｆＪ ｉ ａｎＰ ｉｄｅ ｃ ｏ ｃ ｔ ｉ ｏｎｆｒｏｍ

ＺｈｕｙｕｎＰ ｉ ｌ ｌｑｕ ｉ ｃ ｋ ｌ 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 ｉ ｖｅ ｌ ｙｗ ｉ ｔ ｈｕ ｌ ｔｒａ
－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 ｉ ｑｕ ｉ 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 ｏｇｒａｐｈｙｗ ｉ ｔ ｈｑｕａｄｒｕｐｏ ｌ ｅ
－

ｔ ｉ ｍｅ
－

ｏ ｆ
－

ｆ ｌ ｉ ｇｈ ｔｍａｓ ｓｓｐｅ ｃ ｔ ｒｏｍｅ ｔｒｙ（ＵＰＬＣ／Ｑ ＴＯＦ

－

ＭＳ
ｅ

） ．Ｔｈｅｒｅ ｓｕ ｌ ｔ ｓｃｏｕ ｌ ｄｂ ｅｕ ｓ 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ｑｕａｌ ｉ ｔｙｃｏｎ ｔｒｏ ｌｏｆ
Ｊ ｉ ａｎＰ ｉｄｅｃｏｃ ｔ ｉ ｏｎ ．Ｔｏ

ｉ ｎｖｅ ｓ ｔ ｉ ｇａｔ ｅｔ ｈｅｐｈａｒｍａｃ ｏｋ ｉ ｎｅｔ ｉ ｃｓ ｔｕｄｙｏｆｌ ｏｂｅ ｔｙｏ ｌ ｉｎａｎｄｉ ｎｔ ｅｒａｃ ｔ ｉ 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Ｃｈ ｉ ｎｅ ｓ ｅｈｅｒｂａｎｄｄｅｃｏｃ ｔ ｉ 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ｖ ｉ ｄｅａｎｅ ｃ ｅ ｓ ｓａｒｙｔ ｈｅｏｒｅ ｔ ｉ ｃａ ｌｂａｓ ｉ ｓｆｏｒｃ ｌ ｉ ｎ ｉ

？

ｃａｌａｐｐ ｌ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ｂ ｅ ｔｗｅｅｎＣｈ ｉ ｎｅ ｓ ｅｈｅｒｂ ｓａｎｄｈｅ ｌｐｔｏｆｕｒ ｔ ｈｅｒｄｅｖ ｅ ｌ ｏｐｍｅｎｔＪ ｉａｎ

Ｐ ｉｄｅｃ ｏｃ ｔ ｉ ｏｎ ．Ｃｕ ｌ ｔｕｒｅｔ ｈｅｄｅｃ ｉ ｄｕａ ｌｃｅ ｌ ｌ ｓｐｒ ｉｍａｒ ｉ ｌ ｙａｎｄｏｂ ｓ ｅｒｖｅｔ ｈｅｅｆｆｅｃ ｔａｎｄ

ａｃ ｔ ｉ ｎｇ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ｓｏｆｔｈｅａｃ ｔ ｉ ｖｅｉ ｎｇｒｅｄ ｉ ｅｎ ｔ ｓｏｆＪ ｉ ａｎＰ ｉｄｅ ｃｏｃ ｔ ｉ ｏｎｏｎｄ ｅｃ ｉ ｄｕａ ｌ

ｃｅ ｌ ｌ ｓｄａｍａｇｅｍｏｄ ｅ ｌ ．

Ｍｅｔ ｈｏｄ ｓ

１ ．Ｔｈ ｅ
ｇｅｎｕ ｉ ｎｅｍｅｄ ｉ ｃ ｉ ｎａ ｌｍａｔ ｅｒ ｉ ａｌ ｓｗｅｒｅｐｕｒｃｈａｓ ｅｄａｎｄｉ ｄｅｎ ｔ ｉ ｆ ｉ ｅ ｄ ．ＴｈｅＪ ｉ ａｎ

Ｐ ｉｄｅｃｏｃ ｔ ｉ ｏｎｗａ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ｕｓ ｉ ｎｇｔｈｅｒｅ ｆ ｌ ｕ ｘ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 ｉ ｏｎ ．Ｕ ｓ ｉ ｎｇ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
Ｅ

ｔ ｅ ｃ ｈｎｏ ｌ ｏｇｙ ，
ｔｈｅｃｈｅｍ ｉ ｃａ ｌｃｏｍｐｏ ｓ ｉ ｔ ｉ ｏｎｏｆＪ ｉ ａｎＰ ｉｄｅｃｏ ｃｔ ｉ ｏｎｗｅｒｅａｎａ ｌ ｙｚ ｅ ｄｉ ｎｔ ｈｅ

ｐｏｓ ｉ ｔ ｉ ｖ 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 ｉ ｖｅｉ ｏｎ ｓｆｕ ｌ ｌｓ ｃａｎｔ ｅｓ ｔｐａｔ ｔ ｅｒｎｓ ．Ｔｏｉ ｄｅｎｔ ｉ ｆ ｉ ｃａｔ ｅｔ ｈｅ

ｃ ｈｅｍ ｉ ｃａ ｌ ｓｗ ｉ ｔ ｈ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 ｈｅｒ ｅ ｔ ｅｎｔ ｉ ｏｎｔ ｉ ｍｅ

，ａｃｃｕｒａ ｔ ｅｍａｓ ｓｎｕｍｂ ｅｒ
，ｉ ｓｏ ｔｏｐ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 ｃ ｅａｎｄｍｕ ｌ ｔ ｉ

－

ｓ ｔａｇ ｅｍａｓ ｓｓｐｅ ｃ ｔ ｒｏｇｒａｍ ，ｍａ ｓ ｓｓｐｅ ｃ ｔ ｒｏｍｅｔｒｙｉ ｄｅ ｎ ｔ ｉ ｆ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

ｃｒａｃ ｋ ｉ ｎｇｒｕ ｌ ｅ 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ｅ ｃｏ ｃ ｔ ｉ ｏｎｗａｓｃ ｏｍｐａｒｅ ｄｗ ｉ ｔｈｔ ｈｅｓ ｔ ａｎｄａｒｄ ｓｂｙ

Ｍａｓ ｓ ｌ ｙｎｘ４ ．１ｓ ｏ ｆｔｗａｒｅ ．Ｔｈｅａｎ ｔｈｅ ｒ ｓｗｅｒｅｉ ｄ ｅｎ ｔ ｉ ｆ ｉ ｃａ ｔ ｅｄｎｏ ｔｏｎ ｌ ｙ
ｕ ｓ ｉ ｎｇ

ｔｈｅｍｅ ｔ ｈｏｄ

ｍｅｎ ｔ ｉ ｏｎｅ ｄａｂｏｖｅｂｕ ｔａ ｌ ｓｏａｃ ｃ ｏｒｄ ｉ ｎｇｔ ｏ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 ｅ ｓ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 ｌ ａｓ ｓ ｉ ｆ ｉ ｅｄｔ ｈｅ

ｍａ ｉ ｎｃｈｒｏｍａｔ ｏｇｒａｐｈ ｉ ｃｐｅａｋｓｔｏｏ ．

２ ．Ｌｏｂｅ ｔ ｙｏ ｌ ｉ ｎｉ ｓｏｎｅｏ ｆａｃ ｔ ｉ ｖ ｅｉ ｎｇｒｅ ｄ ｉ ｅｎｔ ｓｆｒｏｍｔ ｈ ｅＪ ｉ ａｎＰ ｉｄｅ ｃｏｃ ｔ ｉ ｏｎ ．

Ｔｏｄｅ ｔ ｅｒｍ ｉ ｎｅｃｏｎ ｔｅｎ ｔ ｓｏ ｆＬｏｂ ｅ ｔ ｙｏ ｌ ｉ ｎｉ ｎＣｏｄｏ ｎｏｐ ｓ ｉ ｓｐ ｉ ｌ ｏｓｕ ｌ ａｅｘ ｔｒａｃ ｔ ｉ ｏｎａｎ ｄＪ ｉａｎ

Ｐ ｉｄｅ ｃｏｃ ｔ ｉ ｏｎ
，Ｔｈｅａｐｐｒ ｏｐｒ ｉ ａｔ ｅ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ｍｅ ｔｈｏｄｗａｓｅ ｓｅ ｓ ｔａｂ ｌ ｉ ｓ ｈｅｄ ．

ｖ



３ ．Ｏｎｔｈｅｂａｓ ｉ ｓｏ ｆｃｏｎ ｔ ｅ ｎ ｔｏ ｆｌ ｏｂ ｅ ｔｙｏ ｌ ｉ ｎ
，ｔｈｅｒａｔ ｓｗｅｒｅｏｒａ ｌ ｙａｄｍ ｉ ｎ ｉ ｓ ｔｒａｔ ｅｄ

ｌ ｏｂ ｅ ｔ ｙｏ ｌ ｉ ｎ 、 Ｃｏｄｏｎｏｐｓ ｉ ｓｐ ｉ ｌ ｏ ｓｕｌａｅｘ ｔｒａｃ 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Ｊ ｉ ａｎＰ ｉｄｅ ｃ ｏｃ ｔ ｉ ｏｎ ．２４ｍａ ｌ ｅＳＤ

ｒａｔ ｓ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 ｌ ｙｄ ｉ ｖ ｉ ｄｅｄｉ ｎｔｏ３ｇｒｏｕｐｓａｓｍｅｎｔ ｉ ｏｎｅｄａｂｏｖｅｗ ｉ ｔｈ８ｆｏｒ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Ｓ ｅｒｕｍｏｆｒａｔ ｓｗａｓｇｏｔａｆｔ ｅｒｏｒａ ｌ ｙａｄｍ ｉ ｎ ｉ ｓ ｔｒａｔ ｅｄｄｒｕｇｓ５ｍ ｉ ｎ 、 １ ５ｍ ｉ ｎ 、

３０ｍｉｎ 、 ４５ｍ ｉ ｎ 、 ６０ｒａｉ ｎ 、 ９０ｍ ｉ ｎ 、 １ ２０ｍｉ ｎ 、 ２４０ｍ ｉ ｎ 、 ４８０ｍ ｉ ｎ 、 ７２０ｍ ｉ ｎ 、 １ ４４０ｍ ｉ ｎ ．Ｌ ｉ ｑｕ ｉ ｄ

ｌ ｉ ｑｕ ｉ ｄｅｘ ｔｒａｃ ｔ ｉ ｏｎ （ＬＬＥ ）ｆｏｒｔｈｅｓａｍｐ ｌ ｅｐｒ ｅ ｔ 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ｕ ｓ ｅｄ ．Ｔｏｅ ｓ ｔａｂ ｌ ｉ ｓ ｈａ

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ＭＳｍｅ ｔ ｈｏｄｔ ｏｄｅ ｔ ｅｒｍ ｉ ｎｅｃｏｎｔ ｅｎｔ ｓｏｆｌ ｏｂ ｅ ｔｙｏ ｌ ｉ ｎａｔ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 ｔ

ｔ ｉｍｅ ．Ｔｈｅｎｄｒｕｇ ｔ ｉｍｅｃｕｒｖｅｗａｓｄｒａｗｎ ．Ａｓ ｅｒ ｉ ｅ ｓ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 ｏｋ ｉ ｎｅ ｔ ｉ ｃ ｓｐａｒａｍｅ ｔ ｅｒ ｓ

（ ｓｕｃｈａｓＣｍａｘ 、 Ｔｍａｘ 、 ＡＵＣ 、 ＭＲＴ 、 ＣＬ ） 
ｗｅｏｂ ｔａｉ ｎｅｄｂｙ

ｔｈｅｆｕｎｃｔ ｉ ｏｎ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ｋ ｉｎｅ ｔ ｉ ｃ 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Ｋ ．Ｓｏ ｌ ｕ ｔ ｉ ｏｎｓ２ ．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 ｈｅｍ．

４ ．Ｔｈｅｄｅｃ ｉ ｄｕａｌｔ ｉ ｓ ｓｕｅ ｓｗｅｒｅｄ ｉ ｇｅ ｓ ｔ ｅｄｂｙ
０ ．２ ５％ｔｒｙｐｓ ｉ ｎａｎｄ０ ． １％ｃｏ ｌ ｌ ａｇｅ ｎａｓｅ

Ｉ ，ｐｕｒ ｉ ｆ ｉ ｅｄｂｙ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 ａｌａｄｈｅ ｓ ｉ ｏｎｍｅ ｔｈｏｄａｎｄｐｒｏ ｌ ｉ ｆｅ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ｐａｓ ｓａｇｅｉ ｎ

ｖ ｉ ｔｒｏ ．Ｔｈｅｐｒ ｉｍａｒｙｃｕ ｌ ｔ ｕｒｅｃｅ ｌ ｌ ｓｗｅｒｅｉ ｄｅｎｔ ｉ ｆ ｉ ｃａｅｄｂｙｉ ｎｖｅｒｔ ｅｄｍ ｉ 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

ｅ ｌ ｅ ｃ ｔｒｏｎｍ ｉ ｃｒｏｓ ｃｏｐｅａｎｄｉ ｍｍｕｎｏｃｙｔ ｏ
－

ｃｈｅｍ ｉ ｓ ｔｒｙ ．

５ ．Ｅｓ ｅ ｓ ｔａｂ ｌ ｉ ｓｈｄｅ ｃ ｉ ｄｕａ ｌｃｅ ｌ ｌ ｓｄａｍａｇｅｍｏｄｅ ｌｉ ｎｄｕｃ ｅｄｂ ｙｍ ｉ ｆｅｐｒ ｉ ｓ ｔ ｏｎｅａｎｄ

ｏｂ ｓ ｅｒ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ａｃ ｔ ｉ ｎｇ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ｓｏｆｔｈｅａｃ ｔ ｉ ｖｅｉ ｎｇｒｅｄ ｉ ｅｎ ｔ ｓｏｆＪ ｉ ａｎ

Ｐ ｉｄｅ ｃｏｃ ｔ ｉ ｏｎｏｎｉ 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ｃ ｅ 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 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ｄｅ ｃ ｉ ｄｕａ ｌｃｅ ｌ ｌ ｓ

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ｃ ｉ ｄｕａ ｌｃｅ ｌ ｌ ｓｄａｍａｇｅｍｏｄｅ ｌｂｙｐｒｏ ｌ ｉ ｆｅｒａｔ ｉ ｏｎ 、 ａｐｏｐｔｏ ｓ ｉ ｓａｎｄａｐｏｐ ｔ ｏｔ ｉ ｃ

ｐｒｏ ｔ ｅ ｉ ｎ ｓ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Ｂａｘ 、 Ｂｃ ｌ
—

２ 、 Ｃａｓｐａｓ ｅ
—

３ 、 Ｃａｓｐａｓ ｅ
－

９ ．Ｗｅｃａｎｇｅ ｔａｃ ｔ ｉ ｖｅ

ｉ ｎｇｒｅｄ ｉ ｅｎ ｔ 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 ｉ ａｎＰ ｉｄｅｃｏｃ ｔ ｉ ｏｎ ．

Ｒｅｓｕ ｌ ｔ ｓ ：

ＬＴｈｅｇ ｅｎｕ ｉｎｅｍｅｄ ｉ ｃ ｉ ｎａ ｌｍａｔ ｅｒ ｉ ａ ｌ ｓｗｅｒｅｉ ｄｅｎｔ ｉ ｆ ｉ ｅｄｃｏｍｐ ｌ ｅ ｔ ｅ ｌ ｙ ．Ｅ ｓ ｔａｂ ｌ ｉ ｓｈ

ａｎｕ ｌ ｔｒａｈ ｉ 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 ｅｌ ｉ ｑｕ ｉ ｄｃｈｒｏｍａｔ 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ｕｐ ｌ ｅｄｗ ｉ ｔｈｔａｎｄｅｍ
ｑｕａｄｒｕｐｏ ｌ ｅ

ｔ ｉｒａｅ
－

ｏｆ
－

ｆ ｌ ｉ ｇｈ ｔｍａｓ ｓｓｐｅｃ ｔ ｒｏｍｅ ｔ ｅｒｄｅ ｔ ｅｃ ｔ ｉ ｏｎ（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Ｍ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 ｉ ｖｅ

ｑｕ ｉ ｃｋ ｌ ｙｃ ｌ ａｒ ｉ ｆｙｃｈｅｍ ｉ ｃａ ｌｏｆＪ ｉ ａｎＰ ｉｄｅｃｏｃ ｔ ｉ ｏｎ ．Ｂａｓ ｅｄｏｎｔｈｅＵＰＬＣ／Ｑ
－

Ｔ０Ｆ
＿

ＭＳ
Ｅ

ａｎａ ｌ ｙｓ ｉ ｓ
，３７ｐｅａｋ ｓｗｅｒｅｉ ｄｅｎｔ ｉ ｆ ｉ ｅｄｏｎｌ ｉ ｎｅ ．Ｂｙｕ ｓ ｉ ｎｇｔ ｈｅｋｎｏｗｎ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７

ｒｅｐｒｅ ｓ ｅｎｔａｔ ｉ ｖ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ｓｗｅｒｅｉ ｄｅｎｔ ｉ ｆ ｉ ｅ ｄ ．Ｔｈｅｈｅｒｂａ ｌｓｏｕｒｃ ｅ ｓｏ ｆｔ ｈｅ ｓ ｅｐｅａｋ ｓ

ｗｅｒ ｅａｓ ｓ ｉ ｇｎｅ ｄ ．Ｔｈｅｒｅ ｓｕ ｌ ｔ ｓｉ ｍｐ ｌ ｉ ｅ ｄｔ ｈａｔｆ ｌ ａｖｏｎｏ ｉ ｄ ｓ
，ｓａｐｏｎ ｉ ｎｓ

，ｌａｃ ｔ ｏｎｅ 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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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孕丸 中健脾组方提取物的 药效学 与 药代动力 学研究


引言

自然流产 （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 ｏｕ ｓ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
，
ＳＡ ） 是育龄期女性常见的妊娠疾病之

一

， 其

发生率约 占首次妊娠的 １ ５％ 。 自然流产连续发生 ３ 次或者 ３ 次以上者 ， 称为复发性流

产 ， 亦称习惯性流产 （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

，ＲＳＡ） 。 该疾病严重影响 了妇

女的身心健康及家庭关系的和谐 。 自然流产的发生主要与遗传、 解剖 、 免疫 、 内分泌

等因素有关 。 进
一

步的研宄发现 自然流产的发生与蜕膜细胞异常凋亡相关 。

［ １ ］

助孕丸是在全国著名 中医家罗元恺教授指导下拟定的协定方 。 作为医院制剂应用

于临床逾 ２０ 年 。 具有补肾安胎 ， 健脾益气的作用 。 大量的临床及实验研究证实其在

治疗 自然流产方面疗效确切 。

［２ ３
］

助孕丸 由菟丝子 、 桑寄生 、 续断 、 黄芪 、 党参 、 白术等八味中药组成 ， 包括补肾

组方和健脾组方两部分 。 补肾组方以寿胎丸为主方加减 ； 健脾组方包括黄芪 、 党参 、

白术等 。 关于助孕丸的补肾组方己有大量的药效物质基础 、 药理学 、 药效学机制方面

的研究 。 而关于健脾组方的物质基础及药效成分研究 比较少 ， 也未见有药代动力学方

面的报道 。 基于现状 ， 本文将应用超高效液相串联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分析器 ， 对助

孕丸健脾组方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 。 党参为健脾组方中的主要健脾药物 ， 以党参炔苷

为代表比较党参炔苷单体 、 中药党参及健脾组方的药代动力学特征 ， 为研究单体 、 中

药及组方的相关性 ， 中药配伍理论及健脾组方的合理应用提供依据 。 体外原代培养蜕

膜细胞 ， 建立蜕膜细胞损伤模型考察健脾组方不同化学成分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增殖

率 、 凋亡率及相关凋亡蛋 白 的表达的作用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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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１ ． １ 助孕丸治疗 自 然流产研究现状

助孕丸 （助孕 ３ 号方 ）是全国著名 中医学家罗元恺教授的经验方 。 由菟丝子 、 桑

寄生 、 续断 、 黄芪 、 党参 、 白术等八味中药组成 ， 具有健脾补肾 ， 安胎益气的功效 。

自上世纪 ９０ 年代已广泛应用于临床 ， 对胎漏 、 胎动不安及滑胎具有 良好的临床疗效 ，

尤适应于肾虚脾虚证型的患者 。 广州 中医药大学第
一

附属医院罗颂平教授临床上善用

助孕丸治疗妇科的不同病症 ， 每获 良效 。 并带领其团队对助孕丸进行 了长达二十余年

临床及实验研究 ， 大量的研宄结果表明助孕丸在临床疗效和实验研宄方面的有效性与

安全性是值得肯定的 ， 应在临床上大力推广应用 。

１ ． １ ． １ 助孕丸治疗 自然流产的临床有效性研宄及安全性评价

助孕丸治疗因免疫性因素造成的 自 然流产患者 ， 治疗后患者的妊娠成功率可达

９ ５％以上 。 进
一

步研究发现
［４ ］

助孕丸是通过促进封闭抗体的形成 ， 提高患者 ＭＬＣ 封闭效

应趋势 ， 增强患者的免疫功能 ， 而达到助孕的 目 的 。 充分显示了助孕丸在治疗免疫性

自然流产的有效性 。 赵颖
［ ５ ］

临床研究显示助孕丸通过调节 内分泌或免疫功能治疗脾肾

虚证胎漏 、 胎动不安 、 滑胎 ， 其有效率达 ９０ ． ２４％
， 与安胎中成药滋肾育胎丸治疗效果

接近 （
Ｐ＞ ０ ． ０５ ） 。

刘昱磊
［
６ ］

进行 了助孕丸治疗 自然流产的临床观察 。 临床结果显示助孕丸对 自然流

产临床治愈率为 ８０％ 。

有研究
［
７
］

证实助孕丸对于肾虚和脾肾两虚证先兆流产和反复 自然流产疗效确切 。

可改善妊娠期黄体功能 ， 通过调节细胞因子向 Ｔｈ２ 的方向进行偏移 ，
达到维持早期妊

娠的作用 。

曹蕾
［
８

］

发现助孕丸可改善复发性流产患者子宫 内膜容受性 。 对脾肾亏虚型复发性

流产患者子宫 内膜厚度有治疗作用 。 此种治疗作用是通过有效增加复发性流产患者子

宫 内膜的厚度 ， 并降低其内膜下螺旋动脉血流阻力指数来实现 。

助孕丸临床安全性评价 ， 罗颂平
［ ７ ］

教授研究比较了 因先兆流产或反复 自然流产 ，

经助孕丸等补肾安胎方药治疗后的妇女所生育的子代在体格和智力发育方面 ，
与未经

安胎治疗的孕妇所生育的 同龄孩子之间 的差异 ，
结果显示多数指标差异无显著性 ， 而

且中药组的部分指标优于对照组 ， 提示补肾安胎中药对子代是安全的 。

综上所述 ， 助孕丸在治疗 自然流产方面疗效确切且安全性高 ， 可在临床应用上积

极推广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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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１ ．２ 助孕丸治疗 自然流产的实验研宄

有关助孕丸的实验研宄涉及药效学 、 药理学机理 、 拆方及安全性等方面 。 罗颂平

教授带领其团队先后建立各种证型的动物流产模型 ， 从生殖 内分泌 、 免疫因素 、 生殖

安全性等方面 ， 探讨助孕丸的药效及可能作用机制 。

李小球
［
９

］

应用 米非司 酮 （
ＲＵ ４８ ６ ） 建立动物流产模型 ， 利用 该模型探讨助孕 丸对妊

娠大 鼠子宫蜕膜孕激素 （
Ｐ

） 及孕激素受体 （ＰＲ） 的影响 ，
通过 比较正常组 、 模型组 、 阳性

对照组和助孕丸组之间大 鼠 的流产率 ， 血清孕酮的变化及子宫 内膜孕激素受体的差

异 ， 得 出助孕丸能増加孕激素的分泌 ， 降低米非司 嗣 （
ＲＵ ４ ８ ６ ） 与孕激素受体的结合率

的结论 ， 认为助孕丸促进黄体功能可能从受体水平上发挥作用 ， 而达到保胎的效果 。

宁艳
［

１ °
］

等 以羟基脲和米非司 酮 （ ＲＵ ４８ ６
） 建立 肾虚黄体抑制 的病证结合妊娠大 鼠

流产模型 ， 并研究助孕丸对该模型 的整体调节及对胚胎的保护作用 ， 研宄表明助孕丸

能维持妊娠大 鼠孕激素分泌 ， 并增加子 宫蜕膜孕激素受体 的 阳性率 ， 提示助孕 丸在孕

激素及孕激素受体水平上具有促进黄体功能的作用 。

张铭
Ｕ ｌ

］

等 以利血平 、 米非司 酮 （
ＲＵ ４ ８ ６ ） 建立脾虚 、 黄体不健的病证结合动物流产

模型 ， 模拟人体脾虚 、 黄体不健的状态 ， 并观察助孕丸对该模型的作用 ， 同时设立 四君

子汤组等进行 比较 。 研宄表明助孕丸组可改善脾虚大 鼠体重减轻的状况 ， 且流产率低

于 四君子汤组 ； 在 Ｐ 水平 、 ＰＲ 阳性率方面均优于四君子汤组 。 认为助孕丸可改善动物

模型的脾虚证候 ， 提高其整体功能 ， 增加妊娠黄体和合体滋养细胞的分泌效应 ， 维持

靶细胞受体的含量 。 从多方面 ， 多层次发挥助孕安胎效应 。

陈伟仁
［

１ ２
］

研宄助孕丸对先兆性流产模型大 鼠子宫兴奋性影响 ， 采用 电刺激＋肌注

催产素建立 Ｓ Ｄ 大 鼠先兆流产模型 ， 观察助孕丸对先兆流产模型大 鼠孕酮 、 雌二醇 、 人

内 啡肽 （ ｐ
Ｒ Ｐ

） 、 血栓素和 ６ 酮前列腺素 Ｆ ｌ ａ（ ６ 酮 ＰＧ Ｆ ｌ ａ ） 的含量及对在体子宫

收缩力和收缩频率的影响 。 研究结果表明助孕丸低 、 中 、 高剂量组有防止先兆流产的

功效 ， 中剂量组的治疗效果优于阳性对照药 ， 其作用机理可能是通过调整模型大 鼠体

内 孕酮 、 雌二醇 、
Ｐ

ＥＰ 、 血栓素和 ６ 酮 ＰＧ Ｆ ｌ ａ 的含量 ， 降低在体子宫收缩力和收缩频

率 ， 等实现的 。

罗颂平
［
７

ｉ

利用羟基脲建立肾虚排卵抑制动物模型 ， 并运用助孕丸进行干预 ， 助孕

丸 吋调节模型动物的神经 内 分泌功能 ， 逆转模型排 卵受抑制 的状况 ； 通过调控激素

受体达到增强激素效应的作用 ， 促进卵泡发育成熟 ， 并在某些指标上表现 出量效关系 。

曹蕾
［

１
３

］

建立肾虚子宫 内膜容受性不 良大 鼠模型 ， 通过观察其子宫 内膜形态学的变

化 ， 探讨助孕丸对子宫 内膜容受性及其免疫环境方面的改善作用 ； 结果表 明助孕丸对

肾虚模型大 鼠 内 分泌 免疫功能紊乱具有调节作用 ， 该调节作用 是通过调节改善 自 然

杀伤细胞 （ＮＫ 细胞 ） 亚群含量及功能和提高 内膜 白 血病抑制 因子 （ Ｌ Ｉ Ｆ ） 表达来实现的 。

进而改善子宫 内膜容受性并提高妊娠成功率 。 之后建立肾虚子宫 内膜容受性不 良大 鼠

妊娠模型 ， 研宄 自 然流产与子宫 内 膜容受性及其免疫环境的相关性及助孕丸对复发性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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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的防治机理。 研究证明正常大鼠妊娠前后给予助孕 ３ 号方 ， 亦可通过维护 、 强化

大鼠机体 内分泌 免疫协调平衡功能 ， 达到防止流产的 目 的 。

刘明珠
［ １ ４ ］

为 了深入探讨 自然流产的免疫学发病机制和中药助孕丸安胎的机理 ，

应用 肾虚黄体抑制流产模型孕 鼠 ， 观察助孕丸对模型孕 鼠外周血 Ｔ 淋巴细胞亚群 、 蜕

膜组织 Ｆａｓ／ＦａｓＬ 表达的影响 ， 研究结果表明助孕丸可能通过调整淋巴细胞亚群比率 ，

使 ＣＤ８

＋

Ｔ 淋巴细胞和 ＣＤ４
＋

Ｔ 淋巴细胞在机体免疫应答过程中 的免疫协调作用恢复 ， 蜕

膜组织 ＦａｓＬ 表达升高 ，
Ｆａｓ 表达下降 ， 受异体抗原刺激増生的 Ｆａｓ 阳性 Ｔ 淋巴细胞及

早凋亡 ，
Ｆａｓ／ＦａｓＬ 介导的活化诱导的细胞死亡 （Ａ ＩＣＤ ） 机制恢复平衡 ， 从而起到安胎的

作用 。

周英
［

１ ５ ］

应用 肾虚
－

黄体抑制模型大 鼠发现补肾健脾中药助孕丸可通过调整模型大

鼠 Ｔｈ ｌ 型细胞因子 ，
Ｔｈ２ 型细胞因子的分泌 ， 纠正模型大 鼠外周血和母胎界面中 Ｔｈ２／

Ｔｈ ｌ 平衡偏移 ， 使母体免疫排斥作用下降 ， 母胎免疫保护作用得 以增强 。 最终可降低模

型大鼠的流产率 ， 取得防治流产效果 。 此治疗作用与 中药剂量高低呈量效关系 。 同时

研究表明助孕丸可调节流产大鼠外周血中 ＴＣＲ
ｙＳ

Ｔ 细胞水平及 ＴＣＲＹ５Ｔ 淋巴细胞／ＣＤ３Ｔ

淋巴细胞比值 。

赵红艳
［
１ ６

］

研究助孕丸对肾虚黄体抑制妊娠流产大 鼠模型外周血清转化生长因子

Ｐ
Ｉ
（
ＴＧＦ

－

ｐ
ｉ
）
的影响 ， 发现助孕丸具有上调 ＴＧＦ

－

ｐ
ｉ 的作用 ， 推测助孕丸可通过参与免疫

调节的作用 ， 达到防治流产的 目 的 。

郑文欣等
［

１ ７
］

利用超临界 Ｃ０２萃取技术改进助孕 ３ 号丸提取工艺 。 分别采用 了 四种

超临界 （：０２ 萃取工艺 ， 以药效实验和总黄酮含量为评价指标 ， 并与原制剂工艺比较 ， 比

较了五种工艺的优劣 。 助孕 ３ 号丸的最佳提取工艺条件为女贞子 、 白术 、 续断三味药

经固相萃取小柱 （ ＳＦＥ ） 萃取后 ， 药渣再水提 ， 另外黄芪等五味药材水提 。

许惠珍
［ １ ８ ］

采用正交拆方及化学特征谱追踪的方法研宄助孕 ３ 号方的物质基础 。 将

助孕丸分为补肾方及健脾方两部分 ， 比较两部分在提高流产大鼠流产率 ， 增加雌二醇 、

孕激素水平方面的贡献 ， 结果表明补肾方在提高流产率及雌二醇水平方面优于健脾

方 ， 而在增加孕激素水平方面二者贡献度相近 。 这与罗元恺教授指 出
“

胎孕的形成 ，

主要在于先天之肾气 ， 而长养胎元 ， 则在于母体后天脾 胃所生化之气血 。 因此肾虚不固 ，

脾失摄养为胎动不安之发病关键 。

”

的理论
一

致 。

岳明明等 应用妊娠大 鼠肾虚黄体抑制病证结合模型 ， 探讨助孕丸拆方中的补肾

组方及其补肾君药菟丝子对该模型的治疗作用 。 结果表明助孕丸拆方补肾组方及君药

菟丝子均具有补肾助孕的功效 ， 可改善模型孕 鼠的 肾虚症状 ， 升高孕激素及其受体的

含量 ， 降低流产率 ； 补肾组方在增强黄体功能 ， 促进胚胎发育 ， 方面作用优于补肾君药

菟丝子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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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孕丸的实验安全性评价 ， 赵颖
［
２° ］

研究发现补肾健脾中药助孕丸能可通过调节 内

分泌 、 免疫功能千预溴氰菊酯的毒性 ， 达到降低流产率 、 促进胎 鼠发育及子代生殖内

分泌功能等方面的效果 。

１ ． １ ．３ 助孕丸补肾组方研宄现状

助孕丸补肾组方以寿胎丸为基础 ， 主要有菟丝子 、 桑寄生、 续断等 。 寿胎丸
一

方始载于清代名 医张锡纯所著的 《医学衷中参西录 》
， 由菟丝子、 桑寄生 、 续断 、 阿

胶四味中药组成 。 具有补肾益精 ， 养血安胎的功效 。 临床上广泛用于胎漏 、 胎动不安 、

滑胎的防治 。 国 内外对寿胎丸进行 了大量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

１ ） 寿胎丸的临床研究

寿胎丸在临床应用广泛 ， 临床研宄表明其在调经 、 助孕 、 安胎方面均有较好的治

疗效果 。

李莹
［
２ １

］

等应用加味寿胎丸治疗青春期功能失调性子宫 出血 ， 临床效果显著 ， 总有

效率达 ９０％以上 。

黄华清
ｍ
等研宄 了寿胎丸对辅助生殖刺激周期助孕的作用 ， 将经辅助生殖技术成

功妊娠的肾虚型患者分为单纯西药组与寿胎丸联合西药治疗组 ， 通过比较两组患者妊

娠早期体内 的激素水平 、 治疗所使用 的激素药物量、 治疗费用 的高低等 ， 得出寿胎丸

联合西药组在辅助生殖刺激周期助孕的效果更佳的结论 。

周从容
［ ２３ ］

观察寿胎丸加味联合克罗米芬对于肾虚型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的患者

的临床疗效 。 将肾虚证黄体功能不全性患者分为单纯克罗米芬治疗组与寿胎丸加味联

合克罗米芬治疗组 ， 将两组治疗前后的激素水平及中医证候疗效进行比较 。 结果表明

寿胎丸加味联合克罗米芬治疗组在调节血清激素水平及改善中医症候疗效方面均优

于单纯应用克罗米芬治疗组 。 认为寿胎丸在辅助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方面具有

一

定疗效 。

高倩倩
［
２４

］

研究发现寿胎丸加味可显著增加进行主动免疫治疗的复发性流产患者

ＣＤ３

＋

，
ＣＤ８

＋

细胞亚群的含量。 可有效预防流产的发生 ， 在辅助主动免疫治疗 ＲＳＡ 方面疗

效确切 。

韩永梅
［２ ５ ］

观察寿胎丸加减治疗先兆流产的疗效 ， 将患者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 。 治

疗组予以寿胎丸加减治疗 ， 对照组予 以肌注黄体酮治疗 。 比较两种治疗方法在改善患

者临床症状 （如腹痛 ， 阴道出血 ） 的差异 ， 认为寿胎丸加减在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方面显

著优于黄体酮针剂 。

郜洁等
＾
进行 了寿胎丸治疗先兆流产的临床观察 。 将早孕期先兆流产患者分为中

药组 （寿胎丸 ） ， 中西药结合组 （寿胎丸 、 黄体酮 、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 西药组 （黄

体酮 、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进行治疗 ， 并 以正常妊娠妇女作为对照组 。 通过比较各组

间孕酮 （Ｐ） 、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Ｐ
ＨＣＧ） 水平及临床疗效 ， 认为寿胎丸对早孕先兆流

产具有显著的疗效 ， 并推测其可能通过提高胎盘 ＨＣＧ 的含量及 Ｐ 的水平 ， 达到改善黄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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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 。

２ ） 寿胎丸的实验研究

目 前对寿胎丸实验研宄涉及质量控制 ， 安全性评价 ， 药效学 ， 及安胎作用机理的

研究 。

曹越等
［
２ ７

］

应用高效液相色谱 （ ＨＰＬＣ ） 技术建立了寿胎丸复方的指纹图谱 ， 为寿胎

丸的质量控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方法 。 刘秀明等
［
２８ ］

采用单因素考察和正交试验的方法

确定了减味寿胎丸总黄酮的最优提取工艺 。 夏建秋
［２９ ］

运用光谱和色谱技术 ， 建立 了分

析寿胎丸生药材及煎煮液中微量元素及计算其溶出率的方法 ； 检测 了寿胎丸煎煮液中

游离氨基酸 ； 测定了寿胎丸煎煮液中金丝桃苷 、 槲皮素和 山奈酚三种黄酮类化合物的

含量 。 奠定了寿胎丸中物质成分与临床效果的相关性研宄基础 ， 有利于指导合理的临

床用药 。

刘丹卓等
Ｍ

观察寿胎丸低 、 中 、 高剂量组对对 ＳＤ 孕 鼠胚胎
－

胎仔发育毒性的影响 ，

将寿胎丸各组孕 鼠体内 的吸收胎 、 畸胎数量 ， 胎仔内脏、 骨骼及胎仔体质发育等状况

与阳性对照相 比较 ， 得出寿胎丸药液对于健康 ＳＤ 育龄孕 鼠的生殖功能及其胚胎发育

是安全的结论 。

在药效学研宄方面 ， 郜洁
［３ １ ］

应用 肾虚黄体抑制病证结合动物流产模型对寿胎丸

的药物组成及补肾安胎的药效进行了研究 。 研宄发现寿胎丸可显著降低模型大 鼠 的流

产率 ， 改善其肾虚状态 。 还具有拮抗米非司酮提高血清中雌激素 （ Ｅ２ ） 、 孕激素 （ Ｐ ）

的水平 、 增加孕激素受体表达的作用 。 经药效学验证寿胎丸醇提与醇提后水提的复合

成分补肾安胎效果最佳 。

唐丽丽
［ ３ ２ ］

等研究发现寿胎丸可促进同种异体卵巢移植模型大 鼠动情周期的恢复 ，

提高移植卵巢的成活率 ， 增加其重量和体积 ， 认为寿胎丸对同种异体卵巢移植模型急

性排斥反应有抑制作用 。

何冬梅等
［
３ ３

］

应用 ＣＢＡ／Ｊ Ｘ ＤＢＡ／２ 建立反复 自然流产小 鼠模型 ， 用三个剂量组的寿

胎丸对其进行千预 ， 通过检测蜕膜与胎盘组织中 Ｓ０ＣＳ １ 和 Ｓ０ＣＳ３ 蛋 白的表达 ， 认为寿

胎丸可能通过调节小 鼠母胎界面中 Ｓ０ＣＳ １ 和 Ｓ０ＣＳ３ 蛋 白 的表达 ， 进而改变 Ｔｈ ｌ 和 Ｔｈ２

细胞的 比例达到治疗反复 自然流产的 目 的 。

１ ． １ ． ４ 助孕丸中健脾组方中药的相关研宄

１ ） 黄芪化学成分及药效药理学研宄

黄苗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 》 ， 为豆科植物蒙古黄苗 Ａｓｔｒａｇａｉｗｓ／ｚ？ｅ／７７＆ｒａ ／７ａｃｅ ｔ／ｓ

（Ｆｉｓｃｈ ．） Ｂｇｅ ．ｖａｒ．ｍｏｎｇｈｏｌ ｉ ｃｕｓ （Ｂｇｅ ．）Ｈｓｉａｏ或膜英黄装Ａｓ 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的干燥根 。 味甘 ， 性微温 ， 归脾 、 肺经
［ ３４ ］

。 被列为上品 ， 是临床上常用

补气药 。 具有补气升阳 ，
益卫固表 ， 利水退肿 ， 托毒生肌的功效 。 黄芪的主要化学成

分包括皂苷类、 黄酮类 、 多糖类和氨基酸等 。

（ １ ） 皂苷类 皂苷类是黄芪 中重要的组成成分 。 现 已从黄芪和它 的 同属近缘植物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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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离 出 了 ４ ０多种皂苷 ，
主要有黄芪皂苷 Ｉ 、 ＩＩ 、 Ｉ Ｉ Ｉ 、 异黄芪苷 Ｉ 、 Ｉ Ｉ 和大豆皂苷 Ｉ

等 。 它们主要 以 ９
，１ ９ 环羊毛脂烷型的 四环三萜皂苷类为苷元 ， 统称为黄芪皂苷或黄芪

总皂苷 。 黄芪皂苷 ＩＶ是黄芪 中 的主要有效成分之
一

， 常作为黄芪药材的定性定量指标 。

近年来关于黄芪 甲苷的药效学研究较多 。 临床和实验研宄发现黄芪 甲苷不仅可 以

调节整个机体的免疫功能 ， 且对人体的多数器官组织如心 、 肺 、 脑 、 肝 、 肾等具有保

护作用
［ ３ ５

＇
３ ９

］

。 体外细胞实验发现黄芪 甲苷具有促进细胞增殖和抗凋亡作用 。 刘维统
［
４ ° ］

等研究发现 ： ５ ４ ０ｐｇ／ｍＬ 的黄芪 甲苷有促进软骨细胞的增殖 ， 提高其活力 、 增加细胞

内 蛋 白 的含量及提高细胞异染反应的作用 ， 且随浓度的增加促进作用越明显 。 王曦
［ “ ］

等研宄黄芪 甲苷对人皮肤成纤维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 结果表明黄芪 甲苷在较低浓

度 ５ ２０ｐｇ／ｍＬ 时可促进皱纹和无皱纹皮肤成纤维细胞增殖 ， 促进皱纹 、 无皱纹和老年

皮 肤成 纤维细胞 Ｉ 型胶 原 蛋 白 合成 ， 降低皱纹和 无皱纹皮肤成 纤维细胞 凋 亡率

（
Ｋ Ｏ ．０ 〇 。 得 出黄芪 甲苷在较低浓度时具有改善皱纹和非皱纹皮肤成纤维细胞生物学

特性 的作用 。 另有研究报道
Ｕ ２ ］

黄芪 甲苷能有效抑制紫外线对体外培养 的人成纤维细

胞的光损伤 ， 有缓解皮肤光老化进程的作用 ， 这
一

效应同黄芪 甲苷促进成纤维细胞增

殖和调节 ＴＧ Ｆ
（

３／Ｓｍａｄ 信号传导密切相关 。 黄海涛等
Ｕ ３

］

通过应用过氧化氢制作成骨细

胸凋亡模型 ， 观察 了黄芪 甲苷拮抗过氧化氢 引起的小 鼠成骨细胞凋亡作用 ， 结果表 明

黄芪 甲苷对小 鼠成骨细胞凋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为骨质疏松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

（ ２ ） 黄酮类 黄芪 中黄酮类有三十多种 ， 常见的有毛蕊异黄酮 、 毛蕊异黄酮葡萄

糖苷 、 芒柄花素 、 芒柄花苷 、 山奈黄素 、 异 鼠李素 、 鼠李异柠檬素 、 羟基异黄酮等 。

有文章报道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是黄芪 中含量较高的黄酮类物质 。 ２０ １ ０ 年版的 《 中 国

药典 》 也新增 了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含量测定方法将其作为黄芪药材鉴定的指标性成

分之
一 ［ ｕ １

。 近年来研宄表明黄芪 中 的黄酮类成分具有调节免疫 、 保护心脑血管 、 护肝 、

消炎 、 抗突变 、 清除 自 由基等药理作用 。 汪德清
％
等进行黄芪总黄酮生物学活性作

用 的化学成分基础研宄 ， 结果显示黄芪总黄酮 中主要含有芒柄花素及其葡萄糖苷 ， 毛

蕊异黄酮及其葡萄糖苷 、

（

３ 谷 甾醇及其葡萄糖苷 ６ 种化合物 ， 并认为它们之间 的有机

组合可能是黄芪总黄酮多种生物学活性的物质基础 。 毛蕊异黄酮是黄芪 的主要活性成

分之
一

， 同时也是
一

种典型的植物雌激素 ， 具有抗氧化应激 、 抗病毒和调节细胞凋亡

等作用
［

１ ５
］

。 匡文娟
Ｍ

等研究 了毛蕊异黄酮对人乳腺癌 Ｖ １ Ｃ Ｆ ７ 细胞的作用 ， 结果显示毛

蕊异黄酮在低浓度时能促进 ＭＣ Ｆ ７ 细胞增殖 ， 降低其凋亡 ， 其作用机制 可能与毛蕊异

黄酮 的雌激素作用有关 。 唐菁燕
［
４ ７

］

等研宄表明毛蕊异黄酮通过雌激素受体促进 内 皮细

胞增殖 。

（ ３ ） 黄芪 多糖 （ＡＰＳ ） 黄芪 中 的 多糖 以葡聚糖和杂 多糖为主 。 葡聚糖包括水溶性的

葡聚糖和非水溶性的葡聚糖 。 黄芪 中 的杂 多糖主要是水溶性的酸性杂 多糖 ，
主要 由 葡

萄糖和半乳糖等组成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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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不单 以 中药的形式参与 中药复方的组成 ， 在临床上黄芪注射液应用也 比较广

泛 ， 其具有益气养元 、 扶正祛邪 、 健脾利湿功效 ，
主要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 、 糖尿病 、

肾病 、 肝病 、 哮喘等 ， 临床治疗效果佳 。 窦辉
［
４ ８

］

采用正 、 反相硅胶柱层析从黄芪注射

液原液中分离纯化 出 １ ４ 个化合物 ，
经波谱分析鉴定 了 它们的结构 。 其中 ６ 个为异黄酮

化合物 ， 分别是芒柄花素 ，
毛蕊异黄酮 ，

６
’

０ 乙酰基芒柄花苷 ，
芒柄花苷 ，

红车轴草异黄

酮 ７ 〇
（

３

－

Ｄ 吡喃葡萄糖 ，
毛蕊异黄酮 ７ ０

ｐ
Ｄ 吡喃葡萄糖 ；

１ 个紫檀烷化合物 ， 结构

为 ９
，１ ０ 二 甲氧基紫檀烷 ３ ０

ｐ
Ｄ 吡喃葡萄糖 ；

１ 个异黄烷化合物 ， 结构为 ２
’

羟基

３

’

，

４
’

二 甲氧基异黄烷
－

７ ０
ｐ

Ｄ 吡喃葡萄糖 ； 另外 ６ 个为黄芪皂苷类化合物 ， 分别是

乙酰黄芪皂苷 Ｉ
， 黄芪皂苷 Ｉ

， 异黄芪皂苷 Ｉ
， 异黄芪皂苷 Ｉ Ｉ

， 黄芪皂苷 Ｉ Ｉ 和黄芪 甲苷 。

袁惠霞等
％
研宄表明黄芪注射液对复发性先兆流产也有 良好的治疗作用 ， 并可预防胎

儿宫 内 发育迟缓 。 冯婷
［
５ °

］

等采用体外培养滋养细胞的方法 ， 利用 ６ （＾ｍ〇 ｌ ／ Ｌ 的米非司

酮造成滋养细胞损伤模型 ， 加入体积分数为 １％ 、 ０ ． １％ 、 ０ ． ０ １ ％ 、 ０ ． ０ ０ １ ％的黄芪注射液

进行干预 ， 检测各组细胞的增殖 ， 凋亡及凋亡蛋 白 的表达情况 ， 结果表明黄芪注射液

对滋养细胞 的增殖率无显 著 改善 （
Ｐ ＞ 〇 ．０ ５ ） ， 但可显著 降低滋养细胞 的早期凋 亡率

（
Ｐ ＜ ０ ．０ ５ 或 Ｐ ＜ ０ ．０ １ ） ， 可不 同程度的抑制凋亡蛋 白 的表达 。 得出黄芪注射液对米非司

酮诱导 的滋养细胞凋亡有
一

定的抑制作用 。

２ ） 党参化学成分及药理药效学研究

党参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 ，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药典 》 ２ ０ １ ０ 版

［
３ ４

］

收载的党参来源

于結梗科植物的 ３ 个品种 ， 分别为党参 （Ｔｒａｒｔｃ／ｚ Ｊ ｉＶａｒａ？／、 素花党

＃Ｃｏｄｏｒｔｃｐｓ ｉｓｐ ｉｌｏｓｕｌａＮａｎｎｆ． ｖａｒ． ｍｏｄｅｓｔａ（Ｎａｎｎｆ）Ｌ ． Ｔ． Ｓｈｅｎ ［ 党参Ｃｏｄｏｎｏｐ ｉｓｉｓ

的干燥根 。 党参味甘 、 性平 ， 归脾 、 肺二经 ， 具有补 中益气 、 生津和 胃

之功效 。 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脾 胃虚弱 ， 中气不足 ， 脾气亏虚 ， 热病伤津等症 。 党

参中化学成分包括 留 醇类 ， 糖苷类 ， 生物碱类及含氮成分 ， 挥发油成分 ， 三萜类及其

他类成分 ， 还有多种人体必须的无机元素和氨基酸 。 现代药理研究表 明 ， 党参具有调

节血糖 ， 促进造血机能 ， 降压 ， 抗缺氧 ， 耐疲劳 ， 增强机体免疫力 ， 调节 胃 收缩及抗

溃疡等多种作用 。 党参 中的聚乙炔类化合物党参炔苷是从党参中分离 出 的
一

水溶性成

分 。 党参炔苷对乙醇所致的 胃 黏膜损伤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 与党参补益脾 胃 的传统功

效相符 ， 是党参保护 胃 黏膜的活性成分之
一 ［

５
１ １

。 可作为党参质量控制 的指标性成分 。

３ ） ［１ 术化学成分及药效药理学研 宄

白 术为菊科 （Ｃｏ— 植物 白 术 （ ｚｉ ／ｒａｃ ／ｙ／ｏｆｉｆｅｓＭａｃｒｏｃｅｐ ／ｍ ／ａ 心此． ） 的干燥根

莶
％

。 其性温 ， 味甘 、 苦 ， 具有健脾益气 ， 燥湿利水 ， 止汗 ， 安胎之功效 。 常用于脾

虚食少 ， 腹胀泄泻 ， 痰饮眩悸 ， 水肿 ， 自 汗 ， 胎动不安等症
［
３ ３

］

。 白 术化学成分复杂 ，

主要为多糖 、 挥发油和 内酯类成分 。 白 术根茎 中挥发油主要成分为苍术酮 、 苍术醇等 ，

内 酯类主要为 白术 内酯 Ｉ 、 白术 内 酯 Ｉ Ｉ 、 白 术 内酯 ＩＩＩ 、 白术内酯 ＩＶ 、 双 白术 内 酯 、 ８ ，

９ 环氧 白 术 内酯等 。 这些化学成分具有抗肿瘤 、 抗老年痴呆症 、 提高机体免疫力等药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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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作用 。

据 《祌农本草经 》 记载 白术具有安胎功效 。 朱丹溪在 《丹溪心法 ？ 金匮当 归散论 》

中称
“

白术乃安胎圣药
”

， 对后世影响 巨大 。 白术对于 以脾虚为主症的流产 ， 具有补

益脾气和安胎之功效 。 补肾固冲丸 、 泰山磐石散 、 白术散和举元煎等治疗流产 的方剂

中均应用 白术 。 先宁霞
［ ５ ４

］

运用 自 拟安胎汤 以 白术为君药治疗 习惯性流产 ， 其有效率达

９ ５％以上 。 林振
［
５ ５

］

收集 了２ ０００ 年 １ 月 至 ２ ００９ 年 １ ２ 月 发表在医学期刊有关先兆流产的

中 医临床研究文献 ， 对其中医辨证 、 治法 、 用药进行分析归纳 ， 得出高频用药性味归

经分类表 ， 在 出现频率最高的 １ ２ 味主要药物中 白术位列第 ５ 位 。 张小花等
［
５ ６

１

应用米

非司 酮建立妊娠 Ｗ ｉ ｓ ｔ ａ ｒ 大鼠先兆流产模型 ， 观察 白 术散高 、 中 、 低组对模型大 鼠血

清孕酮 、
Ｐ

ＨＣＧ 的影响 。 结果表 明 ， 大 鼠血清孕酮 、
ｐ

－

ＨＣＧ 水平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均

有升 高 ，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〇 ．０ ５ 或 Ｐ 〈 ０ ．０ １

） 。 得 出 白术散能提高米非司 酮造模的

先兆流产 Ｗ ｉ ｓ ｔａ ｒ

■

大鼠 的血清孕酮 、
ｐ

ＨＣＧ 水平 ， 可维持妊娠继续 ， 有保胎的作用 。

１ ． ２ 液质联用技术在中药研究 中的应用

中 药及复方是中华 民族的宝贵财富 ， 在维护大众健康的领域 内 发挥着极为重要的

作用 。 但由于 中药特别是复方化学成分复杂 ， 药效成分难 以 明确 ， 严重地阻碍 了 中药现

代化的进程 。 因此 ， 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揭示中药及复方化学物质基础是实现中药

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 并能促进中药学科的发展 ， 推动 中药产业的现代化 。 液质联用技术

（ ＬＣ ＭＳ ） 将高效液相 的 （ Ｈ ＰＬＣ ） 的高分离效能与质谱 （ ＭＳ ） 的强大结构测定功能组

合起来 ， 为 中药化学成分的快速分析提供 了
一

个重要的新技术
［
５ ７

］ ［
５８

］

。 该技术具有灵敏

度高 ， 分离能力强 、 专属性好的特点 。 在分析中药化学成分 、 建立中药指纹图谱 、 研

究中药的药代动力学 、 筛选 中药中 的活性成分及研宄 中药血清药物化学方面做出 了 巨

火的贡献 。

１ ．２ ．１ 液质联用技术在中药化学成分分析方面的应用

中 药药物成分复杂 多样 ， 分离提纯难度大 ， 液质 联用技术对样 品不需要进行繁琐

和复杂的预处理 ， 因此在 中药成分分析研宄 中得到广泛应用 。 除 了对 已知成分的定性

定量分析外 ， 还可对未知成分依据质谱检测器给 出 的丰富 的结构信息 ， 结合 同类 己知

结构化合物的裂解规律 ， 或结合其他检测方法 ， 对未知成分进行直接分析 。 明继阳等
［
５ ９

）

应用 ＨＰＬＣ Ｍ Ｓ

＂

方法分析知 母中 的 甾体 皂苷类成分 ， 根据 负 离子模式下 的准离子峰和正

离子模式下 的二 、 三级质谱裂解规律 ， 结合参考文献并与相应对照品进行 比对 ，
鉴走 出

七个 留体皂苷 ， 从而建立 了
一

种适用 于紫外吸收弱 的 中 药复杂成分的定性方法 ， 为知

母 甾体皂苷类化学成分的体外 、 体 内 的定量分析提供 了 可靠依据 。 蒋叶娟等
ｗ
利用超

高效液相色谱与 串 联四极杆飞行时 间质谱仪联用技术 （
Ｕ Ｐ ＩＸ／Ｑ Ｔ０Ｆ ＭＳ

） 分析女 贞 子

化学成分 ， 采集正 、 负离子模式下数据 ， 元素组成分析并结合对照 品及相关文献数据

对照 ， 共鉴定 出 １ ４ 个化合物 ， 为阐 明女贞子药效成分奠定基础 。 孙慧等
［

｜？

采用反相

高效液相色谱 二极管阵列检测 （ Ｒ Ｐ Ｈ ＰＬＣ ＤＡＤ
） 和高分辨 电喷雾飞行时 间 质联用 技术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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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 Ｉ ＴＯＦ
－

ＭＳ ） ， 对生大黄及制大黄中 的主要成分进行定性定量研宄 ，
比较二者的不同 ，

来考察炮制过程对大黄有效组分的影响 ， 研宄结果表明 ， 大黄中主要含有多酚类 、 蒽醌

衍生物类等成分 ； 生大黄与制大黄各组分含量变化各不相同 。 孙健
［６ ２ ］

等应用 ＨＰＬＣ
－

ＭＳ
ｎ

对柴胡 ６０％乙醇提取液中 的柴胡皂苷类成分进行分析 ， 利用总离子流图和多级质谱图

共鉴定出 ２３ 个柴胡皂苷类化合物 ， 为柴胡皂苷类成分的结构分析提供了快速 、 准确

的评价方法 。 陈晓鹏等
［６３ ］

采用 多维液质联用 系统 （ ＨＰＬＣ
－

Ｔ０Ｆ／ＭＳ 及 ＨＰＬＣ
－

ＤＡＤ
－

ＥＳ Ｉ
－

ＭＳ
－

ＭＳ ） 对养血清脑颗粒中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 。 结合个色谱峰的保留时间 ， 化合物

的精确分子量及相关质谱信息 ， 共鉴定 出蒽醌类 、 生物碱类 、 酚酸类 、 苯酞类和单萜

苷类化合物共 ４ １ 种 。

李文兰
［６４ ］

等采用液质联用技术研宄了八珍汤的化学成分并与四物汤 、 四君子汤的

色谱图进行比较 ， 明确 了八珍汤补益气血的物质基础 ， 为八珍汤的质量评价提供 了新

的依据 。 失笑散为妇产科常用方剂 ， 具有活血化瘀散结止痛的功效 。 Ｚｈｏｕ ＼＾ １

［
６ ５ ］

等应

用液质联用技术及 Ｍａｒｋｅｒ ｌ ｙｎｘ 分析软件 ， 比较了失笑散醋制与水提两种提取工艺对

复方中药效成分的影响 。 结果表明与水提物比较 ， 醋提物中黄酮类成分的溶解度会增

加 ， 而黄酮类物质对助于镇痛活性成分的药效的发挥 。 同时说明 了液质联用技术和

Ｍａｒｋｅｒ ｌ ｙｎｘ 分析软件将为中药研究提供
一

种快速有效的分析手段 。

Ｗａｎｇ ＤＤ 等
［ ６６ ］

以牛黄上清片为例证明 了ＨＰＬＣ／Ｑ
－

Ｔ０Ｆ
－

ＭＳ 的特征性数据收集及最优

化分析功能 ， 令其在中药复方复杂性成分分析及质量控制方面的具有的优势 。

１ ． ２ ．２ 液质联用技术在中药指纹图谱建立中的应用

中药指纹图谱是指某种或某产地的 中药材或中成药经适当处理后 ， 采用
一

定的分

析手段 ， 得到的能够标示该中药材或中成药物特性的共有峰的 图谱
［ ６７ ］

。 中药指纹图谱

技术能较全面地反映中药中所含成分的整体特点 ， 在确保样品的质量与
一

致性方面具

有显著的优势 。 为中药的质量控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

王薇丹等
［
６８ ］

对东北地区 １ ０个不同产地的五味子药材进行指纹图谱分析 ， 建立了该

药材的指纹图谱 ， 得到 １ ７ 个共有峰 ， 并对其中 １ ５ 个共有峰进行了指认 ， 约
一

半为木

脂素色谱峰 。 丰富了五味子的指纹图谱内容 ， 为五味子药材的质量控制标准提供 了依

据 。

ＬｕｏＪ ｉ Ｕｎ ＬＵｎｇ

［
６９ ］

应用液质联用技术建立 了检测 中药黄芩指纹图谱的方法 。 对图

谱中主要色谱峰进行 了鉴定 ， 共鉴定出 １ ６ 个化合物 。 并成功运用该方法鉴定 了三个

复方中 的黄芩药材 。

蔡华 ， 叶方
？

等应用 ＵＰ ＩＸ－

ＭＳ 技术对鄂西北地区十批次的竹叶柴胡进行指纹图谱

研究 。 研究表明十批竹叶柴胡药材共有 ８ 个分离度 良好的色谱峰 ， 结合相关质谱信息

及参考文献 ， 成功分离并鉴定 了其中的 ６ 个化合物 。 为鄂西北地区竹叶柴胡的质量评

价提供了快速 、 简便的方法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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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菁 ， 谢媛媛等
？
应用 ＨＰＬＣ 、 ＴＯＦ ＭＳ 、 Ｉ ｏ ｎ ｔ ｒａｐ／ＭＳ

＂

技术建立骨通贴膏 的指纹

图谱并进行多成分结构鉴定 。 该研宄检测鉴定 了 图谱中 １ ９ 个峰 （ ２ １ 个化合物的特征

成分 ） ， 归属 了各个化合物的药材来源 。 从大体上阐 明 了骨通贴膏 的化学组成 ， 为该

药膏的全面质量控制提供 了科学的依据 。

乔怀耀 ， 罗荣等
［
７ ２

］

应用 高效液相色谱 电喷雾离子阱质谱技术建立 了 舒肝解郁胶

囊的指纹图谱分析方法 。 鉴定 了２ ２ 个共有峰的化学成分 。 成功运用该方法对 ３ ４ 批舒

肝解郁胶囊进行 了检测及相似度评价 ， 结果表明 ３４ 批样品 的相似度均达到 ９ ６％以上 ，

并确立 了１ ２ 个特征吸收峰 。 在
一

定程度上反映 了疏肝解郁胶囊制作工艺的稳定性 。

所建立的指纹图谱为其质量控制奠定 了基础 。

安福丽
？

等采用液质联用技术 （ ＬＣ ＭＳ ／ＭＳ ） 对不 同产地中药葫芦 巴 中化学成分进

行定性分析 ， 质谱采用 ＥＳ Ｉ 离子源 ，
正离子与负离子模式下采集数据 ，

通过分析 Ｑ Ｔ０Ｆ

ＭＳ 正 、 负离子质谱信息共检测到 ２ ３ 个色谱峰 ， 并结合对照品与相关文献数据其中鉴定

出 Ｉ Ｉ 个化合物结构 ，
主要结构类型为黄酮类 、 皂苷类 、 生物碱类化合物 。

１ ．２ ．３ 液质联用技术在中药药代动力学中 的应用

中药药代动力学 （ Ｐ ｈ ａｒｍａｃ ｏ ｋ ｉ ｎ ｅ ｔ ｉ ｅ ｓ ， ＰＫ ） 是应用动力学原理 ， 研究中药活性成

分 、 有效部位 、 单味药和复方的体 内吸收 （ Ａｂ ｏ ｓ ｏｒｐ ｔ ｏ ｎ ） 、 分布 （ Ｄ ｉ ｓ ｔ ｒ ｉ ｂ ｕ ｔ ｉ ｏｎ ） 、

代谢 （ Ｍｅ ｔａｂ ｏ ｌ ｉ ｓ ｍ ） 、 排泄 （ Ｅｘ ｃｒ ｅ ｔ ｉ ｏ ｎ ） 和毒性 （ ＡＤＭ Ｅ ／ Ｔｏ ｘ ） 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其

体 内量 效 、 时 效关系 ， 并用数学 函数加 以定量描述的
一

门新兴学科 。 它对阐 明 中药

药效物质基础 、 揭示中药科学 内涵 ， 对 中药新药创制 、 剂型改进以及方剂组分配伍机

制的研宄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现 已成为 当今中 药现代化研宄链上
一

个不可分

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从而成为我国药代动力学研究的热点
［ ７ ４ ］

。 血药浓度法
［
７ ５ ］

是药代动

力学研宄的经典方法 ， 是计算药代动 力学最常用最准确 的测定方法 ， 所 以血药浓度准

确的测定是 中药药代动力学研宄至关重要的环节 。 ＬＣ ＭＳ 在中药药代学研宄方面的应

用是很广泛的 。

吴晓霞等
［
７ ６ ］

从黄连解毒汤生物碱类入手 ， 联用 （ ＬＣ ＭＳ ／ＭＳ ） 技术建立 了 测 定药根

碱 、 巴马汀 、 小果碱血药浓度的方法 ， 并成功应用 于黄连解毒汤正常大 鼠体 内这 ３ 个

成分的药动学研宄 ， 为中药复方药动学研宄提供 了 可 以借鉴的分析方法 。 丁建刚
？

等

以地西泮为 内 标 ， 采用 Ｈ Ｐ ＬＣ ＭＳ ／Ｍ Ｓ 技术 ， 建立 了 比格犬 血浆中丹参酮 丨 １ Ａ 的测定方法 ，

而且本法的最低定量浓度为 ｌ ｎｇ／ｍ ｌ
，
己完全能够满足实验要求 ，

且样 品处理和测定过

程简便 ， 适合 比格犬体 内 药代动力 学研宄 。 Ｌ Ｉ

？

等建 立 了
一

个快速 ， 特异 和 敏感 的

Ｕ ＰＬＣ ＭＳ ／ＭＳ 术分析大 鼠 口服袖皮苷和袖皮素 （骨碎补提取物 ） 后 的药代动力学参数 ， 结

果显示 ，
该方法符合 ＦＤＡ 指导下的生物药品 的分析标准 ， 袖皮苷及其活性代谢产物袖皮

素的药代动力学研 究可 以为骨碎补 的临床应用提供
一

个合理 的参考 。 陈宁
［
７ ９

］

等建立

Ｓ ＰＲ ＨＰＬＣ ＭＳ 测定大 鼠血浆中黄芪 甲苷含量 的方法 ， 并研宄 了黄芪 甲 苷在大 鼠体 内 的

药代动力学和组织分布 。 Ｙ ｕ ｊ ｕ ａｎＬ ｉ

［
ｘ°

］

应用 ＬＣ ＭＳ ／ＭＳ 定量分析大 鼠血浆 中 白术 内酯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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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的含量并对其药物代谢动力学进行 了研究 。 Ｘ ｉ ａｏ ｈ ｕａＬ ｉ ｕ
［
ｓ ｌ ］

等应用 Ｕ ＰＬＣ ＭＳ 同时检

测大 鼠 口服黄芪提取夜后血浆中毛蕊异黄酮葡糖糖苷 、 芒柄花苷 、 毛蕊异黄酮 、 芒柄

花素 、 黄苗 甲苷 、 黄苗阜苷 １ １ ６ 种成分 ， 对每种成分进行药代动力学研究 。 １＾ 丨 １＾ １＾ ｛＾ 〇 １ １

等
［
８ ２

］

应用 ＵＰＬＣ ＭＳ ／ＭＳ 技术研究 了 以三黄泻心汤为基础的 ７ 种 中成药制剂中 ６ 种活性

成分的含量 。 并 比较 了大 鼠灌 胃 中药单体大黄酸 ， 中药大黄 ， 中药复方三黄泻心汤后 ，

大黄酸单体的药物代谢动力学过程 。 研宄表明 中药复方及单味 中药 中 的大黄酸的吸收

率高于大黄酸单体的吸收率 ， 从而得 出在大黄酸的吸收率方面三黄泻心汤复方优于单

味中药大黄及单体大黄酸的结论 。 中药杂质 多 ， 被测物浓度或活性极低 ， 可供分析的样

品量少 ， 尤其是在连续测定过程 中
， 很难再度获得完全相 同 的样 品 ，

此外工作量很大 ，

因为 中 药 中含有多种化学成分 ， 而且每种化学成分含量低 ， 需要大量的数据处理和分

析
， 这些都给分析带来 了

一

定 的 困难 ，
也严重限制 了 其发展 ， 液质联用 色谱分离效能

高 、 灵敏度高 、 选择性高 ， 排除 了这些因素的干扰 ， 推动 了 中药药代学的发展 。

葛根芩连汤是用于治疗 胃肠道疾病传统复方 。 Ｚｈａｎ ｇＹ
Ｍ

等采用液质联用技术建立

了
一

种 同时检测葛根素和大豆黄素有效的方法 。 并应用该方法比较 了 葛根芩连汤及葛

根提取液 中葛根素和大豆黄素的药代动力学差异 。 结果表 明与葛根汤相 比 ， 葛根芩连

汤中 的葛根素和大豆黄素的吸收效率更高 ， 且消除速率下降 。 为揭示葛根芩连汤的配

伍规律提供 了科学依据 。

１ ．２ ．４ 液质联用技术在中药活性成分的筛选中的应用

中药化学成分复杂 ， 从其中筛选 出活性成分是
一

项 巨大的任务 。 液质联用技术具

有灵敏度高 ， 分离度好 ， 分析功能强大的优点 。 结合酶 、 受体和功能蛋 白特异性结合

的靶点模型体系 ， 为筛选中药活性成分提供 了 强大的技术支持 。

何忠梅 ， 王晓慧等
Ｍ
应用靶向亲和与液质联用技术快速筛选人参茎叶总皂苷中 ａ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 ， 从中筛选并鉴定 出 １ ２ 种可能具有 ａ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活性的化

合物 ， 并对其中 ５ 个化合物进行 了 活性验证 ， 研宄结果表明人参皂苷 Ｒｂ
３ 活性与人参

总皂苷的活性相接近 ， 被认为是人参总皂苷中剂活性最强的 的化合物 。 建立 了适用于

复杂体系 中 ａ 葡萄糖苷酶抑制高通量筛选的方法 。

Ｘ ｕ ｅＹ ｉ ｎｇ

［
Ｋ

］

等采用 高效液相 、 液质联用技术 以肝细胞膜为载体对虎杖中具有生物

活性的化合物进行 了 筛选 。 比较 了 样品与肝细胞细胞膜反应前与反应后色谱 图之间 的

差异 ， 从 中筛选 出虎杖中 具有渗透性的化合物 ， 并对它们进行 了鉴定 。 研宄发现 了 白

藜芦醇苷等 ８ 种化合物与肝细胞膜结合特异性 ， 为揭示虎杖的抗动脉硬化作用 的机制

建立 了
？

个有用 的方法 。

１ ．２ ．５ 液质联用技术在中药血清药物化学的应用

中药血清药物化学是 以传统药物化学方法为基础 ， 综合应用 多种现代技术 ， 分析

鉴定 口服 中药后血淸中移行成分 ， 研究其药效相关性 ， 确定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的应用

学科 。 运用血清药物化学的方法研宄 中药复方 ， 有助于揭示其作用机制 。

［
Ｓ ６ Ｓ ７

］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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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ａｎｇＹＸ 等
［８８ ］

应用液质联用技术检测大鼠灌 胃杜仲 、 川续断中药单煎剂及单煎混

合液后 ， 血浆中杜仲苷、 栀子苷、 栀子酸 、 松脂醇二葡萄糖苷、 开联番木鳖苷、 马钱

子苷的含量及药代动力学差异 。 结果表明杜仲苷和栀子苷的达峰时间显著增加 ， 同时

达峰浓度显著降低 。 表明这两种药物同用时会影响药物有效成分及其药代动力学的改

变 。

芍药甘草汤是中医临床常用方剂 ， 具有缓急止痛的功效 。 Ｓ ｈｅｎＬ
［
８９ ］

等应用液质联

用技术研究芍药甘草汤的配伍及增效规律 。 比较大鼠 口服芍药甘草汤单煎后混合剂与

二者合煎剂血浆成分的差异 。 发现二者共有 １ ５ 个化合物 。 合煎剂促进了其中 １ ２ 个化

合物的吸收 。 该研究为中药复方中各药物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探讨提供了参考思路 。

孙健等
＾
等应用高效液相技术比较了苦参 、 空 白血清及含药血清的指纹图谱 ， 并

应用液质联用技术确定苦参给药后吸收入血的活性成分 。 结果表明从苦参药材中共检

测到 １ ２ 种生物碱成分 ， 其中 ７ 种 以药物以原型形式吸收入血 。 并认为这七种药物成

分是苦参药效物质基础 。

刘学伟等
［
９ １ ］

应用 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 分析开心散 ６０％乙醇提取物各成分药物来源及大

鼠灌 胃提取物后入血成分分析 。 通过比较复方与单味药的正 、 负总离子流图 ， 对主要

色谱峰进行了药材来源归属 。 并分析了该复方的入血成分 ， 认为血浆中的移行成分是

复方治疗老年性痴呆的直接的药效物质基础 。 有助于进
一

步研究该复方的作用机制 。

１ ． ３ 自然流产与细胞凋亡

自然流产 （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 ） 在临床上比较常见 ， 其发生率 占全部妊娠的

１ ０％
－

１ ５％ ， 其中 ８０％以上发生在妊娠早期 。 自然流产连续发生 ３ 次或 ３ 次以上称为习惯

性流产 （Ｈａｂ ｉ ｔ ｕａ ｌ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 ） 。 有学者将连续两次流产者称复发性 自然流产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ｐｏｎ ｔ 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 。 自 然流产的常见病因有胚胎因素和母体因素 。 胚胎因素主

要是胚胎染色体的异常 ， 常见为染色体结构和数 目 的异常 。 影响 自然流产的母体因素

较多 ， 常见的有感染因素 、 内分泌因素 、 免疫因素 、 子宫结构异常等 。

［９２ ］

国外 己有学

者研究发现绒毛和蜕膜组织 的异常凋亡是 自 然流产发生的机制之
一

。 有研宄报道
［
９ ３ ］ ［９４ ］

， 在胚泡植入 、 胎盘发育的早期 ， 通过影响正常的凋亡程序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

对妊娠的成败造成影响 。

细胞凋亡是细胞的程序性死亡 ， 是
一

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 为胚胎发生 、 特殊情况

下除去受损细胞、 不同病理状态下对抗异常细胞增殖所必须的
［
９５Ｈ％ ］

。 妊娠过程中也涉

及到细胞凋亡 ，
正常的细胞凋亡是妊娠继续维持的关键 。 早孕期来源于子宫 内膜的蜕

膜细胞的退化就是 以凋亡形式发生的 ， 但蜕膜细胞的凋亡有
一

定的时空限制 。 蜕膜细

胞的凋亡会随着妊娠的继续而明显减少 ， 并开始组织重建 ， 当蜕膜组织的重建和滋

养层细胞的侵入达到相对稳定状态 ， 妊娠可 以继续维持 。 若这
一

稳态被打破 （如感染 、

病理状态的 ＴＮＦ
＿

ａ增多等 ） ， 都可能会发生凋亡细胞增加 ， 导致胚胎停止发育 ， 妊娠终

止而流产 。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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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３ ． １ 自然流产相关凋亡蛋 白

细胞凋亡的相关的蛋 白较多 ， 有 Ｂ ｃ ｌ ２ 家族蛋 白 、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家族蛋 白 ， Ｐ ５ ３ 蛋 白 、

ｓ ｕ ｒ ｖ ｉ ｖ ｉ ｎ 等 。 目 前广泛应用于细胞凋亡的调控基因 以 Ｂ ｃ ｌ ２ 家族为主 。 Ｂ ｃ ｌ ２ 家族包

括 Ｂ ｅ ｌ ２ 、 Ｂａｘ 、 Ｂａｋ 、 Ｂｅ ｌ ｘ ｌ ４ 个家族分子 。 其中 Ｂ ｃ ｌ ２ 为凋亡抑制基因 ， 具有抑制细

胞凋亡的作用 ；

Ｂａｘ 蛋 白具有促进细胞凋亡的作用 。 二者功能相关 ， 常常通过形成二

聚体来调控细胞的凋亡状况 。 如果 Ｂ ｃ ｌ ２ 蛋 白过量表达则会形成较多 的 Ｂ ｃ ｌ ２ ／Ｂａｘ 异

源二聚体 ， 则细胞存活 ； 而当 Ｂａｘ 蛋 白表达过量时就形成较多 的 Ｂａｘ 同源二聚体 ，
这会

导致细胞 内 线粒体的通透性增强 ，
进而导致细胞凋亡的发生

［
９ ７

］

。 大多学者研究认为细

胞接受刺激信号后存活与否取决于 Ｂｃ ｌ ２ ／Ｂａｘ 的 比值的高低
［ ９

＾ ＣａＳｐａ Ｓ ｅ 家族即半胱

氨酸天冬氨酸特异性蛋 白酶 （Ｃ ｙ ｓ ｔ ｅ ｉ ｎ ｙ ｌａ ｓ ｐａｒ ｔａ ｔ ｅｓ ｐｅ ｃ ｉ ｆ ｉ ｃｐｒ ｏ ｔ ｅ ｉ ｎａ ｓ ｅ ，Ｃａｓｐａ ｓ ｅ ）

家族 ， 该家族在诱导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 中起着重要作用 ， 多条凋亡通路可汇聚于此 ，

最终细胞凋亡的过程 。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家族成员 主要 由调亡启动因子 （ ａｐｏｐ ｔ ｏ ｔ ｉ ｃｉ ｎ ｉ ｔ ｉ ａ ｔ ｏｒ ｓ ）

凋亡执行因子 （ ａｐ ｏ ｐ ｔ ｏ ｔ ｉ ｃｅ ｘ ｅ ｃ ｕ ｔ ｉ ｏ ｎ ｅ ｒ ｓ ） 和 炎症介导 因子 （
ｉ ｎ ｆ ｌ ａｍｍａ ｔ ｏ ｒ ｙｍｅ ｄ ｉ ａ ｔ ｏ ｒ ｓ ）

三类组成 。 在细胞凋亡的程序中三者分工 明确 ， 又相互作用 。 各级之间存在级联放大

效应 。 其中凋亡启动因子与凋亡执行因子分别位于级联反应的上下游 。 常见的凋亡启

动 因子有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

８ 、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９ 等 ， 其具有 自我活化 、 识别并激活下游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的

功效 。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８ 的激活效应 比较广 ， 几乎能激活所有的下游 Ｃａ ｓ ｐａｓ ｅ 而诱发细胞调

亡
［
９９ ］ ［＿

。 凋亡执行因子有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３ 、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７ 等 ， 它们通过作用于特异性底物而

使细胞凋亡 。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３ 是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家族中 的最具代表性的凋亡执行者之
一

， 它的活

化标志着细胞调亡进入不可逆阶段
［

１ ° １
］

。 炎症介导因子有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１ 、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４ 等 ，

可介 导 炎症反应并辅助死亡受体所介 导 的细胞凋 亡途径 。 李拴 明 等
［

１ ° ２
］

研 宄发现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３ 可表达于妊娠小 鼠母胎界面蜕膜细胞的胞浆中 ，
且与正常妊娠组比较实验

对照组的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３ 蛋 白 的阳性表达率显著增高 。 由此认为蜕膜细胞中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

３ 的

表达会起到促进蜕膜细胞凋亡的作用 ， 进而导致 自 然流产的发生 。 治疗上可应用腹腔

注射大 鼠抗小 鼠 ⑶ ８ ６ 单克隆抗体 ， 抑制 Ｃａ ｓ ｐａｓ ｅ ３ 蛋 白 的表达使其恢复至正常水平 ，

从而降低 自 然流产模型 的胚胎吸收率 。 Ｃｈ ｏ ｉ 等
［

１ ° ３ ］

研究发现习惯性流产妇女绒毛组织

中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３ 、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６ 、 Ｃａｓ ｐａ ｓ ｅ ｌ ２的表达均增高 。

上个世纪 ９ ０ 年代末 ， Ｌ ｅａ 等
￣ ＇ ４ ］

比较 了 凋 亡抑制基因 Ｂ ｅ ｌ ２ ， 在正常妊娠组 、 自 然

流产组 、 习惯性流产组蜕膜组织中 的表达情况 。 研宄发现正常妊娠组蜕膜组织中 Ｂ ｅ １  ２

基因 的表达明显于高于 自 然流产组和 习惯性流产组 。 由此认为蜕膜组织异常凋亡可能

参与 了 自 然流产 的过程 。 丁峰等
＿ ］

比较 了 孕 ５ ０ 日 的 自 然流产患者与 同期正常妊娠患

者蜕膜组织的凋亡情况 。 研宄发现 ０ 然流产患者的蜕膜组织大量凋亡 ， 与正常妊娠患

者 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 。 抑制凋亡 的蛋 白表达显著下降 ， 促进凋亡的蛋 白表达显著上

升 ，
同时两者之间 的 比例降低 。 得 出早孕期蜕膜组织异常凋亡可能是 自 然流产的机制

之
一

的结论 。 郭玉萍等
＂ °６

］

从细胞增殖与细胞凋亡的角度探讨 了Ｑ 然流产的发生机制 。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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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临床上要求主动终止妊娠的患者与 自 然流产患者的绒毛与蜕膜组织进行研宄 ， 发现

自 然流产患者的蜕膜组织中 Ｂ ｃ ｌ

－

２／Ｂａｘ 表达率的 比值低于正常妊娠患者 ， 在形态学上

与细胞凋亡的发生相
一

致 。 由此表明蜕膜细胞的增殖和凋亡在妊娠过程中可能起着重

要作用 ， 蜕膜组织形态学退变是 由大量的细胞凋亡 引 起 的 ， 进而阻碍 了妊娠的顺利进

程 。 张列转等
［ １ ＂ ；

］

比较 了 自 然流产小 鼠与正常妊娠小 鼠早孕期蜕膜细胞中 Ｂａｘ
，
Ｂ ｃ ｌ ２

的表达 ， 结果发现正常妊娠小 鼠蜕膜组织中 的抑制凋亡蛋 白 Ｂｃ ｌ ２ 蛋 白 的表达明显高

于 自 然流产组 ， 而促凋亡蛋 白 Ｂａｘ 的表达明显低于 自然流产小 鼠 。 认为早孕期蜕膜组

织细 胞过度凋 亡 是 自 然 流产 的机 制 之
一

； 早 孕 期 蜕膜细 胞 的 凋 亡可 能 是 通 过

Ｂ ｃ ］ ２ ／Ｂａ ）（ 途径实现的 。 彭梅等
［

１ ° ８
］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发现复发性流产患者的 Ｆａ ｓ

表达显著高于正常妊娠组 ， 而 Ｂ ｃ ｌ ２ 的表达显著低于正常妊娠组 ， 认为子宫蜕膜细胞

中 Ｆａ ｓ 与 Ｂｃ ｌ ２ 的表达失衡可能是导致复发性流产的原 因之
一

。 Ｃ ｏｂ ｅ ｌ ｉ ｉ ｓＬ
［ Ｗ９

ｉ

等研究

发现早孕期 自 然流产患者的 Ｂａｘ 蛋 白 的表达量与 同期正常孕妇相 比显著増加 。

１ ． ３ ．２ 蜕膜细胞损伤 、 凋亡模型的建立

前期研宄发现 自 然流产的发生与蜕膜细胞的损伤凋亡密切相关 。 现有大量学者采

用 体外培养蜕膜细胞的方法 ， 利用细菌脂多糖 （ Ｌ ＰＳ ） ， 肿瘤坏死 因子 ａ（
ＴＮ Ｆ ａ ） ， 米非

４ 酮 （
丨川 ４ ８ ６

） 等建立蜕膜细胞损伤凋亡模型 ， 并 以此为载体进行相关的药效学研宄 。

Ｅ ｊ ｉ ｍａ 等
［

１ １ °
］

发现向妊娠大 鼠腹膜 内注射脂多糖 （ ＬＰＳ ） 可诱导流产的发生 ， 且蜕膜

与滋养细胞 中都出现 了细胞凋亡 ， 凋亡细胞的数量与时间存在
一

定的相关性 。 李云霞
１ １

１ １
１

等应用细菌脂多糖建立小 鼠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 并利用该模型观察黄芩苷与槲皮素

的 中剂量组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的作用 。 通过观察不 同浓度的 ＬＰＳ 对蜕膜细胞形态学

上损伤差异 ， 认为 １ ００ ｎ ｇ／ｍＬ Ｌ ＰＳ 可作为损伤模型浓度 。 黄芩苷和槲皮素的 中浓度组可

通过降低损伤蜕膜细胞 ＴＮ Ｆ ａ 的表达 ， 达到保护损伤蜕膜细胞的作用 。

秦明春等
［ １ １ ２ ］

用不 同浓度的肿瘤坏死因子 ａ （
Ｔ Ｎ Ｆ ａ ） 作用 于人蜕膜细胞 ， 通过 比较

蜕膜细胞不 同浓度 ＴＮ Ｆ
－

ａ 下的增值活力及凋亡率 ， 将 ｌ 〇 Ｕ ｇ／Ｌ 的 ＴＮ Ｆ
－

ａ 作为建立蜕膜

细胞凋亡模型的最优浓度 ， 并观察黄芩苷对凋亡模型的作用 。 研究结果表明应用 ＴＮＦ ａ

建立可用于蜕膜细胞凋亡模型的方法是可行的 。 黄芩苷可抑制 ＴＮ Ｆ ａ 诱导的蜕膜细胞

凋亡 。

米非司 酮 （ （ Ｍ ｉ 「 ｅ Ｐｒ ｉ ｓ ｔ ｏ ｎ
，
Ｒ Ｕ ４ ８ ６ ） 是

一

种受体水平 绍 休类拮抗药 。 临床上常用

［避孕 、 抗早孕 ， 中期妊娠 引 产 ， 促宫颈成熟 ， 莒外孕和妇科肿瘤的治疗 。 米非 司 酮

对滋养细胞 ， 蜕膜细胞的增殖都具有抑制作用 。

［
ｍｍ

ｉ

米非 司 酮的终止流产是通过多环

节共 同发挥作用 ， 其作用机理也有多种解释 。 但国 内 外学者普遍认为 ， 米非 司 酮可直

接作用于蜕膜组织 中 ， 与其中 的孕激素受体结合 ， 使孕激素的生理效应无法发挥 ， 导

致蜕膜组织变性坏死 。 绒毛组织继发受损与子宫壁相分离 ， 撮终导致流产 的发生 。 Ｄａ ｉ

等
［ １ １ ５

１

予大 鼠妊娠第 ９ 日 灌 肖 ＲＵＭ ８ ６ ， 发现 ９％蜕膜细胞在用药 ２ ４ ｈ 后发生凋亡 。 Ｇ ｈ ｏ ｓ ｈ
１ １ １

６
１

等 以蜕膜细胞模型为载体 ， 研宄 了Ｒ Ｕ ４８ ６ 对恒河猴子宫蜕膜细胞的影响 ， 发现 Ｒ Ｕ ４ ８６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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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腺上皮细胞凋亡更加 明 显 ， 但血管 内 皮细胞超微结构无任何改变 。 刘颖等
［

１ １ ７
］

采用流

式细胞技术对药流 （ 米非司 酮 ＋米索前列醇 ） 患者和人流术 （ 负压吸 引 术 ） 患者的绒

毛和蜕膜组织 ， 进行 了凋亡水平及细胞周期的分析 。 分析结果显示药流组绒毛组织和

蜕膜组织的凋亡水平均显著高于手术组 。 且药流组的绒毛滋养层细胞增生指数显著下

降 。 由此认为 ＲＵ ４８ ６ 可能通过千扰滋养层细胞正常细胞周期 ， 导致其增生与凋亡失

衡 ， 促进绒毛和蜕膜细胞凋亡而终止早孕 。 施晓华
［

１ １ ８
］

等研究米非司 酮对早孕绒毛 、 蜕

膜细胞增殖 、 凋亡的作用机制 。 认为米非司 酮可促进早孕绒毛合体滋养细胞 、 蜕膜间

质及腺上皮细胞的凋亡 ， 并发现该作用主要通过 Ｆａ ｓ ／Ｆａ ｓ Ｌ 途径所介导 ， 也与 Ｂａｘ 表

达增加相关 ， 认为这可能是 Ｒ Ｕ ４ ８ ６ 终止早孕机制之
一

。 对米非司酮药物流产 引 起的细

胞凋亡调控进
一

步研究发现 ， ＲＵ ４ ８ ６ 组蜕膜及绒毛的凋亡细胞数显著高于人流组 ， 而

抑凋亡蛋 白 Ｂｃ ｌ ２ 与促凋亡蛋 白 Ｂａｘ 的 比值显著低于人流组 。 可能是米非司 酮诱导蜕

膜与绒毛组织 Ｂ ｃ ｌ ２ ／ Ｂａ ）（ 基因蛋 白 比率下降 ， 引 起细胞凋亡 。

［
１ １ ９ ］

上述研究表 明 自 然流产与蜕膜细胞的异常凋亡有关 ， 米非司酮能促进蜕膜细胞凋

亡 ， 因此本研究拟用米非司 酮对体外人早孕蛻膜细胞进行干预 ， 建立体外蜕膜细胞凋

亡模型 ， 为研究 自 然流产凋亡机理和健脾组方中药的药效药理学提供了载体 。

综上所述 ， 大量的临床及实验研宄表 明助孕丸在治疗 自然流产方面的有效性及安

全性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 助孕丸是中 医大家罗元恺教授在补肾健脾 固冲任的安胎治则

下 ， 结合丰富的 临床经验拟 出 的协定方 。 可分为补肾方与健脾方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

补肾组方主要 以寿胎丸为主方进行加减 ， 前期导师的研究团队 以补肾组方为研究对

象 ， 以细胞损伤模型和肾虚 ／脾虚 黄体抑制模型为载体 ， 进行 了有关补 肾组方的 中药

指纹图谱 、 药效学 、 药理学及药代动力学等
一

系列详尽 的研宄 。 从而阐 明 了补肾组方

的化学物质基础 ， 安胎机理及体 内过程 。 然而 目 前对健脾组方的研宄较少 。 为 了 更全

面 、 深入地探宄助孕丸补 肾健脾安胎的机理 ， 对健脾组方的研究势在必行 。 基于此 ，

本研宄在
“

肾主藏精 ， 为水火之宅 ， 乃人体生长 、 发育 、 生殖之本 ； 脾主运化 ， 为后天之

本 ， 气血生化之源 。 胎元之长养 ， 须 由先天之肾气与后天之脾气相互协调 ， 才无殒堕之

虞 。

”

的 中医理论基础上 ， 开展 了关于健脾组方系列研究 。 健脾组方 由党参 、 黄芪 、

白术三味中药组成 ， 此三者均是临床常用 的健脾益气的 中药 。 国 内 外有大量学者对这

三味中药进行 中药指纹图谱等物质基础的研究 ， 但 目 前 尚未有关于三者提取物的物质

基础报道 。 因此 ， 本研究的第
一

部分将成用 液质联用技术对健脾组方的物质基础进行

研宄 。 党参 、 黄芪 、 白术三味中药 以党参健脾功效最佳 ，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药典 》 ２ ０ １ ０

年版将党参炔苷作为党参 的质控性指标 。 以复方中 的代表性成分进行药代动力学研宄

是研宄复方药代动力学的
－

种方法 。 本研究的第三部分将 以党参炔苷为代表研究健脾

组方的药代动力学研宄 ， 同时 比较 了 党参炔苷 以单体形式 ， 中药党参的形式及健脾组

方形式灌 肖 后 的药代动力学差异 。 所 以 ， 本研宄的第二部分测定 了 中药党参及健脾组

方中 的党参块苷的含量 ， 为进行第三部分的研究打下基础 。 在对健脾组方的物质基础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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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体 内代谢过程有
一

定 了认识基础上 ， 对其进行药效学的研宄就提上 日程了 。 药效学

的研究常 以细胞或动物为载体。 考虑到进行动物研究所需实验周期长 ， 资本代价高 ，

故本研究暂选细胞为载体进行药效学试验 ， 待筛选出可能的有效安胎成分后 ， 进
一

步

进行动物实验研究 。 故本研究的第四部分进行 了蜕膜细胞的原代培养及鉴定 ； 为第五

部分建立蜕膜细胞损伤模型及验证健脾组方各成分的药效奠定基础 。 总体来讲 ， 本研

宄在分析了助孕丸中健脾组方的物质基础后 ， 又进行了相关的药代动力学及药效学的

研究 。 为更全面地探讨助孕丸的安胎机理 ， 推广其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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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实验研究

２ ． １ 立论依据

助孕丸是在中医大家罗元恺教授指导下拟定的经验方 ， 临床上应用于脾肾虚证先

兆流产和复发性流产 ， 为补肾与健脾并重的安胎中药复方 。 作为临床验证有确切疗效

的中药复方 ， 我们有必要对助孕丸进行深入的研宄 。 助孕丸可分为补肾组方和健脾组

方两部分 。 补肾组方以寿胎丸为基础 ， 前期导师的研究团队己对其进行 了 中药指纹图

谱 、 药效学 、 药理学机制 、 药动学等
一

系列研宄 ， 为阐明补肾组方的安胎作用提供了

理论依据 。 作为助孕丸的另
一

重要组成部分健脾组方的安胎理论也亟需进行阐释 。 以

此为出发点 ， 本研宄拟利用液质联用技术首次对助孕丸中健脾组方的药效物质基础进

行研宄 ； 为提高复方质控标准提供化学依据 。 并将复方中主要化学成分进行药材归属 ；

以党参炔苷为代表成分 ， 进行药代动力学研究 ， 探究单体 ， 中药及组方之间的关系 ，

为中药配伍理论及助孕丸的进
一

步开发和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 以蜕膜细胞损伤模

型为载体考察复方及其中 的组分对模型的影响及可能的作用机理 。

２ ．２ 实验内容及技术路线

本论文的研究 内容主要包括 以下五个部分 ： 第
一

部分 ， 应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与 串

联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仪联用技术 （ｕｐｌｃ／ｑ ｔｏｆ
－

ｍｓ
ｅ

）研究健脾组方物质基础 ， 归属主

要色谱峰药材来源 。 根据各色谱峰的保留时间 、 精确分子量、 分子碎片峰 、 对照品信

息和相关文献 ， 对主要色谱峰的化学结构进行了推断和鉴定 ， 将组方的总离子流图与

单味 中 药的总离子流 图进行 比对将各色谱峰药材来源进行归属 。 第二部分 ， 建立

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 方法测定党参炔苷含量的方法 ， 并应用该方法测定 中药党参及健脾组

方中的党参炔的含量 。 第三部分 ， 以相等的党参炔苷含量为标准 ， 将健脾组方提取液 ，

党参提取液 ， 党参炔苷混悬液灌 胃于 ＳＤ 大 鼠 ， 在预定的时间点采血 。 应用 已建立的

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 法检测灌 胃 后大 鼠血浆 中党参炔苷的含量 ， 得到药时 曲线 ， 通过

ＰＫ ．Ｓｏ ｌｕｔ ｉ ｏｎ２ ．０ 软件计算药动学参数 。 比较党参炔苷 以单体形式、 中药党参及组方三

种形式给药后的药动学差异 。 第四部分 ， 原代培养人早孕蜕膜细胞 ， 进行鉴定及传代

培养 。 第五部分 ， 建立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 应用 ＭＴＳ
， 流式细胞技术 ， Ｗｅ ｓ ｔ ｅｒｎＢ ｌ ｏ ｔ 技

术考察组方及其中的单体成分对模型的增殖及凋亡的作用并进行机理的探讨 。 技术路

线 图如下 ：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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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道地药材

道地药材鉴定

健脾组方提取液黄芪提取液党参提取液白术提取液



！

— 丨－

１

ＵＰＬＣ－ＭＳＥ 健脾组方、 党参 、 黄芪 、 白术化学成分分析

图 １ 实验一 助孕丸健脾组方物质基础分析

中药党参提取液健脾组方提取液

＜

＜


建立 ＵＰＬＣ－ＭＳ 方法

检测 中药党参及健脾组方提取液中党参炔苷的含量

图 ２ 实验二 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 测定健脾组方及党参提取物中党参炔苷的含量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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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Ｆ 级大 鼠 ２４

健脾组方组 ８ 只中药党参组 ８ 只党参炔苷组 ８ 只

给药后５ｍ ｉｎ 、 １ ５ｍ ｉｎ 、 ３０ｍ ｉ ｎ 、 ４５ｍ ｉ ｎ 、 ６０ｍ ｉ ｎ 、 ９０ｍ ｉ ｎ 、 １ ２０ｍ ｉ ｎ 、 ２４０ｍ ｉ ｎ 、

４８０ｍ ｉ ｎ 、 ７ ２０ｍ ｉ ｎ 、 １ ４４０ｍ ｉ ｎ眼眶取血

应用 ＨＰＬＣ
－

ＭＳ 测定大鼠血装中有效成分的含量＜
＿ 方法学考察结果

收集数据 ， 计算药动学参数并分析

进行结果分析 、 讨论

图 ３ 实验三 基于 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 技术党参炔苷药代动力学研究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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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早孕蜕膜组织的收集

复合酶法分离人早孕蜕膜细胞

蜕膜细胞的纯化

光镜与 电镜下蜕膜细胞的观察免疫组化鉴定细胞蜕膜细胞分泌 ＰＲＬ 功能检测

图 ４ 实验四 蜕膜细胞的原代培养

鉴定培养成功后将生长至 ３
－６代蜕膜细胞进行分组

正常组模型组孕酮组５ 个单体组健脾组方组

ＭＴＳ法检测细ＡｎｎｅｘｉｎＶ／Ｐ ＩＷｅｓｔｅｒｎＢ ｌｏｔ

胞增殖活力法 测 定 细 胞检 测 凋 亡 蛋

凋亡白 的表达

图 ５ 实验五 健脾组方中化学成分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的影响

２ ．３ 助孕丸健脾组方物质基础分析

助孕丸健脾组方由党参 、 黄芪 、 白术三味中药组成 ， 具有健脾益气的功效 。 己有

文献记载党参 ， 黄芪 ， 白术单味中药物质基础与活性成分 。 但三者组成复方的物质基

础 目前未见报道 。 而这就是本节的 内容研究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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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３ ． １ 实验 目 的

应用 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
ｅ

技术分析助孕丸健脾组方物质基础 ， 将组方中 的主要化学成

分进行药材归属 。

２ ． ３ ．２ 实验材料与方法

２ ． ３ ． ２ ． １ 实验仪器 ：

中药粉碎机 ： 型号 １ ０３
， 瑞安市永历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

智能超声波清洗器 ： 型号 ＤＬ
－

３６０Ｂ
，
上海之信仪器有限公司 ；

电热恒温水浴锅 ： ＨＷＳ２４ 型 ， 上海
一

恒科技有限公司 ；

十分之
一

电子天平 ： ＪＪ２０００ 型 ， 常熟市双杰测试仪器厂 ；

万分之
一

电子天平 ： ＢＳＡ １ ２４Ｓ
， 赛多利斯科学仪器 （北京 ） 有限公司 ；

实验室专用超纯水机 ： Ａｒ ｉ ｕｍ６ １ １ 型 ， 德国 Ｓａｒ ｔ ｏｒ ｉ ｕｓ 公司

高速冷冻离心机 ： ３
－

３０Ｋ
， 德国 Ｓ ｉ ｇｍａ 公司

旋转蒸发仪系统 ： Ｒ
－

２ １ ５
， 瑞士ＢＵＣＨ Ｉ 公司

质谱仪 ： ＸｅｖｏＧ２
－

ＳＱ
－

Ｔ０Ｆ
， 美国 Ｗａｔ ｅｒｓ 公司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 美国 Ｗａｔ ｅｒｓ 公司

２ ．３ ．２ ．２ 实验试药与试剂

试药 ： 党参 、 黄芪 、 白术均购 自广东天诚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 由该公司提供各个

药材的检验报告书 。

表 １ 药材来源表
￣

药材批号来源产地

２０ １４０ ７ １ ４广东天诚

黄芪 ２０ １４０ ７ １４广东天诚甘肃

白术


２０ １ ４０ ７ １４


广东天诚


安徽



表 ２ 对照品来源表




对照品


Ｗ


？


党参炔苷 ２０ １４０ ３ ２０ｍｇ上海盛 中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黄芪 甲苷 ２ ０ １ ３ １ ４ ２０ｍｇ中 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毛蕊异黄酮 ２０ １ ４０４ ２０ｍｇ南京泽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２０ １ ３ ０４ ２０ｍｇ中 国食品药品检定研宄院

芒柄花苷 ２ ０ １ ４０９ ２０ｍｇ南京泽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芒柄花素 ２０ １ ４０９ ２０ｍｇ南京泽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白术 内 酯 Ｉ ２０ １ ３０６ ２０ｍｇ上海盛中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试剂 ： 甲醇 、 甲酸均为色谱纯 （德国默克 ）
；

９ ５％乙醇分析纯 （ 富宇试剂 ） 水为超纯水 。

２ ．３ ．２ ．３ 实验方法与步骤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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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２ ．３ ． １ 液质条件

超高效液相色谱条件

色谱柱 ： Ｗａｔ ｅｒ ｓＢＥＨＣ １ ８柱 （ ２ ． １Ｘ ５０ｍｍ
，

１ ． ７ｎｍ ）
；

流动相 Ａ ： 甲醇 ， Ｂ ： 水 （含有 ０ ． １％甲酸 ）
；

梯 度 洗 脱 程 序 ： 〇
－

ｌ 〇ｍ ｉ ｎ
，３０％ ６０％Ａ ； １ ０

－

２ ５ｍ ｉ ｎ
，

６０％
－

８０％ ； １ ０
－

２ ５ｍ ｉ ｎ
，

８０％
－

９０％
，
２５

－

３５ｍ ｉ ｎ
，８０％

－

９０％
；３５

－

４０ｍ ｉ ｎ
，９０％

－

９０％
；

样品间平衡 ： ５ｍ ｉ ｎ
；

柱温 ： ４０

°

Ｃ
；

分析时间 ： ４０ 分钟 ；

流速 ： ０ ．２ｍｌ ／ｍ ｉ ｎ
；

进样体积 ： ５
ｐ
ｌ 。

质谱条件

离子源 ： ＥＳ Ｉ
；

毛细管电压 ．

？２ ． ５ＫＶ
；

离子源温度 ： ｌ 〇〇

°

Ｃ
；

雾化温度 ： ｌ 〇〇

°

Ｃ
；

锥孔气速 ： ５０Ｌ／ｈ ；

雾化气速 ： ８００Ｌ／ｈ ；

检测模式 ： 正 、 负离子全扫描 ；

扫描质量范围 ： ５０
－

１ ２００Ｄａ

数据采集所用软件 ： Ｍａｓ ｓ ｌ ｙｎｘ４ ．１ 软件

２ ．３ ．２ ．３ ．２ 样品制备方法

２ ．３ ．２ ．３ ．２ ．１ 健脾组方及组方中单味药材提取液的制各

１ ． 健脾组方提取液的制备

取千燥药材党参 、 黄芪 、 白术适量 ， 分别用 中药粉碎机粉碎成 ２０
－

３０ 目粗粉 。 用

十分之
一

电子天平分别精密称取党参 ｌ 〇〇ｇ ， 黄芪 ｌ 〇〇ｇ ， 白术 １ ００ｇ 。 以 １ ：１ ０ 的料液比

加入 ３０００ｍＬ 的 ５０％乙醇冷凝回流提取 ２ 次 ， 每次 ２ 个小时 。 经真空过滤器过滤后收

集滤液 ， 利用旋转蒸发仪 （浓缩温度 ６０

°

Ｃ ， 浓缩转速 ７ ５ｒｐｍ ） 进行浓缩 。 浓缩后定容

至 ２００ｍＬ 。 精密吸取提取液 １ ００吣 至 ５０ｍＬ 容量瓶中 ， 用 ５０％甲醇水超声溶解 ， 冷却后

定容至刻度 。 精密吸取适量至进 口ＥＰ 管中 ， 以 １ ２ ０００ ｒ７ｍ ｉ ｎ 的转速离心 ２０ｍ ｉ ｎ 后 ， 取

上清适量作为供试品溶液至上样瓶 。

２ ． 健脾组方中单味药材提取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单味中药 １ ００ｇ 加入 ３０００ｍＬ 的 ５０％乙醇冷凝回流提取 ２ 次 ， 每次 ２ 个小

时 。 经真空过滤器过滤后收集滤液 ， 利用旋转蒸发仪 （浓缩温度 ６０

°

Ｃ ， 浓缩转速 ７ ５ｒｐｍ ）

进行浓缩 。 浓缩后定容至 ２００ｍＬ 。 精密吸取提取液 Ｉ ＯＯ
ｊ
ｘＬ 至 ５０ｍＬ 容量瓶中 ， 用 ５０％甲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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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水超声溶解 ， 冷却后定容至刻度 。 精密吸取适量至进 口ＥＰ 管 中 ， 以 １ ２ ０ ００ｒ ／ｍ ｉ ｎ 的

转速离心 ２ ０ｍ ｉ ｎ ， 取上清适量作为供试品溶液移至上样瓶 。

２ ．３ ．２ ．３ ．２ ．２ 对照品溶液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黄芪 甲苷 、 党参炔苷 、 白术 内酯 Ｉ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 、 毛蕊异

黄酮 、 芒柄花素 、 芒柄花苷对照 品适量至 ｌ ＯＯｍＬ 容量瓶 内 ，
加入 甲 醇超声进行溶解 。

冷却后定容至刻度配成质量浓度分别为 ２ ７ 、 ２ ５ 、 ２９ 、 ３ ０ 、 ２ ７ 、 １ ５ 、 Ｓ ｌ
ｊ
ｉｇ／ｍＬ 的混合标

准品溶液 。

２ ．３ ．３ 结果

健脾组方 由 ３ 味中药组成 ， 化学成分复杂 ， 为 了对组方进行较全面地分析 ， 本实

验采用 正 、 负离子两种全扫描模式对组方提取液 、 单味中药提取液及混合标准品溶液

进行检测 。 健脾组方在正 、 负离子模式下 的总离子流图见 （ 图 ６ 、 ７ ） 从健脾组方色谱

图 中快速鉴定 了３ ７ 个色谱峰 。 组方中 的主要成分包括黄酮类 、 皂苷类 、 内酯类 、 糖

苷类等 。 本研宄较全面地阐 明 了助孕丸健脾组方的化学成分 ， 为健脾组方的药效物质

基础研宂和质量控制奠定 了基础 。 在正离子扫描模式下 ， 复方中 的大部分化合物可产

生 ［
Ｍ＋Ｈ ］

＋

峰 ， 由于流动相 中存在 Ｎａ

＋

， 故正离子模式下还可产生 ［Ｍ＋ Ｎａ ］

＋

峰 ； 而在负

离子扫描模式下 ， 大部分化合物可产生 ［ Ｍ ＨＰ峰 ， 由于流动相 中存在 ＨＣ０ ＣＴ ， 故负离

子模式下还可产生 ［ Ｍ＋Ｃ００Ｈｒ峰 ； 为 了更好地分析健脾组方中化学成分的质谱裂解规

律 ， 依据健脾组方中涉及到的 ３ 味中药化学成分相关参考文献报道 ， 首先对健脾组方

中可能含有的化合物的对照品 （包括黄酮类 、 皂苷类 、 内酯类 、 糖苷类等 ） 进行 了 质

谱裂解规律分析 。 对于有标准品 的化合物的检测 ， 通过 Ｍａ ｓ ｓ ｌ ｙ ｎｘ４ ． １ｓ ｏ ｆ ｔｗａｒ ｅ 对 比

标准品 的保留时间 、 精确质量数 、 同位素丰度和
一

级 、 多级质谱图质谱裂解规律进行

鉴定 ； 对于无法获得标准品 的化合物的检测 ， 对质谱图上给 出 的准分子离子峰 ， 使用

Ｍａ ｓ ｓ ｌ ｙ ｎ ｘ 系统软件推测其可能的化学组成 ， 通过分析化合物质谱裂解规律 、 对比同类

化合物的质谱裂解规律 ， 并参考相关文献
［

１ ３＂ １ ２ ７
］

进行推测 。 采用 以上方法共鉴定 出健脾

组方中 ３ ７ 个化合物 ， 误差范围为＜± ５ｐｐｍ 。 在 同样的液相质谱条件下得到党参 、 黄

芪 、 白术提取液的总离子流图 ， 按照 同样的推断方法对单味中药中 的主要化合物进行

了推断 。 并将健脾组方的总离子流图与各单味中 药的总离子流图进行 比对 ， 健脾组方

中 的 大部分物质能被指认到相应的 单味药材 。 实验结果见表 ３ 。

复方中 的化合物 以黄酮类 、 皂苷类 、 内酯类 、 糖苷类为主 。 黄酮类化合物
一

般 以

Ｃ６ Ｃ ３
－

Ｃ６ 为基本的母核结构 ， 在质谱条件下 易发生 电离 ， 并产生大量的碎片信息 。 化

合物 ２ 在负离子模式下形成 ［ Ｍ Ｈｒ准分子离子峰 ｍ／ ｚ ４ ４ ５ ．１ １ ５ ５（ ＣｍＨｕ Ｏ ｋ ，

）
； 正离子模式

下形成 ［ Ｍ
＋Ｈ

］

＋

准分子离子峰 ｍ／ ｚ ４ ４ ７ ．１ ２ ８ ８（ ＣＪ＾ ＣＸ 。 ）
； 在 ＭＳ

ｅ

多级裂解模式下经过丢失

一

分 子 葡 萄 糖 产 生 碎 片 峰 ｍ／ ｚ２ ８ ５ ．０ ７ ６ ０ ［Ｍ＋ Ｈ Ｇ ｌ ｃ ］

＋

； 丢 失 两 分 子 水 产 生碎 片 峰

ｍ／ ｚ ［
Ｍ＋Ｈ ２ Ｈ

２
〇ｒ 。 比对毛蕊异黄酮 ７ ０

ｐ 葡萄糖苷标准品 的保留时 间 、 精确质量数 、

同 位素丰 度 、 碎 片 信 息 等 ， 可 以 确 认 化合物 ２ 为毛蕊异黄酮 ７
－

０
ｐ 葡 萄 糖苷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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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ａ ｌ ｙｃｏ ｓ ｉ ｎ
－

７
－

０
－

ｐ

－

ｇ ｌｕｃｏ ｓ ｉ ｄｅ ） 。 化合物 ５ 在负离子模式下与流动相中存在 ＨＣＯＣＴ结

合 ， 形成 ［Ｍ＋Ｃ００Ｈ ］ 峰 ｍ／ｚ４ ７５ ． １ ２２２（ Ｃ２３
Ｈ

２３０ｕ ）
； 在正离子模式下形成 ［Ｍ＋Ｈ］

＋

准分子

离子峰 ｍ／ｚ４３ １ ． １ ３４０（ Ｃ ２２
Ｈ

２３０９ ） ； 结合对照品的保留时间 、 精确分子量及碎片信息推

测其为芒柄花苷 （ Ｏｎｏｎ ｉｎ ） 。 化合物 １ １ 在正离子模式下形成 ［Ｍ＋Ｈ］

＋

准分子离子峰 ｍ／Ｚ

２８５ ． ０７７２（ Ｃ
ｌ６
Ｈ

１ ３０５ ） ； 负离子模式下形成 ［Ｍ
－

Ｈ ］ 准分子离子峰 ｍ／ ｚ２８ ３ ．０６ １ ２（ Ｃ １ ６Ｈｕ０５ ） ；

在 ＭＳ
Ｅ

Ｓ级裂解模式下经过丢失
一

个
－

ＣＨ
３产生碎片 ２６８ ．０３７６ ［Ｍ

－

Ｈ
－

ＣＨ
３ｒ ； 丢失

一

个
－

Ｃ０２

产生碎片 ２３９ ．０３４９［Ｍ
－

Ｈ
－

Ｃ０２ ］ ； 继续丢失
一

个
－

ＣＯ产生碎片峰 ２ １ １ ．０３９６ ［Ｍ
－

Ｈ
－

Ｃ０２

－

Ｃ〇ｒ ；

结合标准图谱及参考文献鉴定 出化合物 １ １ 为毛蕊异黄酮 （ Ｃａ ｌ ｙｃｏｓ ｉ ｎ ） 。 化合物 １ ５ 正

离子模式下形成 ［Ｍ＋Ｈ］

＋

准分子离子峰 ｍ／Ｚ２６９ ．０８２０ （ Ｃ １ ６Ｈ １ ３０４ ）
； 负离子模式下形成 ［Ｍ

－

Ｈ ］

＿

准分子离子峰ｍ／ｚ２６７ ． ０６６８（ Ｃ １ ６Ｈ ｔ ｌ
０

４ ） ； 在ＭＳ
ｅ

模式下丢失－

ＣＨ ３ 、

－

Ｃ０
２ 、

－

Ｈ２ 、

－

ＣＯ 、 Ｈ
２０

等 小 分 子 产 生
一

系 列 的 碎 片 峰 ： ｍ／ｚ２５ １ ． ０３５４
，

ｍ／ｚ２２３ ． ０４００
，

ｍ／ ｚ ｌ ９ ５ ． ０４５５
，

ｍ／ ｚ ｌ ６７ ． ０４８４
； 参照标准 品 图谱及相关文献报道 ， 鉴定 出 化合物 １ ５ 为芒柄花素

（ Ｆｏｒｍｏｎｏｎｅ ｔ ｉ ｎＸ

阜苷类化合物 ： 化合物 ２５ 在正离子模式下形成 ［Ｍ＋Ｈ］

＋

准分子离子峰 ｍ／ｚ７８５ ．４６６６

（ Ｃ ４ ｌ
Ｈ６８０ １ ４ ）

； 加 Ｎａ 峰 ［Ｍ＋Ｎａ］

＋

ｍ／ｚ８０７ ． ４４８ ７（ Ｃ ４ １
Ｈ６７０ １ ４

Ｎａ ）
； 在 ＭＳ

Ｅ

模式下形成碎片峰 ｍ／ ｚ

４ ７ ３ ．３６２ １
［Ｍ＋Ｈ

－

Ｇ ｌ ｃ
－

ｘ ｙ ｌ ］

＋

； 继续丢失
一

个水分子形成碎片峰ｍ／ｚ４５ ５ ．３５ １ ２［Ｍ＋Ｈ
－

Ｇ ｌ ｃ
－

ｘｙ ｌ
－

Ｈ
２
０ ］

＋

； 丢失两个水分子形成碎片峰 ｍ／ｚ４３７ ．３４３３［Ｍ＋Ｈ
－

Ｇ ｌ ｃ
－

ｘｙ ｌ
－

２Ｈ２０］

＋

； 丢失三

个水分子形成碎片峰 ｍ／ｚ４ １ ９ ．３２９７
［Ｍ＋Ｈ

－

Ｇｌ ｃ
－

ｘｙ ｌ
－

３Ｈ ２０］

＋

； 参考黄芪 甲苷标准品的保留

时间 、 精确质量数 、 碎片离子峰及文献信息 ， 鉴定化合物 ２ ５ 为黄芪 甲苷 。 化合物 ２８

在负离子模式下结合流动相 中存在的 ＨＣ００％ 形成 ［Ｍ＋Ｃ００Ｈｒ峰 ｍ／ｚ８７ １ ． ４７０２（ Ｃ ４ ４
Ｈ

７ １

Ｏｎ ）
； 在正离子模式下加 Ｎａ 峰 ［

Ｍ＋Ｎａ］

＋

ｍ／ ｚ８４９ ．４５９６（ Ｃ４３
Ｈ ７Ａ ５

Ｎａ ） ； 形成 ［Ｍ＋Ｈ ］

＋

准分子

离子峰 ｍ／ｚ８２７ ．４７６４ （ Ｃ？Ｈ７Ａ ５ ） ； 丢失
一

个－

Ｇ ｌ ｃ后形成碎片峰
ｍ／ｚ ６４７ ．４ １ ５５［Ｍ＋Ｈ

－

Ｇ ｌ ｃ ］

＋

；

继续丢失
一

个
－

Ａｃｅｔ ｙ ｌ ｘｙ ｌ后形成碎片峰ｍ／ｚ ４７３ ．３６ １ ６［Ｍ＋Ｈ
－

Ｇ ｌ ｃ
－

Ａｃ ｅ ｔ ｙ ｌ ｘｙ ｌ ］

＋

； 以碎

片峰 ｍ／ｚ４７３ ． ３６ １ ６ 为基础继续丢失
一

个
－

Ｈ２０ 之后形成碎片峰 ｍ／ｚ４５５ ．３５２８ ［Ｍ＋

Ｈ
－

Ｇ ｌ ｃ
－

Ａｃｅ ｔｙ ｌ ｘｙ ｌ
－

Ｈ ２０ ］

＋

； 继 续 丢 失两个
－

Ｈ ２０ｍ／ｚ４３ ７ ． ３４０７［Ｍ＋Ｈ
－

Ｇ ｌ ｃ
－

Ａｃｅｔｙ ｌｘｙ ｌ

－

２Ｈ ２０ ］

＋

； 继续丢失三个
－

Ｈ
２０之后ｍ／ｚ４ １ ９ ．３２８９［Ｍ＋Ｈ

－

Ｇ ｌ ｃ
－

Ａｃｅ ｔ ｙ ｌ ｘ ｙ ｌ
－

３Ｈ ２０ ］
．

＋

； 参考质

谱信息及相关文献推测化合物 ２８ 为黄芪皂苷 ＩＩ 。 化合物 ３０ 与化合物 ３ １ 是同分异构

体 ， 其质谱裂解规律相似 。 在负离子模式下与流动相 中存在 ＨＣ０（Ｔ结合 ， 形成 ［Ｍ＋Ｃ００Ｈ ］

峰 ｍ／ｚ９ １ ３ ．４７９２（ Ｃ ４６
Ｈ

７ ３０ １Ｓ ）
； 在正离子模式下形成 ［Ｍ＋Ｈ ］

＋

准分子离子峰 ｍ／ｚ８６９ ．４８８４

（ Ｃ４ ５Ｈ７ ３
０

１ ６ ）
； 加Ｎａ峰 ［Ｍ＋Ｎａ ］

＋

ｍ／ｚ８９ １ ．４７０ ５（ Ｃ ４５Ｈ ７ ２０ １ ６Ｎａ ） ； 丢失
一

个
－

Ｇ ｌ ｃ后形成碎片峰

ｍ／ｚ６８９ ．４２４９ １［Ｍ＋Ｈ
－

Ｇ ｌ ｃ ］继续丢失两个－

Ａｃｅ ｔ ｙ ｌ ｘｙ ｌ后形成碎片峰ｍ／ｚ４７３ ．３６４２

［Ｍ＋Ｈ
－

Ｇ ｌ ｃ
－

２Ａｃ ｅ ｔｙ ｌ ｘｙ ｌ ］

＋

； 以碎片峰 ｍ／ｚ４７ ３ ．３６４２ 为基础继续丢失
一

个
－

Ｈ２０ 之后形成

碎片峰ｒａ／ｚ４５ ５ ．３５ １ ２［Ｍ＋Ｈ
－

Ｇ ｌ ｃ
－

２Ａｃｅｔ ｙ ｌ ｘｙ ｌ
－

Ｈ２０ ］

＋

； 继续丢失两个
－

Ｈ ２０ｍ／ｚ４３７ ．３４ １ ６

［Ｍ＋Ｈ
－

Ｇ ｌ ｃ
－

２Ａｃ ｅ ｔｙ ｌ ｘｙ ｌ
－

２Ｈ
２０ ］

＋

 ； 继 续 丢 失 三 个
－

Ｈ２０之 后ｍ／ｚ４ １ ９ ． ３２８９ ［Ｍ＋Ｈ
－

Ｇ ｌ ｃ
－

２Ａｃ ｅ ｔ ｙ ｌ ｘｙ ｌ
－

３Ｈ ２０］

＋

； 结合参考文献信息 ， 推测化合物 ３ １ 为黄芪皂苷 Ｉ ； 化合物 ３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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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异黄芪皂苷 Ｉ 。

白术 内酯类化合物 ： 根据参考文献可知
［

１ ２８ ］

， 白术 内 酯类化合物的裂解主要发生在

内酯环 （Ｃ 环 ） 以及 Ａ 环上 。 裂解方式
一

是先发生 内酯键断裂 ， 丢失 Ｈ ２０ 、 ⑶ 等小分子后 ，

接着 Ａ 环丢失－

Ｃ
２
Ｈ

４ 、

－

Ｃ３Ｈ ６等分子 。 裂解方式二是在 Ａ 环上通过
一

个八元环的重排反应 ，

失去
一

个
－

Ｃ ２Ｈ４ 后 ， 内酯环 （ Ｃ 环 ） 上丢失 Ｈ
２
０ 、

－

Ｃ０ 、

－

Ｃ
２
Ｈ

２０ 等分子 。 游离 甲基的丢

失也经常发生 。 在正离子模式下化合物 ２ ０ 形成 ｍ／ ｚ２ ３ ３ ．１ ５ ５ ０ ， 加 Ｎａ 峰 ［Ｍ＋Ｎａ ］

＋

ｍ／ ｚ

２ ５ ５ ．１ ３ ６８
； 碎片峰 ２ １ ５ ． １ ４４６

， 碎片峰 ２０５ ．０８ ７０
， 碎片峰 １ ８７ ．１ ４９ ３ 。 结合 白术 内酯 Ｉ

标准品 的保留时间 ， 精确分子量 、 同位素丰度及碎片信息 ， 可鉴定化合物 ２ ０ 为 白术

内 酯 Ｉ 。 同样在正离子模式下化合物 ２ ４ 形成 ｍ／ｚ ２ ３ １ ．１ ３９９ ， 加 Ｎａ 峰 ［ Ｍ＋Ｎａ ］

＋

ｍ／ｚ

２ ５ ３ ．１ ２ １ ８
； 形成碎片 峰 ２ ０３ ．１ ０ ７８

， 碎片峰 １ ８ ５ ．１ ３４５
， 碎片 峰 １ ５ ７ ．１ ０３ ７

， 碎 片峰

１ ４ ３ ．０８ ６ ４
； 依据参考文献推测化合物 ２４ 为 白术 内酯 Ｉ Ｉ 。 在正离子模式下化合物 １ ８ 形

成 ［Ｍ＋Ｈ ］

＋

准分子离子峰 ｍ／ｚ ２４９ ． １ ５００ ， 形成碎片峰 ２ ３ Ｌ１ ３９２
， 碎片峰 ２ １ ３ ．１ ２９０

， 碎片

峰 ２ ０ ３ ．１ ４ ４ ２
， 碎 片 峰 １ ８９ ． ０９２ ０

； 碎片 峰 １ ８ ５ ．１ ３ ３９
， 碎 片 峰 １ ６ ３ ． ０４ ０ ０

； 碎 片 峰

１ ６ １ ． ０９ ５０
； 结合参考文献推测化合物 １ ８ 为 白术 内 酯 Ｉ Ｉ Ｉ 。

化合物 ９ 在正离子模式条件下形成 ［Ｍ＋Ｈ ］

＋

准分子离子峰 ｍ／ｚ３９ ７ ．１ ８ ７ ４（ ＣｍＨ ２９
０

ｓ ）
；

加Ｎａ峰 ［Ｍ＋Ｎａ ］

＋

ｍ／ｚ４ １ ９ ．１ ６８９（ ＣＭＨ ２８
０

ｓ
Ｎａ ）

； 结合碎片峰３ ９ ７ ．１ ８ ７ ４ 、 碎片峰３ ６ １ ．１ ６ ５９ 、

碎片峰 ３ １ ７ ． １ １ ７ ７ 等与党参炔苷标准品 的保留时间 、 精确分子质量 、 碎片信息相对照

结果相
一

致 ， 确认化合物 ９ 为党参炔苷 。

其余的化合物按照 同样的方法进行推测 。 对于缺少标准品 的化合物 ， 经查阅文献

获取 同类化合物的裂解规律 ， 再根据该化合物保留时间 ， 精确质量数 ， 分子碎片信息 、

及 Ｍａ ｓ ｓ ｌ ｙ ｎ ｘ４ ．１ｓ ｏ ｆ ｔｗａｒ ｅ 提供的可能的结构式 、 准确分子量 （误差＜ ± ５ｐｐｍ） ， 对

其进行推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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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健脾组方正离子模式下的总离子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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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健脾组方负离子模式下的总离子流图

表 ３ 液质联用技术检测正 、 负离子模式下健脾组方提取物 中 的化合物 ＡＢ
： 黄芪 ；

ＣＰ ：

党参 ；

ＡＭ ： 白 术

Ｃａ ｌ ｃ ．

Ｃｏｍｐｏｕ ｎｄ ｔ ＿ Ｓｅ ｌ ｅｃ ｔ ｅ ｄ Ｍｅａ ｓ ｕ ｒ ｅ ｄ Ｓｏ ｕｒｃ ｅａ ｎｄ

ｍａｓ ｓ ｐｐｍ Ｆｏ ｒｍ ｍ ｌ ａ Ｉ ｄｅ ｎ ｔ ｉ ｆ ｉ ｃａ ｔ ｉ ｏｎ

ｎｏ ． （ ｍ ｉ ｎ ） ｉ ｏ ｎ Ｍａ ｓ ｓ （ｍ／ｚ ） ＥＳ Ｉ Ｍ Ｓ ／ＭＳ （ｍ／ ｚ ）

（ｍ／ｚ ）

１ １ ． ６８５ ［
Ｍ ＋Ｎａｒ ７０ １ ． ２ ７ ７ ７０ １ ． ２ ２６９ ０ ． １ Ｃ？Ｈｃ 〇ｕＮａ ＣＰ／３３２ 党参苷  Ｉ

［
Ｍ
－

Ｈ
］ ６ ７ ７ ． ２ ２ ７ ６ ６ ７ ７ ． ２ ２９３

－

２ ． ５ Ｔａｎ ｇｓｈ ｅ ｎｏ ｓ ｉ ｄ ｅ １

２ １ ． ８ ５６ ［
Ｍ ＋ Ｈ

］

＋ ４４ ７ ．  １ ２８９ ４ ４ ７ ．  １ ２９ １ ０ ． ４ Ｃ－ ＨａＯ ｗ ＡＢ ／ ２８ ５ 、 ２５３毛蕊异黄酮 ７ 氧 ０ Ｄ 葡萄糖苷

［ Ｍ
－

Ｈ
］

－

 ４４ ５ ．  １ １ ５５ ４ ４ ５ ．  １ １ ３５ ２ｄＯ
ｊ ＊ ２８３ Ｃａ ｌ ｙ

ｃｏ ｓ ｉ ｎ
－

７ Ｏ Ｐ  Ｄ ｇ ｌ ｕ ｃｏ ｓ ｉ ｄｅ

３ ２ ． ４７ ４ ［
Ｍ ＋Ｈ

］

＋ ２０ ７ ． ０６ ４ ５ ２０ ７ ． ０６ ５ ７
－

５ ． ８ Ｃ ？ Ｈ ？０ ， ＡＭ ／ １ ４９ 、 丨 ６ ３ 、 １ ７ ５滨蒿 素 Ｓｃｏｐａｒｏ ｎ ｅ

４ ３ ． ８９７ ［
Ｍ ＋ Ｈ

］

＇

 ４３ １ ．  １ ３ １ ２ ４ ３ １ ． １ ３ ５５ ３ Ｃ＾ Ｈｎ Ｏ ， Ａ Ｂ ４

’

甲氣基异黄酮 ７ 〇 ｐ Ｄ 葡 萄 禰 苷

［ Ｍ
＋Ｎａ

］

＊

 ４ ５３ ． １ １ ６２ ４ ５３ ．  １ １ ７ ２ ２ ． ２ Ｃ￣Ｈ＝０ ？Ｎａ ４

’

－

ｒｏｅ ｔ ｈｏ ｘ ｙ ｉ ｓｏ ｆ ｌ ａｖ ｃｍｅ
－

７
－

０
－

Ｐ 

－

Ｐ
－

Ｄ
－

ｇ ｌ ｕ ｃｏ ｐ ｙ ｒａ ｎ 〇ｓ ｉ ｄ ｅ

［
Ｍ
－

Ｈ
］ ４ ２９ ．  １ １ ８６ ４ ２９ ．  １ １ ６５

－

２ ．  １ Ｃ－ Ｈ
ｒ

．

Ｏ
，

５ ３ ． ９４ ［ Ｍ
＋Ｈ ］

＋ ４ ３ １
．  １ ３ ４ ４ ３ １ ．  １ ３ ４ ２

－

０ ． ５ ＣｎＨａＯ ， ＡＢ 芒柄花苷

Ｉ
Ｍ ＫＸ Ｊ０Ｈ ］  ４ ７ ５ ．  １ ２ ２ ７ ４ ７ ５ ． １ ２ ４

－

２ ． ７ ＣｎＨ＾Ｏ
丨 丨 Ｏ ｉ ｉ ｏｎ ｉ ｎ

６ ４ ． ０ ４ ６ ［
Ｍ ＋Ｎａ

］

－

 ２ １ １ ．
０９ ５８ ２ １ １ ． ０９ ４ ６ ５ ． ７ Ｃ

？
Ｈ？０ ，Ｎ ａ Ａ Ｂ 壬 二酸

［ Ｍ Ｈ
］

＂

 １ ８ ７ ． ０９ ７３ １ ８ ７ ． ０ ９ ７ １ ． ６ Ｃ
＊ Ｈ ， ？ ０ ， Ａ ｚ ｅ ｌ ａ ｉ ｃＡｃ ｉ ｄ

７ ４ ． １ ２ ４ ［ Ｍ
＋Ｎａ ］

＊

 ４８５ ．  １ ４ ３ ３ ４ ８ ５ ．  １ ４ ２ ４ １ ． ９ Ｃ
：此０

？ ＊Ｎａ ＡＢ／３ ２ ３ ９
，

１ ０
－

二甲氧基紫榷烷
－

３ ０
－

３ Ｄ 葡 ？ 糖苷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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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

Ｈ
］ ４６３ ． １ ５９３ ４６ ３ ．  １ ６０４ ２ ． ４ Ｃ＾ＨａＯ＊ ２９９ ９

，
１ ０

－

ｄ ｉｍｅ ｔ ｈ ｏｘ ｙｐ ｔ ｅｒｏｃ ａｒｐａｎ

８ ４ ． １ ４ ６ ［Ｍ＋Ｈ］

＊

 ４６３ ． １６ １４ ４６３ ．  １ ６０４ ２ ． ２ Ｃ
ｊＪｆｅＯａ ＡＢ Ｍｅｔｈ ｙ ｌ ｎ ｉ ｓ ｓ ｏ ｌ ｉ ｎ

－

３
－

ｇ ｌ ｕ ｃ ｏ ｓ ｉ ｄｅ

［
Ｍ＋Ｎａ］

＊

 ４８５ ． １ ４２９ ４８５ ． １ ４ ２４ １ ４ １ ９ 、 ２８５

９ ４ ． ２８ ［Ｍ＋Ｈ ］

＊

 ３９ ７ ．  １ ８ ７４ ３９７ ． １ ８６２ ３ ． ０ ＣｍＨ ｓＡ ＣＰ 党参炔苷

［
？＋Ｎａ ］ ４ １ ９ ． １ ６Ｓ８ ４ １ ９ ． １ ６８２ １ ． ４ Ｃａ＾ＮａＵｂｅ ｔ ｙｏ ｌ ｉ ｎ

１ ０ ５ ． ０ ２ ＱｍＴ ２８５ ． ０７０９ ２８５ ． ０７６３ ２ ． １ Ｃ １ ６Ｈ １ ３０５ ＡＢ／２ ７０汉黄芩素

［Ｈ
－

Ｈ］ ２８３ ． ０６０９ ２８３ ． ０６０６ １ ． １ Ｃ？Ｈ ｔＡ ３６８ｗｏｇｏ ｎ ｉ ｎ

１ １ ５ ． ０ ２ ［
Ｍ＋Ｈ

］

＊

 ２８５ ． ０７７ ２ ２８５ ． ０ ７ ６３ １ ． ８ ＡＢ／２ ７０毛蕊异黄酮

［Ｍ Ｈ
］
 ２８３ ． ０６ １ ２ ２８３ ． ０６０６ ２ ． １ Ｃ？Ｈ ，Ａ ２６８ Ｃａ ｌ ｙ ｅｏｓ ｉ ｎ

１ ２ ５ ． ４６２ ［Ｍ＋Ｈ］

＊

 ３ １ ５ ． ０８８ １ ３ １ ５ ． ０８６９ ３ ． ８ ＣｎＨａＯ ＊ ＡＢ２７ １ 熊竹素

［Ｍ Ｈ］

＇

 ３ １ ３ ． ０６９４ ３ １ ３ ． ０７ １ ２
－

１ ． ８ Ｃ
． ｔＨ ． ，０ ， ２７ １ ＫｕＭａｔａｋｅｎ ｉ ｎ

１ ３ ７ ． ８０２ ［Ｍ
＋Ｈ］

＊

 ３０３ ． １ ２４ ３０３ ． １ ２ ３２ ２ ． ６ Ｃ
１ ７Ｈ？０ ｓ ＡＢ ２

’

８
－

ｄ ｉ ｈｙ ｄｒｏ ｘｙ
－

４

’

７
－

ｄ ｉ ｎ ｅ ｔ ｈｏ ｘｙ ｉ ｓｏｆ ｌ ａｖａｎ

［Ｍ＋Ｎａ］

＇

 ３ ２５ ． １ ０５２ ３ ２ ５ ．  １ ０４３
－

２ ． ８ Ｃ
ｔ
ＴＨ

，ＡＮａ

１ ４ ７ ． ８５９ ［Ｍ
＋Ｈ ］

＊

 ２６９ ． ０８ １ ４ ２６９ ． ０８ １ ７ １ ． １ Ｃ
，＾Ｂ０ ， ＡＢ ７

’

羟基 ４
’

甲氧基异黄酮

［Ｍ
＋Ｎａ ］

＊

 ２９ １ ．  （＾３３ ２９ １ ． ０６ ３７ ｉ ． ４ Ｃ？Ｈｕ〇 ＊Ｎａ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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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７ 黄芪皂苷 Ｉ 化合物 ３ １（被鉴定为黄芪皂苷 Ｉ

） 的质谱图

２ ．３ ．４ 讨论

２ ． ３ ． ４ ．１ 流动相 的选择

流动相的选择对于组方中化学成分的分析至关重要 。 复方中 的不 同物质在不 同流

动相 的影响下保留时间及分离度是不 同 的 。 本实验考察 了实验室常用 的有机溶剂 甲醇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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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乙腈作为有机相 ； 纯水 、 ０ ． １％的 甲酸水、 ０ ． ０ １％的 甲酸水 、 ０ ． ３％的磷酸水作为无机

相 ； 进行不同的组合 ， 比较组方在不同有机相 、 无机相的组合下 ， 采用正 、 负离子全

扫描模式所得到的总离子流图的差异 。 以复方中 的物质尽可能多的被分离出且灵敏度

高 ， 分析时间适当为标准。 综合比较后认为 以 甲醇为有机相可提高组方中化合物的分

离度 。 纯水中加入０ ． １％的 甲酸可増加化合物的离子化程度 。 故本实验采用 甲醇
－

０ ． １％

的 甲酸水作为流动相 。

２ ．３ ．４ ．２ 质谱条件的选择

健脾组方由三味中药组成 ， 组方中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阜苷类、 黄酮类 、 内酯类 、

糖苷类 。 这些化合物
一

般在正、 负离子模式下都有响应值 ， 但总体上正离子模式下的

响应值高于负离子模式下的响应值 ； 个别化合物如棕榈酸 ， 仅在负离子模式下响应值

较高 。 为 了更多地获取组方中化合物的信息 ， 本实验采用正 、 负离子两种模式进行检

测 。 同时优化ＭＳ
Ｅ

的碎片采集模式搜集化合物的碎片信息 。 为化合物的鉴定与推测提供

更丰富的信息 。

２ ．３ ． ４ ．３ 对色谱柱柱温的设置

本实验考察了常温下及 ３ ５

°

Ｃ 、 ４０

°

Ｃ柱温对于复方中化合物分离的影响 ， 复方在常

温及 ３ ５

°

Ｃ 的柱温下色谱柱的柱压波动度较４０

°

Ｃ柱温大 ， 且各个化合物的分离度不及

４０

°

Ｃ柱温下的分离度 ， 故将色谱柱的柱温设置为４０

°

Ｃ 。

２ ．３ ．４ ．４ 组方提取条件的选择

本实验对健脾组方比较了纯水 、 ３０％ 、 ５０％ 、 ７０％ 、 ９５％的乙醇提取部位的考察结果 ，

发现５０％乙醇提取物中正 、 负模式下总离子流图中的物质最丰富 ， 故选择 ５０％的乙醇作

为提取溶剂 。

２ ．３ ．４ ．５ 检测方法的选择

中药党参 、 黄芪 、 白术中也存在挥发性成分 ， 但挥发性成分的研宄
一

般采用气相

色谱
一

质谱联用 的方法 ， 结合本研究 目 的及现有条件 ， 本实验中暂不考虑健脾组方中

的挥发性成分 。

２ ． ３ ．５ 小结

本研究建立 了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
ｅ

分离并鉴定助孕丸健脾组方中化学成分的方法。 首

次对健脾组方的化学成分进行了较全面而系统地研究 ， 将组方中化合物的保留时间 、

精确分子量、 碎片信息等与相应标准品相对照 ， 并结合参考文献鉴定并推测 出复方中

３ ７种化合物 。 将健脾组方的总离子流图与各单味中药的总离子流图进行比对 ， 健脾组

方中的大部分物质能被指认到相应的单味药材中 。 组方中化学成分主要包括皂苷类 、

黄酮类 、 内酯类 、 糖苷类等 。 结合相关文献中 同类化合物的质谱裂解规律对组方中代

表性成分进行了质谱条件下裂解行为的分析 。 本研宄将为助孕丸健脾组方的质量控制

提供参考依据 ， 也为同类化合物的裂解行为提供了参考 。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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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 测定健脾组方及党参提取物中党参炔苷的含量

健脾组方以健脾补气为主要功效 ， 党参是临床上常用的健脾药物 。 党参炔苷是从

党参中分离出的
一

种聚乙炔类化合物 ， ２０ １ ０ 年版 《中 国药典 》 （

一

部 ）将党参炔苷作为

党参质量控制的指标性成分 。 目前国 内外多采用 ＨＰＬＣ ＵＶ
，
ＲＰ
－

ＨＰＬＣ 的方法对党参炔苷

的含量进行测定 。 本节拟为党参炔苷的含量测定建立
一

种更为快速 、 灵敏 、 准确的

ＵＰＬＣ ＭＳ 方法 ， 从而为党参炔苷质量控制提供参考依据 。

２ ． ４ ． １ 实验 目 的

建立 ＵＰＬＣ
－

ＭＳ 测定党参炔苷含量的方法 ， 并将其应用于测定健脾组方及党参中党

参炔苷的含量。

２ ． ４ ． ２ 实验材料与方法

２ ．４ ．２ ．１ 实验仪器 ：

中药粉碎机 ： 型号 １ ０３
， 瑞安市永历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

智能超声波清洗器 ： 型号 ＤＬ ３６０Ｂ
，
上海之信仪器有限公司 ；

电热恒温水浴锅 ： ＨＷＳ２４ 型 ， 上海
一

恒科技有限公司 ；

十分之
一

电子天平 ： ＪＪ２０００ 型 ， 常熟市双杰测试仪器厂 ；

万分之
一

电子天平 ： ＢＳＡ １ ２４Ｓ
， 赛多利斯科学仪器 （北京 ） 有限公司 ；

实验室专用超纯水机 ： Ａｒ ｉ ｕｍ６ １ １ 型 ， 德国 Ｓａｒ ｔ ｏｒ ｉ ｕ ｓ 公司

高速冷冻离心机 ： ３
－

３０Ｋ
， 德国 Ｓ ｉ ｇｍａ 公司

旋转蒸发仪系统 ： Ｒ
－

２ １ ５
， 瑞士ＢＭ ＣＨ Ｉ 公司

质谱仪 ： ＸｅｖｏＧ２
－

ＳＱ
－

Ｔ０Ｆ
， 美国 Ｗａｔ ｅｒ ｓ 公司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 美国 Ｗａｔ ｅｒ ｓ 公司

２ ．４ ．２ ．２试剂

试药 ： 党参、 黄芪 、 白术均购 自广东天诚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 由该公司提供各个

药材的检验报告书 。

党参炔苷标准品 （批号 Ｄ
－

０２６
－

１ ３０５２８
，
上海盛中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

甲醇 、 乙腈均为色谱纯 （ Ｍｅｒｃｋ
，Ｇｅｒｍａｎ ）

甲酸 Ｓ ｉ ｇｍａ 乙醇 色谱级别

２ ．４ ．２ ．３方法

２ ．４ ．２ ．３ ．１ 液质色谱条件

色谱柱 ： Ｗａｔ ｅｒ ｓ ＢＥＨ Ｃ １ ８ 柱 （ ２ ？ ｌ Ｘ ５０唧
，

１ ． ７
＾
ｌｍ ） ；

柱温 ： ４０Ｃ
；

流动相 Ａ ： 甲醇 ， Ｂ ： 水 （含有 ０ ． １ ％甲酸 ）
；

梯度洗脱 ： ０
－

１ ． ５ｍ ｉ ｎ
，６０％

－

８０％Ａ
；１ ． ５

－

２ｍ ｉ ｎ
，

８０％
－

６０％
；

样品 间平衡 ３ｍ ｉ ｎ
；

分析时间 ： ２ 分钟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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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为０ ．２ｍｌ ／ｍ ｉ ｎ
；

进样量为 ５汕 ；

２ ．４ ．２ ．３ ．２ 质谱条件

离子化模式 ： 电喷雾离子源 （ ＥＳ Ｉ ）
；

毛细管电压 ： ２５００Ｖ
；

离子源温度 ： ｌ 〇〇

°

Ｃ
；

雾化温度 ： ｌ 〇〇

°

Ｃ
；

锥孔气速 ： ５０Ｌ／ｈ ；

雾化气速 ： ８００Ｌ／ｈ ；

检测模式 ： 正离子 ；

检测ｍ／ｚ ：５０
－

１ ２００
；

２ ．４ ．２ ．３ ．３ 样品制备方法

２ ．４ ．２ ．３ ．３ ． １ 健脾组方提取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黄芪 １ ００ｇ ， 党参 １ ００ｇ ， 白术 １００ｇ ， 以 １ ：１ ０ 的料液比加入 ３０００ｍＬ 的

５０％乙醇回流提取 ２ 次 ， 每次 ２ 个小时 ， 浓缩定容至 ２００ｍ ｌ
， 精密吸取提取液 １ ００吣 至

５０ｍＬ 容量瓶中 ， 以 ５０％甲醇水超声溶解 ， 冷却后定容至刻度 。 精密吸取适量至进 口ＥＰ

管中 。 １ ２０００ｒ／ｍｉ ｎ 离心 ２０ｍｉ ｎ ， 取上清适量至上样瓶。

２ ．４ ．２ ．３ ．３ ．２ 党参提取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党参 ｌ 〇〇ｇ ， 以 １ ：１ ０ 的料液比加入 ｌ ＯＯＯｍＬ 的 ５０％乙醇回流提取 ２ 次 ，

每次 ２ 个小时 ， 浓缩定容至 ２００ｍｌ
， 精密吸取提取液 １ ００吣 至 ５０ｍＬ 容量瓶中 ， 以 ５０％

甲醇水超声溶解 ， 冷却后定容至刻度 。 精密吸取适量至进 口ＥＰ 管中 ， １ ２００〇ｒ／ｍ ｉ ｎ 离

心 ２０ｍ ｉ ｎ ， 取上清适量至上样瓶 。

２ ．４ ．２ ．３ ．３ ．３ 对照品溶液制备

取 １ ２０

°

Ｃ减压干燥至恒重的党参炔苷对照品 ２ ．５ｍｇ ， 精密称定至 ｌ ＯＯｍＬ 容量瓶中 ，

用 甲醇超声溶解 ， 放冷定容 ， 得党参炔苷标准品母液 ， 党参炔苷对照 品溶液浓度为

２ ５
ｊ

＿ｉｇ／ｍＬ 〇

２ ．４ ．２ ．３ ．４ 方法学考察及提取物中党参炔苷含量测定

２ ．４ ．２ ．３ ．４ ．１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吸取 ２ ５ 、 ５０ 、 １ ００ 、 ４００ 、 ５００ 、 ８００ 、 １ ０００吣 标准母液 ， 至 １ ０ｍＬ 容量瓶 内 （写

明标记 ） ， 分别 以 ５０％的 甲 醇溶液定容至刻度 ， 制成 ０ ． ０６２ ５ｎｇ／ｍＬ ，
０ ． １ ２ ５ｎｇ／ｍＬ 、

０ ．２ ５
ｐ ＿ｇ／ｍＬ 、 ｌ

（

Ａｇ／ｍＬ 、 １ ．２４
｝
ｘｇ／ｍＬ 、 ２

（

ｉｇ／ｍＬ 、 ２ ． ５
｜

ｘｇ／ｍＬ标准品溶液 。 分别取适量至进

口ＥＰ 管 。 １ ２０００ｒ／ｍ ｉ ｎ 离心 ２０ｍ ｉ ｎ ， 取上清至上样品瓶 。 以上述液质条件进行测定 ，

并记录峰面积 ， 以浓度为横坐标 ， 峰面积为纵坐标 ， 得标准曲线 。

将标准品溶液逐步稀释并进行测定 ， 以信噪比 Ｓ／Ｎ
＝

１ ０ 和 Ｓ／Ｎ
＝
３ 时标准品的量为

定量限和检测限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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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４ ． ２ ．３ ．４ ．２ 精密度 、 回收率

精密制备 ６ 份相 同浓度的党参炔苷标准品 ， 按前述操作方法操作 ， 记录每份党参

炔苷的峰面积并计算 ＲＳ Ｄ 值 。

制备 己知样品 ， 加入 ０ ． ２ ５ｎｇ／ｍＬ 、 １ ． ２４
｛

ｘｇ／ｍＬ 、 ２ ．５
ｊ

ｉｇ／ｍＬ 标准品 ， 每个浓度平行

３ 份 ， 同上述条件测定 ， 回收率公式 （ 测得量 加入量 ） ／样品重量 Ｘ１ ００％ 。

２ ． ４ ． ２ ．３ ． ４ ．３ 样品测定 ：

分别精密吸取健脾组方 、 党参提取液各 １ 〇 〇汕 至 ５ ０ｍＬ
； 容量瓶中 ， 以 ５ ０％ 甲醇超

声溶解 ， 冷却后定容至刻度 。 精密吸取适量至进 口ＥＰ 管中 ， １ ２ ０００ｒ／ｍ ｉ ｎ
，
２ ０ｍ ｉ ｎ 超高

速离心 ， 取上清至上样品瓶 ， 平行 ６ 份样品 ， 同上述的液质条件进行测定 。

２ ．４ ．３ 结果

２ ．４ ．３ ．１ 专属性

党参炔苷标准品 、 党参提取液 、 健脾组方中质谱图 。 在本液质条件下 ， 党参炔苷

峰形较好 ， 保留时间 〇 ． ８ ７ｍ ｉ ｎ 。

ｙ

＾

 ＼

＼

．
１

 ．

Ｖ 

，
Ｃ ２２ ： ＜

； Ｐ Ｍ ０ ￡ ０ １ ５０
？

？ １ ４ ５ １ ？ ＇
Ｋ ２ ０ ￡ Ｊ Ｊ ｔ ２ Ｗ Ｊ ３ ０ ３ ｉ ５ ３ ＊ ： ３ ？ ３ Ｋ ｉ 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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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Ｉ ５ Ｓ ４ ３ ０ ５ ０ ０ Ｓ Ｏ ＊ ４ ０
？

Ｗ １ ４ ｆｆ １ Ｓ Ｊ １ Ｂ Ｃ １ ０ ０ ２ ７ Ｃ ２ ＜ ５ ２ ６ ０ ２ ３ ｔ ３ Ｓ ３ ２ ０ ２ ＊ ０ ３ ６ Ｃ ３ ００ Ｊ Ｏ Ｅ ４ ５＊ ４ ４ ０ ＊ ｔ０ ４ ８ ０

图 １ ８ 党参炔苷标准品 、 党参提取液 、 健脾组方 中质谱图

２ ．４ ．３ ．２ 标准 曲线 、 检测限和定量限

以党参炔苷标准品 的浓度为横坐标 Ｕ 轴 ） ， 各浓度对应的峰面积为纵坐标 （ ｙ 轴 ） 。

应用 Ｍａｓ ｓ ｌ ｙ ｎ ｘ４ ． １Ｓ ｏ ｆ ｔ ｗａｒ ｅ 绘制党参块苷标准 曲线及得 出 回 归方程 。 其相关系数为

ｆ
二

０ ．９９％ ０ ３
， 在 ０ ．０ ６２ ５

－

２ ．５ｐｇ／ｍＬ 范围 内线性关系 良好 。 党参炔苷的定量限和检测限

分別为 以信噪 比 Ｓ／Ｎ
＝

１ ０ 和 Ｓ／Ｎ
＝
３ 时各标准品 的量为定量限 １ ０ ｎ ｇ／ｍＬ 和检测限 ５ ｎ ｇ／ｍＬ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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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 ｐ ｏ ｕ ｎ ｄ ｎ ａｍ ｅ ： Ｄ ＳＱＧ

Ｃ ｏ ｒｒｅ ｌ ｓ ｔ ｉ ｏ ｎ ｃｏ ｅｆｆｉ ｃ ｉ ｅ ｎ ｔ ：  ｒ 
＝ ０ ９ ９ ９ ５ ０ ３

．  ｒ
＊
２ 
＝

０ ９ ９ ９ ０ ０５

Ｃ ａ ｌ
ｉ ｂ ｒａ ｔ ｉ ｏ ｎ ｃｕ ｒｖｅ ： ２ ５ ４ １ Ｇ ５ 

＊

ｘ５ ５ ０ ４５５

Ｒ ｅ ｓ ｐ ｏ ｎ ｓ ｅ  ｔｙｐ ｅ ： Ｅｘ ｔ ｅ ｒｎ ａ ｌ Ｓ ｔｄ
． Ａｒ ｅ ａ

Ｃ ｕ ｒｖ ｅ  ｔ／ ｐ ｅ ： Ｌ ｉ ｎ ｅ ａ ｒ
． Ｏｒｉ ｇ

ｉ ｎ ： Ｅｘｄ ｕ ｄ ｅ
， 
Ｗｅ ｉ

ｇ
ｈ ｔ ｉ ｎ ｇ ：  １ ／ｘ

， 
Ａｘ ｉ ｓ  ｔ ｒ ａ ｎ ｓ ：  Ｔ Ｊ ｏ ｎ ｅ

７０ ０ ０ ０ —

６ ０ ０ ０ ０
ｚ

．

Ｚ

５ ０ ０ ０ Ｇ 

？

Ｓ４ ００ ０ ０

￡
３０ ００ ０

＾Ｚ

２００ ０ Ｑ
－

１ ０ ０ ０ ０
－

ｙ
－０ ．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 ４ ０ ０ ． ６０ ０ ８ ０ １ ０ ０ １ ． ２０ １ ．

＾０ １ ． ６ ０ １ ８ ０ ２ ０ ０２ ． ２０ ２ ． ４０

图 １ ９ 党参炔苷标准 曲线

２ ．４ ．３ ．３ 精密度 、 回收率

如表 ４ 所示 ， 党参炔苷峰面积的相对标准偏差为 ２ ．７％
； 如表 ５ 所示党参炔苷的 回

收率可达 ９ ０％以上 。



表 ４ 党参炔苷的精密度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６平均值ＲＳＤ％

峰面积６ １ １ ５ ６ ３ ７ ８６ ３ ８ ５６ ５ １ ５６ ５ ４ ７６６０ ７６４ ２ ４ ± １ ７ ７ ２ ． ７



表 ５ 党参炔苷的 回收率


序号样 品量 （明 ）加入量 （
｜

Ｊ ＿ｇ ）测得量 （ ｐｇ ）回收率％

１ １ ０ ． １ ２ ５ １ ． ０ ９ ± ０ ． ０２ ９ ６ ． ９

２ １ ０ ． ６２ １ ． ５ ６ ± ０ ． ０ ６ ９６ ． ０

３ １ １ ． ２ ５ ２ ．１ ３ 土 ０ ＿０４ ９４ ． ７

２ ．４ ．３ ．４ 党参及健脾组方提取液中党参炔苷的测定

依据标准 曲 线 。 采用外标法测得党参及健脾组方中党参炔苷分别为 ２ ３９ｕ ｇ／ｍＬ 和

８ ７ｌ
ｘ
ｇ／ｍＬ ， 如表 ６ 所示 ：



表 ６ 党参及健脾组方提取液中 党参炔苷含量的含量 （ ｐｇ ／ｍＬ ）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平均值 ＲＳ Ｄ％

１ ２ ３ ５ ２ ４ ５２ ３ ０２ ３ ９ ２ ４ ４ ２ ４ ５ ２ ３ ９ ± ６ ． ３２ ． ６ ２

＿

２


８ ６９０


８ ８



８ ７８５


８ ７


８ ７ ± １ ＿ ７ １ ． ９ ７

注 ： １ ． 党参中 的党参炔苷 ２ ． 复方 中 的党参炔苷

２ ． ４ ． ４ 讨论

２ ．４ ．３ ．１ 提取方式

党参炔苷常见的提取方式有冷浸法 、 煎煮法 、 乙醇 回流法和超声提取法 。 己有文

章考察了不 同提取工艺所得党参中党参炔苷含量的差异 。 结合实验室现有条件 ， 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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宄采用 了与健脾组方相 同的提取方法 。 采用 ５０％的 乙醇冷凝回流提取 ２ 个小时共提取

两次的方法 。 为后续药代动力学的研究奠定基础 。

２ ．４ ．３ ．２ 液质条件的选择

结合参考文献在高效液相色谱条件下党参炔苷含量检测多 以乙腈为有机相 ， 纯水

为无机相等度的洗脱方式 。 本实验预试时采用 乙腈 ： 水 （ ７８ ： ２２ 、 ７ ５ ： ２５ ） ； 甲醇 ： 水

（ ７８ ： ２２ 、 ７ ５ ： ２５ ）
； 等度进行洗脱 ， 结果得到的党参炔苷的峰形欠佳 ， 后试验了几种

以梯度洗脱方式 ， 以 甲醇为有机相得到的党参炔苷的峰形较好 ， 再向纯水无机相 中加

入 ０ ． １％的 甲酸 ， 其分离更佳 。 遂采用 甲醇 、 ０ ． １％的 甲酸水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 。 本

实验对正 、 负离子模式下党参炔苷的响应值进行 了 比较 ， 正离子模式下的响应值优于

负离子模式下的响应值 ， 故在正离子模式下采集数据 。

２ ．４ ．３ ．３ 进样前样品处理方法

由于液质联用技术的灵敏度极高 ， 所以对样品的处理要求严格 。 中药成分复杂 ，

为了避免中药中的难溶解物质堵塞色谱柱 ， 常用 的处理样品方法有经微孔滤膜除杂法

或超高速离心沉淀除杂法。 因为待测样品进样前多用流动相 （ 甲醇水 ） 处理 ， 为了避

免流动相溶解滤膜中 的物质而对实验结果产生干扰 ， 故本研究样品进样前的预处理采

用超高速离心的方法去除样品 中 的杂质 。

２ ． ４． ５ 小结

本实验建立 了应用液质联用技术检测 中药党参中 、 健脾组方中党参炔苷含量的方

法 。 该方法快速 、 灵敏 、 稳定性好 ， 为党参炔苷的含量测定提供了新的参考方法 。 为

党参炔苷药代动力学的研宄奠定 了基础 。

２ ．５ 基于 ＵＰＬＣ／Ｑ
－

Ｔ０Ｆ
－

ＭＳ 技术党参炔苷药代动 力学研究

２ ． ５ ． １ 实验 目 的

研宄党参炔音以三种不同形式党参炔苷单体 、 党参 、 健脾组方在大鼠体内 的药代

动力学过程 ， 并将三者进行比较 。 研究中药各成分之间 ， 组方各药物之间是否存在相

互促进或抑制的作用 。 为揭示组方的配伍规律及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 。

２ ＿５ ． ２ 实验材料与方法

２ ． ５ ． ２ ．１ 实验仪器 ：

中药粉碎机 ： 型号 １ ０３
， 瑞安市永历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

智能超声波清洗器 ： 型号 ＤＬ
－

３６０Ｂ
，
上海之信仪器有限公司 ；

电热恒温水浴锅 ： ＨＷＳ２４ 型 ， 上海
一

恒科技有限公司 ；

十分之
一

电子天平 ： ＪＪ２０００ 型 ， 常熟市双杰测试仪器厂 ；

万分之
一

电子天平 ： ＢＳＡ １ ２４Ｓ
， 赛多利斯科学仪器 （北京 ） 有限公司 ；

实验室专用超纯水机 ： Ａｒ ｉ ｕｍ６ １ １ 型 ， 德国 Ｓａｒ ｔｏｒ ｉ ｕｓ 公司

氮吹仪 ： 中 国武汉中科仪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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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冷冻离心机 ： ３
－

３０Ｋ
， 德国 Ｓ ｉ ｇｍａ 公司

旋转蒸发仪系统 ： Ｒ
－

２ １ ５
， 瑞士ＢＵＣＨ Ｉ 公司

质谱仪 ： ＸｅｖｏＧ２
－

ＳＱ
－

ＴＯＦ
， 美国 Ｗａｔ ｅｒ ｓ 公司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 美国 Ｗａｔ ｅｒｓ 公司

２ ．５ ．２ ．２试剂

试药 ： 党参 、 黄芪 、 白术均购 自广东天诚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 由该公司提供各个

药材的检验报告书 。

党参炔苷标准品 （批号 Ｄ
－

０２６
－

１ ３０５２８
，
上海盛中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

甲醇 、 乙腈均为色谱纯 （ Ｍｅｒｃｋ ，Ｇｅｒｍａｎ ）

甲酸 Ｓ ｉ ｇｍａ

乙醇 色谱级别

２ ．５ ．２ ．３ 实验动物

ＳＤ 雄性大 鼠 ， ＳＰＦ级 ， ２４只 ， ２５０ ± ２０ ｇ／只 ， 由广州 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

供 ， 许可证编号 ： ＳＣ５ＣＫ（粤 ） ２０ １ ３
－

００３４ ， 合格证编号 ： ４４００５８０００００８７６ 。

２ ．５ ．２ ．４ 液质液相条件

色谱柱 ： ｗａｔ ｅｒ ｓＢＥＨＣ １ ８柱 （ ２ ． １ Ｘ ５０ｍｒａ
，

１ ． ７
＾
ｕｎ ） ；

柱温 ： ４０
°

Ｃ
；

流动相 Ａ ： 甲醇 ，
Ｂ ： 水 （含有 ０ ． １％ 甲酸 ）

；

梯度洗脱 ： 〇
＿

１ ． ５ｍ ｉ ｎ
，Ａ ：６０％

－

８ ０％
；１ ． ５

－

２ｍ ｉ ｎ
，

Ａ ：８０％
－

６０％
；

样品间平衡 ３ｍｉｍ

分析时间 ： ２ 分钟 ；

流速为０ ．２ｍ ｌ ／ｍ ｉ ｎ
；

进样量为 ５汕 ；

２ ．７ ．２ ．５ 液质质谱条件

离子化模式 ： 电喷雾离子源 （ ＥＳ Ｉ ） ；

毛细管电压 ： ２５００Ｖ
；

离子源温度 ： ｌ 〇〇

°

Ｃ
；

雾化温度 ： ＫＫＴＣ
；

锥孔气速 ： ５０Ｌ／ｈ ；

雾化气速 ： ８００Ｌ／ｈ ；

检测模式 ： 正离子 ；

检测ｍ／ｚ ：５０
－

１ ２００
；

２ ．５ ．２ ．６ 灌 胃药物的制备

２ ．５ ．２ ．６ ． １ 健脾组方的制备

精密称取黄芪 １ ００ｇ ， 党参 １ ００ｇ ， 白术 ｌ 〇〇ｇ ， 以 １ ：１ ０ 的料液比加入 ３０００ｍ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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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乙醇回流提取 ２ 次 ， 每次 ２ 个小时 ， 浓缩定容至 ２００ｍＬ
，
至 ４

°

Ｃ冰箱保存 ， 灌 胃前

取出超声 ３０ｍ ｉ ｎ 。

２ ．５ ．２ ．６ ．２ 党参提取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党参 ｌ 〇〇ｇ ， 以 １ ：１ ０ 的料液比加入 ｌ 〇〇〇ｍＬ 的 ５０％乙醇回流提取 ２ 次 ，

每次 ２ 个小时 ， 浓缩定容至 ２００ｍＬ
，
至 ４

°

Ｃ冰箱保存 ， 灌 胃前 ， 取出超声 ３０ ｔｎ ｉ ｎ 。

２ ．５ ．２ ．６ ．３ 党参炔苷灌 胃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 ２ ．５ｇ 羧 甲基纤维素钠 ， 溶解于 ５００ｍＬ 超纯水中 ， 制成 ０ ． ５％羧 甲基纤维

素钠溶液 。 精密称取党参炔苷 ８ ．７ｍｇ 混悬于 １ ００ｍＬ０ ．５％羧甲基纤维素钠溶液中超声溶

解 ， 配成 ０ ． ０８７ｍｇ／ｍＬ 的党参炔苷单体灌 胃液 ，保存至 ４

°

Ｃ冰箱 。灌 胃前取出超声 ３０ｍ ｉ ｎ 。

２ ．５ ．２ ．７ 党参炔苷标准品及内标母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在 １ ２ （ＴＣ减压干燥至恒重的党参块苷标准品 ２ ．５ｎｉｇ 至 ２ ５ｍＬ 容量瓶 ， 用 甲

醇超声溶解 ， 放冷定容 ， 得党参炔苷标准品母液 ， 含党参炔苷标准品 ｌ 〇〇Ｈｇ／ｍＬ 溶液 。

精密吸取标准品母液适量 ， 用 ５０％甲醇稀释标准品 ， 制成系列标准品工作液含有党参

诀苷１ ００００ｎｇ／ｍＬ 、 ２０００ｎｇ／ｍＬ 、 １ ０００ｎｇ／ｍＬ 、 ２００ｎｇ／ｍＬ 、 １ ００ｎｇ／ｍＬ 、 ２０ｎｇ／ｍＬ 、 １ ０ｎｇ／ｍＬ ａ

精密称取在 １ ２０

°

Ｃ减压干燥至恒重的连翘苷 ２ ．５ｍｇ 内标至 ２ ５ｍＬ 容量瓶 ， 用 甲醇超

声溶解 ， 放冷定容 ， 得 ｌ 〇〇
［
ｉｇ／ｍＬ 内标母液 。 精密吸取 １ ２５

ｊ
ｔＬ 内标工作液至 ２５ｍＬ 容量

瓶 ， 用 甲醇定容至刻度 ， 制成 ５００ｎｇ／ｍＬ 的 内标工作液 。 放置 ４

°

Ｃ冰箱保存 。

２ ．５ ．２ ．８ 血浆样品的制备

血楽样品 的制备采用液
－液萃取的方法 。 取内标溶液 １ 〇叫 加入 １ ００汕 血浆中 ， 涡

流混旋 ５ｍ ｉ ｎ
； 然后加入乙酸乙醋 ｌｍＬ

， 祸流混旋 １ ５ｍ ｉ ｎ
， 以 １ ２０００ｒ／ｍ ｉ ｎ

， 离心 ２０ｍ ｉｎ ， 取

上清液 ， 氮气流下吹干 ， 残渣加 ５０％的 甲醇 １ ００吣 复溶 ， 以 １ ２０００ｒ／ｍｉ ｎ
， 离心 ２０ｍ ｉ ｎ ，

取上清液进样 。

２ ．５ ．２ ．９ 方法学考察

２ ．５ ． ２ ． ９ ．１ 专属性

对空 白血浆 、 模拟含药血浆样品 （空 白血浆中添加标准品 ） 和 口服给药后的实际

血浆样品分析和检测来考察 内源性物质和代谢产物的干扰 。

２ ．５ ．２ ．９ ．２ 标准曲线 、 定量下限和检测限

吸取空 白血浆 １ ００汕 至 ＥＰ 管 ， 精密加入 ４ ． １ ．３ 项下稀释的系列混合标准品工作

液 １ ０汕 和 内标工作液 １ ０叫 ， 标好序号 。 制备样品上样 （ 制备方法同 ４ ．３ ．２ ．５ ） 。 以确

定液质联用条件进行测定 ， 以待测成分在血浆中的浓度为横坐标 ， 以峰面积 比 （ Ａ 待

测物／Ａ 内标物 ） 为纵坐标 ， 绘制标准 曲线 。 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 （ Ｗ
＝

ｌ ／Ｘ
２

） 进行
一

元

线性回 归 ， 得到标准曲线方程 。 每个浓度平行测定 ３ 份 ， 重复 ３ 天 。

将混合标准品溶液逐步稀释并进行测定 ， 以信噪 比 Ｓ／Ｎ
＝

１ ０ 和 Ｓ／Ｎ
＝
３ 时各标准品

的量为定量限和检测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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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２ ．９ ．３ 精密度和准确度

取空 白血浆 ｌ 〇〇ｎＬ ， 分别精密加入混合标准品工作液溶液 ， 制备低 、 中 、 高 ３ 种浓

度的质控样品共 ９ 份党参炔苷 ２０００ｎｇ／ｍＬ 、 ２００ｎｇ／ｒａＬ 、 ２０ｎｇ／ｍＬ ； 同前法测定 ， 以当 日

同批制备的标准曲线计算质控样品的浓度 。 根据测定结果 ， 求算该方法的精密度和准

确度 。 精密度用 ＲＳＤ 表示 ， 准确度用 ＲＥ 表示 ， 公式为 ［ （测得值
－

真实值 ） ／真实值 ］
Ｘ

１ ００％ 。

２ ．５ ．２ ．９ ．４ 回收率和基质效应

（ １ ） 取空 白血浆 １ ００吣 ， 加入低 、 中 、 高三个浓度的标准品工作液各 ｌ ＯｐＬ ， 按血

楽样品的制备方法处理质控样品 ， 每
一

浓度平行测定 ６ 份 。

（ ２ ） 取空 白血浆 １ ００吣 ， 按血衆样品的制备方法处理后 ， 加入低 、 中 、 高三个浓

度的标准品工作液各 １ （ＶＬ
， 每
一浓度平行测定 ６ 份 。

（ ３ ） 取 ５０％甲醇 １ ００叫 ， 加入低 、 中 、 高三种浓度的标准品工作液各 ｌ Ｏ
ｊ
ｉＬ

， 每
一

浓

度平行测定 ６ 份 。

２ ．５ ．２ ．９ ．５ 稳定性

取空 白血浆 １ ００汕 ， 加入低 、 中 、 高三个浓度的标准品工作液各 １ ０吣 平行测定 ３

份 。 考察
－

２０

°

Ｃ冰箱冻存 １ ５ 天及 ３ 次反复冻融的稳定性。

２ ． ５ ． ２ ．１ ０ 药代动力学研究

２ ．５ ．２ ．１ ０ ． １ 眼眶静脉采血实验方法 ：

（ １ ） 随机将大鼠分为 ３组 （健脾组方组 、 中药党参组 、 党参炔苷组 ） ， 每组８只 ，

用油性笔在尾部编号 ，
１

，

２
，
３

，

……

８ ， 称重并记录 ， 计算灌 胃量 ， 每只大 鼠的灌 胃量

为２０ｍＬ／ｋｇ 〇

（ ２ ） 按先前分好的组别 ， 给与各组大 鼠相应的药物 ， 灌 胃后立刻计时 。 实验人员

在每只大 鼠灌药后 ５ｍ ｉ ｎ 、 １ ５ｍ ｉ ｎ 、 ３０ｍ ｉｎ 、 ４５ｍ ｉ ｎ 、 ６０ｍ ｉ ｎ 、 ９０ｍ ｉ ｎ 、 １ ２０ｍ ｉ ｎ 、 ２４０ｍ ｉ ｎ 、

４８０ｍ ｉ ｎ 、 ７ ２０ｍ ｉ ｎ 、 １ ４４０ｍ ｉ ｎ于大鼠眼眶静脉取血０ ． ５ｍｌ至标记过的 ＥＰ管中 （实验前 已

加肝素钠 ） ， 取血后盖好盖子并上下晃动 ３０次左右 。 （每只大鼠在采血点 ６０ｍｉ ｎ ， １ ２０ｍ ｉｎ 、

２４０ｍ ｉ ｎ 、 ４８０ｍ ｉ ｎ采血后将给予 ｌｍ ｌ生理盐水补充血容量 ）

（ ３ ） 静置血样 ３０ｍｉ ｎ后 ， 以 ３０００ｒ／ｍｉ ｎ ， 离心 １ ０ｍ ｉ ｎ 。 转移血浆至对应标记好的 ＥＰ

管 内 ， 置于－

２０

°

Ｃ冰箱保存备用 。

２ ．５ ．２ ．１ ０ ．２液
－

液萃取法制备血浆样品

（ １ ） 将
－

２０

°

Ｃ冰箱保存的血浆样品取出 ， 置于室温下待血衆完全融化 。

（ ２ ） 从各ＥＰ管中取出 １ ＯＯ
ｊ
ｉＬ血浆至相应的的 ＥＰ管内 ＥＰ管 内 。

（ ３ ） 向装有 １ ００吣血浆的ＥＰ管 内分别加入 内标溶液 Ｉ Ｏ
ｊ
ｉＬ

， 涡流混旋５ｍ ｉ ｎ 。

（ ４ ） 向涡旋后的的ＥＰ管中加入乙酸乙酯 ｌｍＬ
， 涡流混旋 １ ５ｍｉ ｎ

， 以 １ ２０００ｒ／ｍ ｉ ｎ的转速

离心２０ｍ ｉ ｎ 。

（ ５ ） 取萃取液至对应ＥＰ管 内 ， 置于氮气流下吹干。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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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 ＥＰ管中 的残渣加 １ ０ ０吣 ５ ０％的 甲醇溶液复溶 ， 复溶后 以 １ ２０００ｒ／ｍ ｉ ｎ
， 离心 ２０ｍ ｉ ｎ 。

（ ７ ） 离心后取上清液进样 。

记录党参炔苷峰面积 比 ， 用 当 日 的标准 曲线计算党参炔苷的浓度 。 绘制血药浓度

时间 曲线 ， 采用 ＰＫ ．Ｓｏ ｌ ｕ ｔ ｉ ｏ ｎ ｓ２ ． ０软件计算药代动力学参数 。

２ ．５ ．３ 结果

２ ．５ ．３ ．１专属性

比较模拟药物血浆 、 大 鼠空 白血浆及大 鼠灌 胃 后的血浆质谱 图 （ 图 ２０ ２ １ ） 。 模拟

药物血浆在该液质条件下 ， 党参炔苷与 内标连翘苷都能被检测到 ， 党参炔苷的保留时

间为０ ． ６０ｍ ｉ ｎ ， 连翘苷的保留时间为 ０ ． ５ ７ｍ ｉ ｎ ， 各 自 的峰形及分离度 良好 ， 血浆中 的 内

源性物质未对党参炔苷及连翘苷的检测产生干扰 。 与空 白血浆样品 的色谱图 比较 ， 各

成分的峰有 良好的分辨率和灵敏度 ， 这表明血浆样品 中代谢物不干扰党参炔苷和 内标

连翘苷的测定 ， 此方法专属性 良好 。

． ．

ｊ 

Ｉ ＯＫ

錢

１

， Ｉ

｜

｜

Ｉ

＼

ｉ

ｊ

图 ２０ 模拟药物血浆离子提取质谱图 ： 自上而下为 党参炔苷 、 连翘苷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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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３ ．２ 线性关系 ／定量下限和检测限

党参炔苷的标准 曲线如 图 ２ ２
， 标准 曲线的相关系数 ！

？

＞ ０ ．９９０ ， 表 明党参炔苷在该

线性范围 内 ５
－

５ ０ ００ ｎｇ／ｍＬ ， 线性关系 良好 。 党参炔苷的定量限和检测限分别为 １ ０ ｎ ｇ／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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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参炔苷的高 、 中 、 低三种浓度的 日 内和 日 间 ＲＳＤ％＜ ６ ． ０％
， 准确度ＲＥ％＜ ５％ 的范围

内 ， 实验结果见表 ７由此可见 ， 此方法的精密度和准确度 良好 。

表 ７ 大鼠血浆中党参炔苷的精密度和准确度 （ ｎ
＝６ ，土 Ｓ ）

实际值 （ ｎｇ／ｍＬ ）日 内 曰 间

党参炔苷测得值 ＲＳＤ％ＲＥ％测得值ＲＳＤ％ＲＥ％

２０ １９ ． ３土 ０ ． ５ ５２ ． ９
－

３ ． ５ １９ ． ３ ± ０ ． ９７５ ． ０
－

３ ． ５

２００ １ ９２ ． １ 士 ７ ． ０６３ ． ７
－

４ ． ０ １９ １ ． ５± ６ ． ８３ ． ６－

４ ． ３

２０００ １ ９４８ ． ４± ８６ ． ０ １４ ． ４－

２ ． ６ １９ １４ ． ６土 ９２ ． ３４ ． ８－

４ ． ３

２ ．５ ．３ ． ４ 回收率

党参炔苷 （高 、 中 、 低 ） 三个浓度的平均提取率达在 ６９ ．８％
－

７５％范围 内 ， 内标的

回收率在６９ ．５％
＿

７８ ． ８％的范围 内 。

表８ 大鼠血浆中党参炔苷的回收率和基质效应 （ ｎ
＝６ ，２

土 Ｓ ）

党参炔苷 （ ｎｇ／ｍＬ ）



回收率％


２０ ７３ ． ０ ± ２ ．６３

２ ００ ７０ ． ０ ± １ ． ２ ０



２ ０００



７５ ． ０ ± ４ ．３ ６


２ ．５ ．３ ．５稳定性

党参炔苷的低 、 中 、 高三个浓度在 １ ５ 日 内 的稳定性均值处于６５ ．３％
－

８０ ．２％的范围

内 ， 反复冻融三次的值处于８２ ．９
－

９９ ．５％的范围 内 ， 见表９ ， 表明此方法的稳定性 良好 。

表９ 大鼠血浆 中党参炔苷的稳定性 （ ｎ
＝３ ，２ 士 Ｓ ）

实际值 （ ｎｇ／ｍＬ ）反复冻融３次－

２０

°

Ｃ储存 １ ５天

党参炔苷测得值 ＲＥ％测得值 ＲＥ％

２ ０ １ ８ ． ５ ± １ ． ２
－

７ ． ５ １ ８ ． ６± １ ． ４
－

７ ． ０

２００ １ ９ ３ ． ２± ４ ． ０－

３ ． ４ １ ９２ ． ８ ± ４ ． ３
－

３ ． ６

２０００ １ ９４７ ． ５ 土 ５４ ． ５
－

２ ． ６ １９５４ ． ９５ ± ４２ ． ８
－

２ ． ３

２ ．５ ．３ ．６党参炔苷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实验大 鼠分组后 ， 按设计的给药方案进行灌 胃 。 灌 胃 后按预定的时间点进行眼眶

采血 ， 血浆样品经乙酸乙酯液液萃取处理后 ， 应用建立的 ＵＰＬＣ
－

ＭＳ法进行血浆样品 中

党参炔苷的含量测定 。 以采血时间为横坐标 ， 血药浓度为纵坐标 ， 绘制党参炔苷以不

同形式下灌 胃后的药时 曲线 ， 见２３
－

２ ５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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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３ 党参炔苷单体药时 曲线

党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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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４ 党参 中 党参炔苷的药时 曲线

健胖组方组

百
［ Ｔ

２？

望°


０ ５ １ ０ １ ５ ２０ ２５

时问 （ｈ）

图 ２ ５ 健脾组方 中 党参炔苷的药时 曲线

将所得的血药浓度数据利用 丨１Ｓｏ ｌ ｕ ｔ ｉ ｏ ｎ ｓ２ ． ０软件 ， 计算获得各 自 的药代动力学

参数 。 结果见表 １ ０ 。

５ ２





助孕丸 中健脾组方提取物的 药效学与 药代动力 学研究


表 １ ０ 各组的药代动力学参数 （ ｎ
二
７ ， 文 土 Ｓ ）

药代动力学参数党参炔苷单体党参组健脾组方组ＦＰ

Ｃｍａｘ （ｎｇ／ｍＬ ） １ ３８ ． ５ ９± ２８ ． ６５ １ ２ ７ ． ６ １ ± １ ６ ． ８８ １ ７２ ． ２６± ９４ ． ７ １１ ， １ ３０ ． ３ ５

Ｔｍａｘ（ ｈ ） ０ ＿ ３ ７ ± ０ ． １９ ｌ ． Ｓ Ｔ ｉ ＯＪ ｌ

＊ ５

 １ ． ２０ ± ０ ． ４７
＋

ＡＵＣ （ｎｇ
－

ｈ／ｍＬ ） １ ７６ ．６ １ 土 ２０ ．５９５５ １ ．０ ７ ± ８３ ．２６

＊

７ ３ ７ ．５ ７± １ ２ ７ ．９ ７

＊

ＭＲＴ （Ａｒｅａｈ） ２ ． ２ ７± １ ． ８０４ ． ４６± １ ． ８６

Ｋ

 ５ ． ３ ７± １ ． ９４

＊

ＣＬ （ｍＬ／ｈ ）６ ７９ １ ．７９ ± １ ７８５ ．４５２０２ ３ ．７６ 士 ３ １ １ ． ４４

＾

 １ ５５９ ．７３ ± ３ ３４ ．６ ７
＊



注 党参组与党参炔苷单体组比较Ｐ＜０ ．０５
；

＋

健脾组方组与党参块苷单体组比较Ｐ＜０ ． ０ ５
；

２ ． ５ ． ４ 讨论

２ ．５ ．４ ．１血浆样品的处理方法

常用 的血浆样品处理方法有固相小柱萃取法 、 有机溶剂沉淀法、 液液萃取法 。 由

于固相萃取法所需时间长、 所需血浆样品量大 、 处理过程复杂 、 所需成本代价高 。 故

本实验预试时采用 了 甲醇沉淀蛋 白法、 乙腈沉淀蛋 白法和 乙酸乙酯液液萃取法三种血

浆样品处理方法 。 结果表明虽然有机溶剂沉淀法处理过程简单 、 省时 ， 但处理后的血

浆样品进样时仍存在仪器基线噪音高 ， 分离度差等问题 。 相 比而言采用 乙酸乙酯液液

萃取法不仅血浆样品 回收率高 ， 且仪器基线噪音低 ， 分离度也好 。 故本实验采用 乙酸

乙酯液液萃取作为血浆样品 的处理方法 。

２ ．５ ．４ ．２ 内标的选择

为了提高实验分析结果的准确度 ， 本实验采用 内标法对血浆中的党参炔苷含量进

行测定 。 因此选择合适的 内标物是至关重要的 。 预试时 曾应用正离子模式下常用 的 内

标卡马西平 、 黄芩苷、 连翘苷等进行探索 。 应用 己选定的血浆处理方法 ， 液质检测方

法进行试验 ， 从回收率 、 与待测物的分离度 、 正离子模式下的响应值等角度综合比较 ，

确定 以连翘苷作为 内标物 。

２ ．５ ．４ ．３党参炔苷灌 胃液的制备

党参炔苷是聚乙炔类化合物 ， 其溶解性为易溶于 甲醇、 乙醇 、 乙酸乙酯等有机溶

剂 ， 溶于乙醚 、 醋酸和氯仿 ， 微溶于苯和水 ， 不溶于二硫化碳和石油醚 。 因所配置的

党参炔苷溶液需灌 胃于大鼠 ， 故排除了有机溶剂的溶解方式 。 采用羧甲基纤维素钠溶

液超声溶解党参炔苷单体进行灌 胃液的配置 ， 羧 甲基纤维素钠能使党参炔苷均
一

分散

地溶解于溶液中 ， 且性质 比较稳定 。

２ ．５ ．４ ．４党参炔苷三种不同形式的药代动力学差异

由结果部分可知 ，
比较三者Ｃｍａｘ结果得知党参 中 的成分对党参炔苷单体的体内 的

达峰浓度无影响 ， 而健脾组方可提高党参炔苷单体在体 内 的达峰浓度 ；
比较三者Ｔｍａｘ

可知党参及健脾组方 中 的物质可使党参炔苷单体在体 内 的达峰时间推后 ；
比较三者

ＡＵＣ结果可知党参及健脾组方中 的物质可提高党参炔苷单体在体 内 的生物利用度 ； 比

较三者ＭＲＴ结果可知党参及健脾组方中 的物质可延长党参炔苷单体在体内 的平均滞留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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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比较三者ＣＬ结果可知党参及健脾组方中的物质可降低党参炔苷单体在体内 的清

除率 。 总体上讲党参及健脾组方中的物质有促进党参炔苷单体在体内 的吸收 ， 提高其

生物利用度的作用 。 也为中药组方配伍提供了实验依据 ， 充分体现了 中药配伍时相须

相使的理论 。

２ ．５ ． ５ 小结

本研宄建立了应用液质联用技术测定党参炔苷体内药代动力学的灵敏 、 准确的方

法 。 比较了党参炔苷以单体形式 、 党参的形式 、 健脾组方的形式大鼠灌 胃后的药代动

力学差异 。 总体上讲党参中 、 健脾组方中的物质有促进党参炔苷单体体 内吸收 ， 提高

其体内生物利用度的作用 。 为中药组方配伍时相须相使的理论提供实验依据 。

２ ．６ 蜕膜细胞的原代培养

本研宄的第
一

部分及第二 、 三部分对助孕丸中健脾组方的物质基础级药代动力学

进行了研宄 ， 在此基础上 ， 从本节起将 以蜕膜细胞为载体进行药效学方面的研宄 。 蜕

膜组织是子宫 内膜在胚泡植入后受孕激素的作用转化生成的 。 蛻膜组织成分复杂 ， 由

多种细胞组成 ，
可为胚胎提供营养 ， 分泌细胞因子 ， 阻止滋养细胞入侵 ， 保护胚胎免

受母体排斥等功能 。 对于妊娠的建立和维持至关重要 。 本实验结合参考文献对蜕膜细

胞进行了 原代培养及鉴定 。

２ ． ６ ． １ 实验 目 的

完成蜕膜细胞的原代培养及鉴定 。

２ ． ６ ． ２ 实验材料与方法

２ ．６ ．２ ． １ 标本来源 ： 蛻膜组织标本采集于广州 中医药大学第
一

附属医院妇科门诊

部人流室 ， 主动要求终止妊娠 （孕期在６
－

８周 ） 的正常健康妇女 。 （标本的收集获得医

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及患者本人同意 ）

２ ．６ ．２ ．２ 实验试剂及药物

ＤＭＥＭ／Ｆ １ ２培养液 ： Ｇ ｉ ｂｃｏ公司 ， 批号 ： ８ １ １ ３０８
；

０ ． ２５％胰蛋 白酶
－

ＥＤＴＡ ：Ｇ ｉ ｂｃｏ公司 ， 批号 ： １ ３９ １ ６０８
；

Ｄ
－

ｈａｎｋ ｓ ：Ｇ ｉ ｂｃｏ公司 ， 批号 ： ８ １ １ ３２９６
；

青霉素
－

链霉素溶液 ： Ｇ ｉ ｂｃ ｏ公司 ， 批号 ： ８ １ １ ３０３６
；

胎牛血清 ： Ｇ ｉ ｂｃ ｏ 公司 ， 批号 ： １ ３６５ ３４０
；

ＰＢＳ ：Ｈｙ ｃ ｌ ｏｎｅ ， 批号 ： ＮＹ １ ３０８ １ ２
；

—

抗 ： Ａｎ ｔ ｉ

－

Ｖ ｉｍｅｎｔ ｉ ｎＡｂｅａｍ公司 ， 批号 ： ａｂ８９７８
；

Ａｎ ｔ ｉ
－

Ｃｙ ｔ ｏｋｅｒａｔ ｉ ｎ７Ａｂｅａｍ公司 ， 批号 ： ａｂ９０２ １

焚光二抗 ： Ｇｏａｔａｎ ｔ ｉ
－

Ｒａｂｂ ｉ ｔＩ ｇＧ（Ｈ＋Ｌ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 ｙＡｎｔ ｉ ｂｏｄｙ ，

Ａ ｌ ｅｘａＦ ｌ ｕｏｒ？４８８ｃｏｎ ｊ ｕｇａｔ ｅ ， 批号 ： Ａ １ １ ００８
；

Ｇｏａｔａｎｔ ｉ
－

Ｍｏｕ ｓ ｅＩ ｇＧ（Ｈ＋Ｌ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Ａｎ ｔ ｉ ｂｏｄｙ ，

Ａｌ ｅｘａＦ ｌ ｕｏｒ？５９４ｃｏｎ ｊ ｕｇａｔ ｅ ， 货号 ： Ａ １ １ ００５ ；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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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荧光萍灭剂 ： ＰｒｏＬｏｎｇ
？Ｇｏ ｌ ｄＡｎｔ ｉ ｆａｄｅＲｅａｇｅｎｔｗ ｉ ｔｈＤＡＰ Ｉ ， Ｌ ｉ ｆｅ公司 批号 ：

Ｐ
－

３６９３ １
；

ＧｏａｔＳｅｒｕｍ ：Ｌ ｉ ｆｅ公司 ； 批号 ： ０ １
－

６２０ １
；

Ｔｒ ｉ ｔ ｏｎＸ
－

１ ００ ： Ｓ ｉ ｇｍａ
－

ａｌ ｄ ：ｒ ｉ ｃｈ公司 批号 ： Ｔ８７８７
－

１ ００ｍＬ
；

４％多聚 甲醛 ： 江苏碧云天生物技术研宄所 ， 批号 ： Ｐ００９８
；

米非司酮纯化制剂 （ Ｍ ｉ ｆｅｐｒ ｉ ｓ ｔ ｏｎｅ ， ＲＵ
－

４８６ ） ：Ｓ ｉ ｇｍａ ； 批号 ： １ ３０４ ３４０８
；

Ａｎｎｅｘ ｉｎ
－

ＰＩ凋亡检测试剂盒 ： 上海贝博生物技术公司 批号 ： ＢＢ １ ４０ １ ０ １
；

２ ．６ ．２ ．３ 实验仪器与设备 ：

Ｃ０２细胞培养箱 ： Ｇａ ｌａｘｙＲ型 ， Ｇａｌａｘｙ 公司

立体式压力蒸汽灭菌器 ： ＳＨＩＮＹＡ 公司

酶标仪 ： ＦＣ 型 ，
Ｔｈｅｒｍｏ 公司 ；

流式细胞仪 ： Ｇａ ｌ ｌ ｉ ｏｓ 型 ， ＢｅｃｋｍａｎＣｏｕ ｌ ｔ ｅｒ 公司 ；

Ｎ ｉ ｋｏｎ 倒置系统相差显微镜 ： Ｔ ｉ 倒置显微镜型 ， 日本 Ｎ ｉ ｋｏｎ 公司

２ ．６ ．２ ．４ 蜕膜标本采集 ： 人流手术时取蜕膜组织 ， 生理盐水迅速冲洗血污 ， 将蛻

膜组织置于含有双抗的Ｄ
－

ｈａｎｋｓ 液的无菌离心管中 ， 立即送至实验室进行培养 。

２ ．６ ．２ ．５ 蜕膜细胞分离与原代培养

（ １ ） 将蜕膜组织置于无菌培养皿中 ， 用 Ｄ
－

Ｈａｎｋｓ液 （含双抗 ） 充分洗涤至蜕膜组

织中无残留血污 ；

（ ２ ） 用灭菌后的眼科剪剪碎蜕膜组织 ， 重复此操作至蜕膜组织被剪碎至为 ｌ ｉｍｎ
２

左

右大小 ；

（ ３ ） 加入等体积的复合消化酶 （ ０ ．２ ５％胰酶与 ０ ． １％Ｉ 型胶原蛋 白酶以 ７ ： ３体积比配

置而成 ） ， 置于 ３ ７

°

Ｃ 、 ５％Ｃ０２培养箱中消化５ｍ ｉ ｎ
；

（ ４ ） 消化完成后 向培养皿中加入等体积的完全培养基终止消化 ；

（ ５ ） 将复合消化液过 ２００ 目 不锈钢筛网 ， 并收集滤液至离心管 内 ， １ ０００ｒ／ｍ ｉ ｎ Ｘ

１ ０ｍ ｉ ｎ
；

（ ６ ） 弃上清 ， 向沉淀中加入４倍体积的 ＤＭＥＭ／ｎ ２ 基础培养基 ｌ ＯＯＯｒ／ｍ ｉｎ Ｘ Ｉ Ｏｍ ｉ ｎ
；

（ ７ ） 弃上清 ， ＤＭＥＭ／Ｆ １ ２基础培养基重悬沉淀后用细胞计数仪计数 ，

（ ８ ） 计数后用完全培养基调整细胞悬液为 ３ Ｘ １ ０
５

个／ｍＬ
， 吹打混匀后均匀铺入培养

瓶中 ； 置于 ３ ７

°

Ｃ 、 ５％Ｃ０２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

（ ９ ） 培养 ３０ｍ ｉ ｎ后取出 ， 弃上清 ， 加入 ３ｍＬ完全培养基 ， 置于Ｃ０２培养箱中培养 。

２ ．６ ．２ ．６蜕膜细胞培养条件 ：

培养蜕膜细胞的培养基为完全培养基 （含 １ ０％胎牛血清的 ＤＭＥＭ／Ｆ １ ２培养基 ， ＰＨ 值

７ ．０
－

７ ．２ ） ， 置于 ３ ７

°

Ｃ 、 ５％Ｃ０２培养箱中培养 。 每天定期观察蜕膜细胞的生长状况 ， 培养

４８小时后换液 。 当蜕膜细胞铺满培养瓶瓶底９０％以上时 ， 用 ０ ． ２ ５％胰蛋 白酶进行消化传

代 。 蜕膜细胞前 ３代的培养需采用差时贴壁法进行纯化 。 具体操作 ： 将完成传代的蜕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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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细胞置于 （：０２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３０ｍ ｉｍ 之后吸去培养液及未贴壁的细胞 ， 加入新的

完全培养基即可 。

２ ．６ ．２ ．７ 蜕膜细胞的鉴定

细胞爬片 ： 将消化后的蜕膜细胞 ， 以 ４ Ｘ １ ０
５

个 ／ｍＬ的密度 ， 轻轻吹打混匀后均匀

铺入６ 孔板中 （其 内置有多聚赖氨酸包被过的盖玻片 ） ， 每隔４８小时换 １次液 。 待盖玻

片上铺满细胞时将其取出 。

２ ． ６ ．２ ．７ ． １ 免疫组化对细胞进行鉴定 ：

（ １ ） 爬片的细胞用 ＰＢＳ洗 ３次后 ， 加入４％多聚 甲醛 ， 于室温固定 ２０分钟 。

（ ２ ） 固定后的细胞用 ＰＢＳ轻洗 ３次 ， 加入０ ． １％Ｔｒ ｉ ｔｏｎＸ
－

１ ００（用 ＰＢＳ配制 ） ， 室温

透膜 １ ０分钟 ， 再用 ＰＢＳ洗３次。

（ ３ ） 用含 １ ０％山羊血清的 ＰＢＳ ， 室温封闭 ３０分钟 。

（ ４ ） 用封闭液按 １ ：１ ００稀释
一

抗 （双染 ） ， 加入到细胞中 ， 室温孵育 １小时 。

（ ５ ）
—

抗孵育结束后 ， 用 ＰＢＳ洗３次 ， 加入用封闭液按 １ ： １ ０００稀释的荧光二抗 ， 避

光孵育 １小时 。

（ ６ ） 二抗孵育结束后 ， 用 ＰＢＳ洗三次 ； 在载玻片上滴加含ＤＡＰ Ｉ的抗荧光淬灭封片

剂 ， 将含细胞的玻片反扣 ， 用指 甲油封片 。

（ ７ ） 放入冰箱中 ， 待指 甲油凝固后 ， 采用 ｚｅ ｉ ｓ ｓ７ １ 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进行拍照

成像 。

２ ．６ ．２ ．７ ．２ 蜕膜细胞分泌泌乳素的鉴定

（ １ ） 爬片后的细胞用 ＰＢＳ洗３次后 ， 加入４％多聚甲醛 ， 于室温固定 ２０分钟 。

（ ２ ） 固定后的细胞用 ＰＢＳ轻洗 ３次 ， 加入０ ． １％Ｔｒ ｉ ｔｏｎＸ
－

１ ００（用 ＰＢＳ配制 ） ， 室温

透膜 １ ０分钟 ， 再用 ＰＢＳ洗３次 。

（ ３ ） 用含 １ ０％山羊血清的 ＰＢＳ ， 室温封闭 ３ ０分钟 。

（ ４ ） 用封闭液按 １ ：１ ００稀释
一

抗 （双染 ） ， 加入到细胞中 ， 室温孵育 １小时 。

（ ５ ）
—

抗孵育结束后 ， 用 ＰＢＳ洗３次 ， 加入用封闭液按 １ ： １ ０００稀释的荧光二抗 ， 避

光孵育 １小时 。

（ ６ ） 二抗孵育结束后 ， 用 ＰＢＳ洗三次 ； 在载玻片上滴加含ＤＡＰ Ｉ的抗荧光淬灭封片

剂 ， 将含细胞的玻片反扣 ， 用指 甲油封片 。

（ ７ ） 放入冰箱中 ， 待指 甲油凝固后 ， 采用 Ｚ ｅ ｉ ｓ ｓ ７ １ 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进行拍照成

像 。

２ ．６ ．２ ．７ ．３ 透射 电镜下观察细胞的形态

当蜕膜细胞生长至平台期时 ， 对其进行消化处理后 ， 收集细胞液以 ８００ｒ／ｍ ｉ ｎ的转

速离心 ５ｒａ ｉ ｎ 。 用 ３％的戊二醛固定后送电镜室观察 。

２ ． ６ ． ３ 结果

２ ．６ ．３ ． １完成了蜕膜细胞的原代培养 。 原代培养的蜕膜细胞生长缓慢需约
一

周时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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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才能铺满培养瓶 。 原代培养的蜕膜细胞成分不单
一

， 以蜕膜基质细胞为主 。 蜕膜细

胞接种 ３ ０ｍ ｉ ｎ后开始贴壁生长 ， 细胞形态 以梭形和不规则星形为主 。 随着传代的进行 ，

蜕膜细胞逐渐伸展呈纤维状 。 其卵 圆形的细胞核位于胞体中央 ， 核仁边界清晰 ， 胞浆

丰富 。 生长至 ３ ７代的蜕膜细胞增长速度较快 ， 传代周期时间缩短为 ３ 日 。 光学显微镜

下观察蜕膜细胞原代图片 （见附图 １ ） 、 传代前照片 （见附图 ２ ） 。

２ ．６ ．３ ．２应用 免疫组化法对培养的蚊膜细胞进行鉴定显示 ： 波形蛋 白 （ Ｖ ｉ ｍｅ ｎ ｔ ｉ ｎ ）

的表达呈阳性 ， 角蛋 白 （
Ｃｙｔ ｏ ｋ ｅ ｒａ ｔ ｉ ｎ ？ ） 的表达呈阴性 。 蜕膜细胞免疫组化法鉴定 图

（见附图 ３ ） 。

２ ．６ ．３ ．３应用免疫组化法鉴定蜕膜细胞分泌泌乳素的功能显示所鉴定的细胞全部

都有泌乳素的表达 ， 表明所培养的蜕膜细胞纯度高 。 蜕膜细胞分泌泌乳素功能鉴定 图

（ 见附图 ４ ） 。

２ ．６ ．３ ．４ 经透射 电镜下可见蜕膜细胞超微结构 ， 其核仁大而明显 ， 糖原颗粒 比较

丰富 ， 染色质 以常染色质为主 。 （ 见附图 ５ ）

２ ．６ ．４ 讨论

２ ．６ ．４ ．１蜕膜细胞原代培养及鉴定方法

蜕膜细胞是
一

种与妊娠密切相关的细胞 ， 在受精卵形成后胚泡种植于子宫 内 膜

时 ， 子宫 内膜受卵巢激素的作用转化形成蜕膜组织 。 蜕膜组织对于孕卵 的着床和胚胎

的发育至关重要 ， 其成分复杂 ， 其中銳膜基质细胞 （ ＤＳ Ｃｄ ｅ ｃ ｉ ｄ ｕａ ｌｓ ｔ ｒｏｍａ ｌｃ ｅ ｌ ｌ ） 约

占蜕膜组织细胞数的 ７ ５％ ， 蜕膜基质细胞的功能主要包括参与蜕膜营养的供应 ， 分泌

细胞因子改善局部微环境和免疫调节等
［ １ ２９ ］

。 国外有文章报道
［

１ ３ ° ］

采用复合酶消化法可

优化蜕膜组织的消化步骤 ， 蜕膜细胞的纯化可采用全组份培养加传代的方法 ， 而泌乳

素免疫组化法可准确 、 灵敏地鉴定所培养的细胞
［

１ ３ １
］

。 故本实验采用 ０ ． ２ ５％胰酶与 ０ ．１ ％

Ｉ 型胶原蛋 白酶复合消化的方法进行蜕膜组织的消化 。 采用差时贴壁与 自然传代增殖

的方法进行纯化 。 利用蜕膜细胞间质来源的属性 ， 观察所培养细胞的波形蛋 白及角蛋

白 的表达情况 ， 鉴定 出所培养的细胞为蜕膜细胞 。 蜕膜基质细胞具有分泌泌乳素的特

异功能 ， 本实验利用该特性 ， 进
一

步对所培养的蜕膜细胞进行 了纯度的鉴定 。 结果表

明所培养的蜕膜细胞在分泌泌乳素功能方面具有高度的
一

致性 。

２ ．６ ．５ 小结

本节实验采用 复合酶消化的方法原代培养蜕膜细胞 ， 经差时贴壁与 自 然传代增殖

法对蜕膜细胞进行纯化 。 应用 免疫组化的方法对培养的细胞进行种类及功能的鉴定 。

为研宄健脾组方中各种化学成分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的干预作用 奠定基础 。

２ ．７ 健脾组方 中 化学成分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的影响

从实验第
一

部分我们得知健脾组方中化学成分多达几十种 ， 但宄竟哪些成分可能

对防治流产有作用 呢 ？ 带着这个 问题 ， 我们就结合参考文献及预实验条件摸索 ， 采用

６ ０ｐｍｏ ｌ ／Ｌ 的米非 司 酮溶液建立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 再 以模型为载体考察健脾组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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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方中的化学成分对模型的影响 。 从中初步筛选出对流产有作用 的化学成分 。

２ ． ７ ． １ 实验 目 的

建立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 探索健脾组方及其化学成分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的影响

及可能的作用机理。

２ ．７ ．２ 实验材料与方法

２ ．７ ．２ ． １ 标本来源 ： 蜕膜组织标本采集如前所述 。

２ ．７ ．２ ．２ 实验试剂及药物

ＤＭＥＭ／Ｆ １ ２培养液 ： Ｇ ｉ ｂｃｏ公司 ， 批号 ： ８ １ １ ３０８
；

０ ． ２５％胰蛋 白酶
－

ＥＤＴＡ ：Ｇ ｉ ｂｃｏ公司 ， 批号 ： １ ３９ １ ６０８
；

Ｄ
－

ｈａｎｋｓ ：Ｇ ｉ ｂｃｏ公司 ， 批号 ： ８ １ １ ３２９６
；

青霉素－链霉素溶液 ： Ｇ ｉ ｂｃｏＣｏ ， 批号 ： ８ １ １ ３０３６
；

胎牛血清 ： Ｇ ｉｂｃｏ 公司 ， 批号 ： １ ３６５３４０
；

ＰＢＳ ：Ｈｙｃ ｌ ｏｎｅ ， 批号 ： ＮＹ １ ３０８ １ ２
；

米非司酮纯化制剂 （ Ｍ ｉ ｆｅｐｒ ｉ ｓ ｔｏｎｅ ，
ＲＵ

－

４８６ ） ：Ｓ ｉ ｇｍａ ； 批号 ： １ ３０４３４０８
；

２ ．７ ．２ ．３ 蜕膜细胞损伤模型的建立及健脾组方药物干预

２ ．７ ．２ ．３ ． １ 米非司酮母液制备 ： 取米非司酮纯化制剂 ４ ．３ｍｇ 溶于 １ ００＃ 无水乙醇

中 ， 再加入５０％的 乙醇９００吣 ， 形成 ｌ Ｘ ｌ ｔＴｍｏ ｌ／ ｌ的米非司酮母液 。 取６０ｐＬ ｌ Ｘ １ ０

＿

２

ｍｏ ｌ／Ｌ

的米非司酮母液加至 １ ０ｍＬＤＭＥＭ／Ｆ １ ２ 基础培养液中 ， 形成６ （Ｖｍｏ ｌ ／Ｌ 的米非司酮造模溶

液 。 各反应体系的加入量 ： ６ 孔培养板 ， 每反应体系加入 ｌｍＬ ， ９６ 孔板每个９６孔板每

反应体系加入 １ ００
｜

ｉＬ ；

２ ．７ ．２ ．３ ．２健脾组方单体溶液及复方溶液的制备

党参炔苷单体溶液 ： 精密称取党参炔苷单体 ｌ ｍｇ ， 缓慢加入５〇ｎＬ的二 甲基亚砜溶

液及 ５〇ｎＬ的 ＤＭＥＭ／Ｆ １ ２基础培养基 ， 使其完全溶解 ， 形成 １ ０ｍｇ／ｍＬ的党参炔苷母液备用 。

使用时用 ＤＭＥＭ／Ｆ １ ２基础培养基稀释至 ｌ ＯＯｐｇ／ｒａＬ 。

黄芪 甲苷单体溶液 ： 精密称取黄芪 甲苷单体 ｌ ｍｇ ， 缓慢加入 ｌ ＯＯ＾Ｌ的二 甲基亚砜溶

液 ， 使其完全溶解 ， 形成 ｌ Ｏｍｇ／ｍＬ的黄芪 甲苷母液备用 。 使用时用 ＤＭＥＭ／Ｈ ２基础培养

基将其稀释至 ２ｐｇ／ｍＬ 。

白术内酯 Ｉ 单体溶液 ： 精密称取 白术 内酯 Ｉ 单体 ｌｍｇ ， 缓慢加入 １ ００汕的二 甲基亚

砜溶液 ， 使其完全溶解 ， 形成 ｌ Ｏｍｇ／ ｔｎＬ的 白术 内酯 Ｉ 母液备用 。 使用时用 ＤＭＥＭ／Ｆ １ ２

基础培养基将其稀释至 １ ２ ．５ｎｇ／ｒａＬ 。

毛蕊异黄酮单体溶液 ： 精密称取毛蕊异黄酮单体 ｌｍｇ ， 缓慢加入 １ ００叫的二 甲基亚

砜溶液 ， 使其完全溶解 ， 形成 １ ０ｍｇ／ｍＬ的毛蕊异黄酮母液备用 。 使用时用 ＤＭＥＭ ／Ｆ １ ２基

础培养基将其稀释至 ５
ｆ
ｉｇ／ｍＬ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单体溶液 ： 精密称取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单体 ｌｍｇ ， 缓慢加

入 １ ００卟的二甲基亚砜溶液 ， 使其完全溶解 ， 形成 １ ０ｍｇ／ｍＬ的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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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 。 使用时用 ＤＭＥＭ／Ｆ １ ２基础培养基将其稀释至２ｐ
Ｌ／ｍＬ 。

健脾组方溶液 ： 精密称取健脾组方提取物４ｍｇ至 ５ｍＬＥＰ管 内 ， 加入４ｍＬＤＭＥＭ／Ｆ １ ２基

础培养基 ， 制成 ｌ ｍｇ／ｍＬ的健脾方溶液 ， 过０ ． ２２阿的滤器后 ， ４
°

Ｃ保存备用 。

孕酮溶液 ： 将黄体酮注射液 （２０ｍｇ／ｍＬ ） 用 ＤＭＥＭ／Ｆ １ ２基础培养基稀释至 ２ 〇ｎｇ／ｍＬ４
°

Ｃ

保存备用 。

２ ．７ ．２ ．３ ．３实验分组及给药 ：

正常组 ： ＤＭＥＭ／Ｆ １ ２ 基础培养液

模型组 ： 应用 ６０网ｏ ｌ／Ｌ的米非司酮造模溶液造模２４ｈ后 ， 弃造模液 ，
ＰＢＳ清洗２次

后加入ＤＭＥＭ／Ｆ １ ２ 基础培养液 ， 继续培养２４／４８ｈ 。

党参炔苷组 ： 应用 ６〇ｎｍｏ ｌ ／Ｌ的米非司酮造模溶液造模２４ｈ后 ， 弃造模液 ， ＰＢＳ清洗

２次后加入 ｌ ＯＯｐｇ／ｒａＬ的党参炔苷单体溶液 ， 继续培养 ２４／４８ｈ 。

黄芪 甲苷组 ： 应用 ６〇ｎｍｏ ｌ ／Ｌ的米非司酮造模溶液造模２４ｈ后 ， 弃造模液 ， ＰＢＳ清洗

２次后加入２ｐｇ／ｍＬ的黄芪 甲苷单体溶液 ， 继续培养２４／４８ｈ 。

白术内酯 Ｉ 组 ： 应用 ６０网ｏ ｌ ／Ｌ的米非司酮造模溶液造模２４ｈ后 ， 弃造模液 ， ＰＢＳ清

洗２次后加入 １ ２ ＿５
ｔ
ｉｇ／ｍＬ的 白术内酯 Ｉ 单体溶液 ， 继续培养２４／４８ｈ 。

毛蕊异黄酮组 ： 应用 ６０Ｍｒａｏ ｌ ／Ｌ的米非司酮造模溶液造模２４ｈ后 ， 弃造模液 ， ＰＢＳ清

洗２次后加入５ｐｇ／ｍＬ的毛蕊异黄酮单体溶液 ， 继续培养２４／４８ｈ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 ： 应用 ６０ｐ ｒｎ〇 ｌ ／Ｌ的米非司酮造模溶液造模２４ｈ后 ， 弃造模

液 ， ＰＢＳ清洗２次后加入２ｐＬ／ｍＬ的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单体溶液 ， 继续培养２４／４８ｈ 。

健脾组方组 ： 应用 ６０
ｊ

ｍｏ ｌ ／Ｌ的米非司酮造模溶液造模２４ｈ后 ， 弃造模液 ， ＰＢＳ清洗

２次后加入 ｌｍｇ／ｍＬ的健脾组方溶液 ， 继续培养２４／４８ｈ 。

孕酮组 ： 应用 ６０叫〇 １几的米非司酮造模溶液造模２４ｈ后 ， 弃造模液 ，
ＰＢＳ清洗 ２次

后加入２ （＾ｇ／ｍＬ的孕酮溶液 ， 继续培养２４／４８ｈ 。

２ ．７ ．２ ．４ＭＴＳ法检测细胞增殖活力

（ １ ） 将原代培养的蜕膜细胞以 １ ． ５ Ｘ １ ０
４

个／ｍＬ的密度接种于９６孔板 ，
１ ０ （ＶＬ／？Ｌ ， 置

３ ７

°

Ｃ 、 ５％ （：０２细胞培养箱培养４８ｈ 。

（ ２ ） 弃旧培养液 ， 用 ＰＢＳ洗两次 ， 每次 ３ｍ ｉ ｎ 。

（ ３ ） 加入ＤＭＥＭ／Ｆ １ ２基础培养液 ， ｌ ＯＯ＾Ｌ／孔 ， 置于 ３７

°

Ｃ 、 ５％ Ｃ０
２细胞培养箱继续培

养２４ｈ ， 使蜕膜细胞生长同步化 。

（ ４ ） 根据实验设计进行分组 ， 将细胞分成９组 ， 每组设６个复孔 ， 每孔所加试剂均

为 ｌ ＯＯ
ｊ
ｉＬ 。 空 白组加入ＤＭＥＭ／Ｆ １ ２基础培养液 ， 其余各组每孔加入６０

｜
ｉｍｏ ｌ ／Ｌ的米非司酮

造模溶液 。 将９ ６孔板放回细胞培养箱中 ， 继续孵育 ２４ ｈ 。

（ ５ ） 造模２４ｈ后 ， 弃各孔中的培养液 ， 加ＰＢＳ清洗三次每次３ｍｉ ｎ 。 向空 白组及模型

组各孔 内加入ＤＭＥＭ／Ｆ １ ２基础培养液 ｌ ＯＯｐＬ ， 其余各组加入相应药物 ｌ ＯＯ＾Ｌ 。 将９ ６孔板置

于细胞培养箱中 ， 孵育 ２４／４８ｈ 。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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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 孵育 ２４／４８ｈ后 ， 向 ９６孔板每个孔内加入２０吣的ＭＴＳ ， 置于细胞培养箱中 ， 继

续孵育４ｈ 。

（ ７ ） 孵育 ４ｈ后将细胞培养板取出 ， 使用酶联免疫分析仪检测各孔在４９０ｎｒａ波长处

的吸光度值 （ ＯＤ值 ） 。

（ ８ ） 每组实验重复 ３次 ， 取平均值 。

２ ．７ ．２ ．４Ａｎｎｅｘ ｉ ｎＶ
－

Ｐ Ｉ 检测蛻膜细胞凋亡率 ：

（ １ ） 将蜕膜细胞以 １ Ｘ １ ０５个／ｍＬ密度接种于 ６孔板 ， 每孔体积为 ｌｍＬ ， 接种后将６孔

板置于细胞培养箱种培养４８ｈ 。

（ ２ ）４８ｈ后吸出 旧培养液 ， 用 ＰＢＳ清洗
一

遍洗 １遍 （ ３ｍ ｉｎ ） ， 加入 ｌｍＬ的 ＤＭＥＭ／Ｆ １ ２ 基

培养液 ， 置于细胞培养箱中 ， 继续培养２４ｈ ， 使蜕膜细胞生长同步化 。

（ ３ ） 同步化后 ， 吸出 旧培养液 ， 除正常组外 ， 其余各孔加入 ｌｍＬ６０网ｏ ｌ ／Ｌ的米非

司酮造模溶液 ， 造模培养２４ｈ 。

（ ４ ） 吸出造模溶液 ， 用 ＰＢＳ洗２遍 ， 每次３ｍｉ ｎ 。 向正常组及造模组加入 ｌｍＬ ＤＭＥＭ／Ｆ １ ２

基础培养液 ， 其余各组加入相应药物 ｌｍＬ 。 继续培养２４／４８ｈ 。

（ ５ ） 培养２４／４８ｈ后将贴壁的蜕膜细胞消化下来 ， 以 ２０００ｒ／ｍ ｉ ｎ的转速离心 ５ｍ ｉ ｎ 。

弃上清 ， 用冷ＰＢＳ 洗涤细胞两次 ， 以 ２０００ｒ／ｍ ｉ ｎ的转速离心 ５ｍｉ ｎ 。

（ ６ ） 弃上清后 ， 每管中加入４０〇ｎＬ ｌ Ｘ Ａｎｎｅｘ ｉ ｎＶ结合液悬浮细胞 。

（ ７ ） 向细胞悬浮液中加入５
ｆ

ｉＬＡｎｎｅｘ ｉ ｎＶ
－

ＥＧＦＰ 染色液 ， 轻轻混匀后于 ２
－

８

°

Ｃ避光

条件下孵育 １ ５ 分钟 ；

（ ８ ） 继续加入 １ ０吣 Ｐ Ｉ染色液 ， 轻轻混匀于 ２
－

８

°

Ｃ避光条件下孵育 ５ｍ ｉ ｎ 。 在 １小时

内用流式细胞仪进行检测 。 检测结果重复三次 。

２ ． ７ ． ２ ．５Ｗｅ ｓ ｔｅｒｎＢ ｌ ｏｔ检测各组凋亡蛋 白 的表达

２ ．７ ．２ ．５ ． １ 收集细胞蛋 白

（ １ ）将蜕膜细胞以 １ Ｘ１ ０
５

个／此密度接种于６孔板 ， 每孔体积为 Ｉ ｒａＬ ， 置于 ３ ７

°

Ｃ 、 ５％Ｃ０２

细胞培养箱培养４８ｈ 。

（ ２ ） 弃旧培养液 ， 除正常对照组外 ， 各孔加入 ｌ ｒａＬ ６ （Ｖｍｏ ｌ ／Ｌ的米非司酮造模溶液 ，

造模培养２４ｈ 。

（ ３ ）吸出造模溶液 ， 用 ＰＢＳ洗２遍 ， 每次３ｍ ｉ ｎ ， 正常组及造模组分别加入 ｌ ｍＬＤＭＥＭ／Ｆ １ ２

基础培养液 ， 其余各组加入相应药物 ｌｍＬ ， 培养２４／４８ ｈ 。

（ ４ ） 吸出含药培养液 ， 用 ＰＢＳ洗２遍 ， 每次３ｍ ｉ ｎ ， 向 ６孔板中 的每个孔 内加入 １ ５０沘

蛋 白裂解液 ， 置于冰上静置５ｍ ｉ ｒｕ

（ ５ ） 用细胞刮板刮下各孔表面的细胞 ， 将裂解的细胞同裂解液转移至相应ＥＰ管 内 ，

ＥＰ管插入碎冰中静置 ３〇ｍ ｉ ｎ 。

（ ６ ）３０ｍｉ ｎ后取出 ＥＰ管 以 １ ２０００ｒ／ｒａ ｉ ｎ的转速置于４

°

Ｃ离心机 内离心 １ ５ｍ ｉｎ 。

（ ７ ） 离心后取上清转移至相应 ＥＰ管内 。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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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 以ＢＣＡ进行蛋 白定量 ， 调蛋 白浓度
一

致 ， 以每组加入５ Ｘ ＳＤＳ ＰＡＧＥ蛋 白上样缓

冲液３ｍＬ
， 瞬离 ，

１ ００

°

Ｃ变性５ｍ ｉ ｎ ， ２０

ａ

Ｃ保存备用 。

２ ．７ ．２ ．５ ．２ＢＣＡ法进行细胞蛋 白定量

（ １ ） 依据待测待测样品 的数量 ， 将ＢＣＡ试剂盒中 的试剂Ａ和试剂 Ｂ以 ５０ ： １ 的体积比

进行均匀混合。

（ ２ ） 取 ｌｍｌ的蛋 白标准配制液 ， 将２０ｍｇ的ＢＳＡ完全溶解 ， 配置成２０ｍｇ／ｍＬ的蛋 白标

准溶液 ， 置于 ２０

°

Ｃ的冰箱内备用 。

（ ３ ） 取２０ｍｇ／ｍｌ 的蛋 白标准溶液２ ．５ｐ
Ｌ用稀释液稀释至５００

（

ｘｇ／ｍＬ 。

（ ４ ） 将标准品按 ０ 、 １ 、 ２ 、 ４ 、 ８ 、 １ ２ 、 １ ６ 、 ２〇ｎＬ加到 ９６孔板的标准孔内 ， 每孔 内

不足２０汕的加入标准品稀释液补充至２０汕。

（ ５ ） 向 ９６孔板内加入适量待测样品 ， 用标准品稀释液补充至 ２０ｐＬ 。

（ ６ ） 各个孔内加入２００吣的 ＢＣＡ 工作液 ， ３ ７

°

Ｃ下放置３ ０分钟 。

（ ７ ） 测定各个孔在 ５ ７０ｎｒａ处的吸光度值 ， 建立标准曲线 ， 并计算出样品蛋 白 的浓

度 。

（ ８ ） 结合样品蛋 白 的浓度 ， 将蛋 白进行等量分装 ， 加入上样缓冲液 ， 于沸水中煮

蛋 白 ５ｍ ｉ ｎ ， 置于冰上立即冷却 ， 瞬时离心 ，

－

２０

°

Ｃ冰箱保存 。

２ ．７ ．２ ．５ ．３Ｗｅ ｓ ｔ ｅｒｎＢ ｌ ｏ ｔ步骤 ：

（ １ ） 制胶

按厂商的使用指南操作 ， 具体步骤为 ： 将两块千净的玻璃平板和 ０ ． ７５ｍｍ垫片组装

电泳装置中玻璃平板夹层 ， 并固定在灌胶支架上 。 立即用吸管将分离胶液体沿夹层中

长玻璃的边缘加入于玻璃平板夹层中 ， 再从另
一边垫片往夹层的液面顶部缓缓加入

一

层水 。 让凝胶在室温下聚合６０ｍ ｉ ｎ左右 ， 倾去顶层的水 ， 尽量用吸水纸吸干凝胶上部

的水 。 用吸管将液体沿
一

条垫片加入到玻璃平板夹层 ， 直至夹层的顶部 。 将０ ． ７５ｍｍ厚

１ ５孔的梳子插入夹层的积层胶液中 ， 必要时再加积层胶液体充盈剩余空间 。 让积层胶

层室温聚合６０ｍ ｉ ｎ左右 。

（ ２ ） 电泳

小心拔出梳子 ， 避免损伤凝胶加样孔 。 将凝胶板固定到电泳装置的上缓冲液室 （上

槽 ） ， 两凝胶板之间加入 １ Ｘ ＳＤＳ电泳缓冲液 ， 将同样浓度的蛋 白质样品等体积加入到

样品孔中 ， 小心加样 ， 避免蛋 白溢出 。 同时往下缓冲液室 （ 下槽 ） 加入推荐量的 Ｉ Ｘ

ＳＤＳ 电泳缓冲液 。 将固定于上槽的凝胶板放入下槽中 。 连接电源 ， 先在 ７０Ｖ下电泳至溴

酚蓝燃料从积层胶进入分离胶 （ ３０ｍ ｉ ｎ ） ， 再将 电压调至 １ ２０Ｖ继续 ６５ｍ ｉ ｎ 。 关闭 电源并

撤去连接的导线 ， 弃去 电泳缓冲液 ， 连同上槽
一

起将凝胶夹层取出 。

（ ３ ） 转膜

将凝胶板从上槽解离 出来 ， 撬起上面的玻璃平板 ， 使凝胶暴露出来 。 接下来进行

转膜 ， 把ＮＣ膜先浸于盛有少量转膜缓冲液的浅托盘中 ， 把滤纸也浸泡于其中 。 按
一

下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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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放置转换装置 ， 平放底部电极 （ 阴极 ） ， 放
一

张海绵垫片 ， 在海绵垫片上放置 １张

用转移缓冲液浸泡过得滤纸 ， 转移凝胶至滤纸上 ， 覆盖ＮＣ膜 ， 注意避免产生气泡 ， 逐

张叠放 ， 精确对齐 ， 然后用
一

玻璃移液管作滚筒 以挤出气泡。 将靠上方的电极 （ 阳极 ）

放于夹层物上 ， 连接电源 ， 根据凝胶面积按２００ｍＡ接通电流 ， 转移６０ｍｉ ｎ 。

（ ４ ） 封闭与孵育 ：

把ＮＣ膜取出 ， 以 ＴＢＳＴ溶液漂洗５ｍ ｉ ｎ Ｘ ３次 ， 每次更换新的 ＴＢＳＴ溶液 ； 弃去ＴＢＳＴ ，

加入５％脱脂奶溶液的平皿中 ， 平放在平缓摇动的摇床平台上于室温温育 ｌ ｈ
； 加入

一

抗

稀释液稀释的
一

抗 ， 于４
°

Ｃ过夜 ； 弃
一

抗液体 ， 以ＴＢＳＴ溶液漂洗 ５ｍ ｉ ｎ ， 重复３次 ， 每次

更换新的ＴＢＳＴ溶液 ； 加入二抗稀释液 ， 温室摇床慢摇 ｌｈ ， 把滤膜转移至ＴＢＳＴ溶液漂洗

５ｍｉ ｎ ， 重复 ３次 ， 每次更换新的ＴＢＳＴ溶液 。

（ ５ ） 显色 ：

把经漂洗的ＮＣ膜转移至
一

浅托盘上 ， 按滤膜面积加入０ ．ｌｍＬ／ｃｍ
２

的底物溶液 １ ： １的

试剂Ａ和试剂Ｂ ， 室温反应５ｒａｉ ｎ ， 于成像仪上成像。

（ ６ ） 计算结果 ： 凋亡相关蛋 白相对表达率＝条带灰度值／ｐ

－

ｔｕｂｕ ｌ ｉ ｎ灰度值 。

２ ．７ ．２ ．５ ．４ 统计 ： 统计结果 以 ＳＰＳＳ １ ９ ． 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

统计结果采用均数 土标准差表示。 数据资料满足正态性与方差齐性 ， 多个样本均数比

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 Ｏｎｅ
－

Ｗａｙ
ＡＮ０ＶＡ ） 检验 ， 方差齐用 ＬＳＤ 检验 ； 方差不齐则采用

Ｔａｍｈａｎｅ 检验进行检验。 Ｐ＜ ０ ．０５ 有统计学意义 。 以上实验均重复三次 。

２ ．７ ． ３ 结果

２ ．７ ．３ ．１ＭＴＳ 法检测各药物组分对蛻膜细胞损伤模型增殖活力的影响

如表 １ １ 所示 ： 对于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ＭＴＳ 检测其增殖活力结果显示 ， 各药物组

分作用 ２４ｈ 后 ，
空 白组与模型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 ．０ ５ ）

， 党参块苷组 、 毛蕊异黄

酮组 、 健脾组方组与模型组比较都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 ．０５ ）
； 孕酮组、 黄芪 甲苷组、

白术 内酯 Ｉ 组、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与模型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 。 各药物

组分作用 ４８ｈ
，
空 白组与模型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 ， 孕酮组 、 黄芪 甲苷组 、 党

参炔苷组 、 毛蕊异黄酮组 、 健脾组方组与模型组比较都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 ） ； 白

术 内酯 Ｉ 组、 毛蕊异黄酮葡萄苷组与模型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 Ｐ＞ ０ ．０５ ） 。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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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 健脾组方各组分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增殖活 力 的影响 （ ０ Ｄ４ ９ ０ ）（ ｎ
＝
７ ，Ｚ

土 Ｓ ）

分组


２ ４ ｈ


４８ ｈ


ＦＰ ＦＰ

正常组 ０ ． ４６ ９ 土 ０ ． ０ １ ９

＊

３ ６ ． ４２０ ． ００ ． ５ ５ ４ ± ０ ． ０３ ３

＊

４ ８ ． ６ ５０ ． ０

模型组 ０ ．２４９± ０ ．０ １ ３ ０ ．２ ８ ９ ± ０ ． ０２ １

孕酮组 ０ ．３ ３ １ ± ０ ．０２ ８ ０ ．４２ ６ ± ０ ．００４
＊

黄芪 甲苷组 ０ ．２ ７ ５ ± ０ ．０３ １ ０ ．４ ３ ３ ± ０ ．０２０

＊

党参炔苷组 ０ ．３ ０４± ０ ．Ｏ ｉ ｌ

５＊

 ０ ．５ ２ ９ ± ０ ． ０２０
＊

白术 内 酯Ｉ组 ０ ． ２ ７ ５ ± ０ ．０ １ ２ ０ ．３ ６ ３ ± ０ ．０２ １

毛蕊异黄酮组 ０ ． ３ １ ２ ± ０ ． ０２ ２

ｓ＊

 ０ ． ４ ０ ５ ± ０ ． ００ ５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０ ． ２ ７ ７ ± ０ ．０４ ８ ０ ． ４ １ １ ± ０ ． ０６ ８

健脾组方组


０ ． ４２ ５ ± ０ ． ０４２

０



０ ． ５ ６４ ± ０ ． ０３ ０

＋



注 ： ２４ｈ ：

５ ８ ５

与模型组 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 ５ ）
；４ ８ ：与模型组 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 ５ ）

；

２ ．７ ．３ ．２Ａ ｒｍ ｅ ｘ ｉ ｎＶ
－

Ｐ Ｉ 法流式检测各药物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早期凋亡率的影响

如表 １ ２ 及图 ２ ６ 所示 ： 各组药物作用 ２ ４ ｈ 后 ， 与模型组 比较正常组的早期凋亡率低于

模型组且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〇 ．０５ ） ， 表 明所造的蜕膜细胞损伤模型是成功的 ； 孕酮组

与模型组 比较其早期凋亡率高于模型组有统计学意义 （ Ｐ＜ ０ ．０ ５ ） ， 表明孕酮对米非司

酮造模的损伤模型有促进早期凋亡的作用 ； 黄芪 甲苷组 、 党参炔苷组 、 白术 内酯 Ｉ 组 、

毛蕊异黄酮组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 、 健脾组方组早期凋亡率均低于模型组且具有

统计学意义 （ Ｐ 〈 〇 ．０５ ） ， 表明 以上各组药物有抑制蜕膜细胞细胞早期凋亡的作用 。 各

组药物作用 ４８ ｈ 后 ， 模型组与正常组 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 ５ ） ， 表明所造的蜕膜

细胞损伤模型在 ４ ８ ｈ 仍有意义 ； 孕酮组 、 黄芪 甲苷组 、 白术 内 酯 Ｉ 组与模型组 比较凋

亡率无差异 （ Ｐ ＞ 〇 ．０ ５ ）
； 党参炔苷组 、 毛蕊异黄酮组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 、 健脾

组方组的早期凋亡率低于模型组且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〇 ．０ ５ ）
； 表明党参炔苷组 、 毛蕊

异黄酮组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 、 健脾组方组作用 ４ ８ ｈ 时仍存在抑制蜕膜细胞损伤

模型早期凋亡的作用 。

， 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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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６ 各药物组分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早期凋亡率的影响

Ｚ
： 正常组 ；

Ｍ ： 模型组 ；
Ｐ

： 孕酮组 ；

Ｈ ： 黄芪 甲苷组 ；
Ｄ

： 党参炔苷组 ；
Ｂ

： 白术 内酯 丨 组
；

ＭＴ
： 毛蕊异黄酮组 ；

ＭＧ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 ；
Ｆ

： 健脾组方组 ；

表 １ ２ 各药物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早期 凋亡率的影响 （ ｎ
＝
３ ，２土 Ｓ ）

分组 ２４ ｈ


４ ８ｈ




ＦＰ


Ｆ


ｌ

＾

正常组 １ ． ９６ 土 ０ ． １ ５

＊

２ ５ ６ ． ３ ８０ ． ０２ ． ３ ３ ± ０ ． ０ ３

＊

 １ ９８ ． １ ３０ ． ０

模型组 ７ ． ４２ ± ０ ． ３ ５ ５ ． ３ ８ ± ０ ．１ ５

孕酮组 ９ ．４ ７ ± ０ ．６ ９

ｓ＊

 ５ ． １ ０ 士 ０ ．１ ５

黄芪 甲苷组 ３ ． ００ ± ０ ．１ ４

＊

 ５ ． ２ ４ ± ０ ．１ １

党参块苷组 ２ ．３ ０ ± ０ ．１ ４

ｓ ５

 ３ ．１ ２ 土 ０ ．２ ３

＊

白术 内酯Ｉ组 ５ ．１ ０ ± ０ ．ｌ ：ｆ ４ ．９ ０ ± ０ ．１ ６

＊

毛蕊异黄酮组 ３ ． ４ ３ 士 ０ ． ２ １

＊

 ２ ． ３ ５ ± ０ ． ２ ６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２ ． １ ８ ± ０ ．１ ６

—

 １ ． ６ ０ 土 ０ ． ２ ４

＊

健脾组方组


２ ．４ ７ ± ０ ．０８

￥



４ ．２ ３ ± ０ ．１ ９

＋



注 ： ２ ４ｈ ：
５８

与模型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 ５ ） ；４ ８ ，与模型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 ５ ）
；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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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７ ．３ ．３Ｗｅ ｓ ｔ ｅｒｎＢ ｌ ｏｔ 法检测各药物组分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凋亡蛋 白表达的影响

表 １ ３ 各组药物干预模型后凋亡蛋白 Ｃａ ｓｐａｓｅ３ 表达 （ ｎ
＝
３ ，Ｚ

士 Ｓ ）

分组


２４ｈ


４８ｈ




ＦＰ


Ｆ


Ｐ


正常组 １ ． ００ ± ０ ． ００ １ １ ． ６９０ ． ０ １ ． ００ ± ０ ． ００
＊
２ ． ７６０ ． ０４

模型组 １ ．６ ７± ０ ．３９ １ ．５６± ０ ．１４

孕酮组 １ ． ３９± ０ ．１ ５ １ ． ０３ ± ０ ． ２０
＊

黄芪 甲苷组 ０ ． ９ ７ ± ０ ．１ ３ １ ． ０５ ± ０ ． ２５
＊

党参炔苷姐 １ ． ６３ ± ０ ． ２２ １ ． ３ １ ± ０ ． １９

白术内酯Ｉ组 ０ ．５８ ± ０ ．７０ ０ ．９４± ０ ．２６
＊

毛蕊异黄酮组 ０ ． ８０ 土 
０ ． ８４ １ ． ０３ ± ０ ． ３４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 １ ．４５ 土 ０ ．２ ３ １ ． １４± ０ ．１ ０

＊

健脾组方组


１ ． ８ ７ ± ０ ． ２９


１ ． ２６± ０ ．１ ７



注 ： ２４ｈ ：

８ ５

与模型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 ． ０５ ）
；４８，与模型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 ．０ ５ ）

；

表 １ ４ 各组药物干预模型后凋亡蛋白 Ｇａｓｐａｓｅ９ 表达 （ ｎ
＝３ ，Ｘ

土 Ｓ ）

分组


２４ｈ


４８ ｈ




ＦＰ


Ｆ


Ｐ


正常组 １ ． ００ ± ０ ． ０ （ｆ １ ９ ． ９ １０ ． ０Ｌ ００ ± ０ ． ００
＊
６ ． ８８０ ． ０

模型组 １ ． ９ １ ± ０ ． ３ １ １ ．７２ ± ０ ． ２４

孕酮组 １ ．１ ８± ０ ．１ ３

＊

 １ ．４９土 ０ ．１ ５

黄芪 甲苷组 １ ． ２９ ± ０ ．１ ７

＊

 １ ． ４２ ± ０ ．１ ３

＊

党参炔苷组 ２ ． ００ ± ０ ． ３４ １ ． ４ １ ± ０ ． ０８

＊

白术内酯Ｉ组 ０ ． ５６ ± ０ ． ０９

＆

 １ ． １ ６土 ０ ． １ ２

＊

毛蕊异黄酮组 １ ． ４４± ０ ．１ ８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０ ． ３ ５ ± ０ ．１ ２

ｓ＊

 １ ． ３９± ０ ．１ ７

＊

健脾组方组


１ ．１ ０ 土 ０ ．１ ８

＆



１ ． ８ １ ± ０ ． ２ ７



注 ： ２４ｈ ：
８ ５

与模型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Ｐ＜ ０ ． ０５ ）
；４８ ：与模型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 ． ０ 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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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５ 各组药物干预模型后凋亡蛋白 Ｂｃ ｌ

－

２ 表达 （ ｎ
＝３ ，２

土 Ｓ ）

分组 ２４ｈ


４８ｈ




ＦＰ


ＦＰ

正常组 １ ． ００ ± ０ ． ０ （ｆ １ ８ ． ５ ５０ ． ０ １ ． ００士 ０ ． ００

★

７ ． ３ ７０ ． ０

模型组 ０ ． ４３ ± ０ ．１ １ ０ ． ６０± ０ ． ０ ７

孕酮组 １ ．５８± ０ ．２ ９

ｓ＊

 １ ．５ １ ± ０ ．３ ３

＊

黄芪 甲苷组 ０ ． ５ ５ ± ０ ．１ ３ １ ． ３ ３ ± ０ ．１４
＊

党参炔苷组 ０ ． ８９ ± ０ ．ｌ （ｆ １ ． ５２ 土 ０ ． ２ ７
＊

白术 内酯Ｉ组 ０ ． １ ４土 ０ ． ０６ １ ． ７６ 士 ０ ． ３５

＊

毛蕊异黄酮组Ｕ ｌ ｉ ＯＪ ？

５＂

 １ ． ５ ７ 土 
０ ． ２８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 １ ．６７ ± ０ ．３６

ｓ ５

 １ ． ４ ７ ± ０ ．１ ７

＊

健脾组方组


１ ． ８０ 土 ＯｊＰ


１ ．５９± ０ ． １ ９

＋



注 ： 与模型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Ｐ〈 ０ ．０ ５ ）
；４８ ：与模型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 ．０ ５ ） ；

表 １ ６ 各组药物干预模型后凋亡蛋 白 Ｂａｘ 的表达 （ ｎ
＝３ ，土 ｓ ）

分组 ２ ４ｈ


４８ｈ




ＦＰ


Ｆ


Ｐ


正常组 １ ． ００ ± ０ ． ００
＊

 １ ４ ． ３ ３０ ． ０ １ ． ０ ０土 ０ ？００
＊

 １ ７ ． ６８０ ． ０

模型组 １ ． ４９± ０ ． ３６ １ ． ４ ２ ± ０ ．１ ５

孕酮组 ０ ．４ ７± ０ ．０５
ｓ ＂

 ０ ． ６８士 ０ ．１ ５

＊

黄芪 甲苷组 Ｏ ． ｅ Ｔ ｉ Ｏ ． Ｏ ？

５＊

 １ ． １ ８ 土 
０ ． １ ５

＊

党参炔苷组 ０ ． ８２± ０ ． ０９

＊

 ０ ． ５ ５ ± ０ ．１ ２

＊

白术 内酯Ｉ组 ０ ． ２ ７± ０ ．ｌ （ｆ ０ ．７ １ 土 ０ ．１ ３
＊

毛蕊异黄酮组 ０ ． ６８ 土 ０ ． ２ （ｆ １ ． ２ ０ ± ０ ．１ ２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０ ．７４± ０ ．１ ２

５＊

 ０ ．８ ５ ± ０ ．１ ０
＊

健脾组方组


０ ．８０± ０ ．１ ３

￥



０ ． ７９ 士 ０ ．１０

＋



注 ： ２４ｈ ：

ｘ

与模型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 ． ０５ ）
；４８ ，与模型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Ｐ ＜０ ． ０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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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７ 各组药物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Ｂｅ 丨

－

２ 表达的影响 （ ２４ ｈ ）

注 ： Ｚ ： 正常组 ； 模型组 ；
Ｐ ： 孕酮组 ；

Ｈ ： 黄芪 甲苷组 ；
Ｄ ： 党参炔苷组 ；

Ｂ ： 白术 内 酯 Ｉ 组 ；
ＭＴ ： 毛蕊

异黄酮组 ；
ＭＧ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 ；

Ｆ ： 健脾组方组 ；
※与模型组比较 Ｐ ＜０ ．０ ５

；

如 图 ２ ７ 所示 ： 与模型组比较正常组 、 孕酮组 、 黄芪 甲苷组 、 党参炔苷组 、

毛蕊异黄酮组 、 毛蕊异黄酮葡萄苷组及健脾组方组的 Ｂ ｅ ｌ
－

２ 的表达增加 ； 其中正

常组 、 孕酮组 、 党参炔苷组 、 毛蕊异黄酮组 、 毛蕊异黄酮葡萄苷组 、 健脾组方组

与模型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 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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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图 ２８ 各组药物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Ｂａｘ 表达的影响 （ ２４ｈ ）

注 ： Ｚ ： 正常组 ；
Ｍ ： 模型组 ；

Ｐ ： 孕酮组 ；
Ｈ ： 黄芪 甲苷组 ；

Ｄ ： 党参炔苷组 ；
Ｂ ： 白术 内 酯 Ｉ 组 ；

ＭＴ ： 毛蕊

异黄酮组 ；
ＭＧ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 ；

Ｆ ： 健脾组方组 ；
※与模型组比较 Ｐ ＜ ０ ．０ ５

；

如 图 ２８ 所示 ： 与模型组 比较正常组 、 孕酮组 、 黄芪 甲苷组 、 党参炔苷组 、 白术

内酯 Ｉ 组 、 毛蕊异黄酮组 、 毛蕊异黄酮葡萄苷组及健脾组方组的 Ｂａｘ 的表达降低 ， 且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〇 ．０ ５ ） 。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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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９ 各组药物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 表达的影响 （ ２４ｈ ）

注 ： Ｚ ： 正常组 ；
Ｍ ： 模型组 ；

Ｐ
： 孕酮组 ；

Ｈ ： 黄芪 甲苷组 ；
Ｄ ： 党参炔苷组 ；

Ｂ ： 白术 内 酯 Ｉ 组 ；
ＭＴ ： 毛蕊

异黄酮组 ；
ＭＧ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 ；

Ｆ ： 健脾组方组 ；
※与模型组比较 Ｐ ＜ ０ ．０ ５

；

如 图 ２９ 所示 ： 与模型组比较正常组、 孕酮组 、 黄芪 甲苷组 、 白 术 内酯 Ｉ 组 、 毛

蕊异黄酮组 、 毛蕊异黄酮葡萄苷组及健脾组方组 Ｃａｓ ｐａｓ ｅ９ 的表达降低 ， 且具有统计

学意义 （ Ｐ＜０ ． ０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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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０ 各组药物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Ｃａｓｐａｓ ｅ３ 表达的影响 （ ２４ｈ ）

注 ： Ｚ ： 正常组 ；
Ｍ ： 模型组 ；

Ｐ ： 孕酮组 ；
Ｈ ： 黄芪 甲苷组 ；

Ｄ ： 党参炔苷组 ；
Ｂ ： 白术 内 酯 Ｉ 组 ；

ＭＴ ： 毛蕊

异黄酮组 ；
ＭＧ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 ；

Ｆ ： 健脾组方组 ；
※与模型组比较 Ｐ ＜ ０ ．０ ５

；

如图 ３ ０ 所示 ： 与模型组 比较正常组 、 孕酮组 、 黄芪 甲苷组 、 党参炔苷组、 白 术

内酯 Ｉ 组 、 毛蕊异黄酮组 、 毛蕊异黄酮葡萄苷组的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３ 表达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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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 各组药物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Ｂｃ ｌ ２ 表达的影响 （ ４８ｈ ）

注 ： Ｚ ： 正常组 ；
Ｍ ： 模型组 ；

Ｐ ： 孕酮组 ；
Ｈ ： 黄芪 甲苷组 ；

Ｄ ： 党参炔苷组 ；
Ｂ ： 白术 内 酯 Ｉ 组 ；

ＭＴ ： 毛蕊

异黄酮组 ；
ＭＧ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 ；

Ｆ ： 健脾组方组 ； ★与模型组比较 Ｐ ＜ ０ ．０ ５
；

如 图 ３ １ 所示 ： 与模型组 比较正常组 、 孕酮组 、 黄芪 甲苷组 、 党参炔苷组 、 白术

内酯 Ｉ 组 、 毛蕊异黄酮组 、 毛蕊异黄酮葡萄苷组 、 健脾组方组的 Ｂｃ ｌ
－

２ 表达增加 ， 且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〇 ．０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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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 各组药物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Ｂａｘ 表达的影响 （ ４８ｈ ）

注 ： Ｚ ： 正常组 ；

Ｍ ： 模型组 ；
Ｐ ： 孕酮组 ；

Ｈ ： 黄芪 甲苷组 ；
Ｄ ： 党参炔苷组 ；

Ｂ ： 白 术 内酯 Ｉ 组
；

ＭＴ ： 毛蕊

异黄酮组 ；
ＭＧ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 ；

Ｆ
： 健脾组方组 ；

★与模型组比较 Ｐ 〈０ ．０ ５
；

如 图 ３ ２ 所示 ： 与模型组 比较正常组 、 孕酮组 、 黄芪 甲苷组 、 党参炔苷组 、 白术

内 酯 Ｉ 组 、 毛蕊异黄酮组 、 毛蕊异黄酮葡萄苷组 、 健脾组方组的 Ｂａｘ 的表达均 降低 ，

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〇 ．０ 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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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３ 各组药物对蜕膜细胞损伤模 Ｃａｓｐａｓ ｅ３ 表达的影响 （ ４８ｈ ）

注 ： Ｚ ： 正常组 ；
Ｍ ： 模型组 ；

Ｐ ： 孕酮组 ；
Ｈ ： 黄芪 甲苷组 ；

Ｄ ： 党参炔苷组 ；
Ｂ ： 白术 内酯 Ｉ 组

；
ＭＴ ： 毛蕊

异黄酮组 ；
ＭＧ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 ；

Ｆ ： 健脾组方组 ；
★与模型组比较 Ｐ 〈 ０ ．０ ５

；

如 图 ３ ３ 所示 ： 与模型组比较正常组 、 孕酮组 、 黄芪 甲苷组 、 党参炔苷组 、 白术

内 酯 Ｉ 组 、 毛蕊异黄酮组 、 毛蕊异黄酮葡萄苷组 、 健脾组方组的 Ｃａｓｐａｓ ｅ３ 的表达降

低 ； 其中正常组 、 孕酮组 、 黄芪 甲苷组 、 白术 内酯 Ｉ 组 、 毛蕊异黄酮组 、 毛蕊异黄酮

葡萄苷组与模型组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〇 ．０ 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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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４ 各组药物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Ｃａｓｐａ ｓ ｅ９ 表达的影响 （ ４８ｈ ）

注 ： Ｚ ： 正常组 ；
Ｍ ： 模型组 ；

Ｐ ： 孕酮组 ；
Ｈ ： 黄芪 甲苷组 ；

Ｄ ： 党参炔苷组 ；
Ｂ ： 白术 内 酯 Ｉ 组 ；

ＭＴ ： 毛蕊

异黄酮组 ；
ＭＧ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 ；

Ｆ ： 健脾组方组 ；
★与模型组比较 Ｐ ＜ ０ ．０ ５

；

如 图 ３４ 所示 ： 与模型组比较正常组 、 孕酮组 、 黄芪 甲苷组 、 党参炔苷组 、 白术

内酯 Ｉ 组 、 毛蕊异黄酮组 、 毛蕊异黄酮葡萄苷组的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９ 的表达降低 ； 其中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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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黄芪 甲苷组、 党参块苷组、 白术 内酯 Ｉ 组 、 毛蕊异黄酮葡萄苷组与模型组比较具

有统计学意义 （ Ｐ＜ ０ ． ０５ ） 。

２ ．７ ． ４ 讨论 ：

胎孕的形成 ， 主要在于先天之肾气 ； 而长养胎儿 ， 则在母体后天脾 胃所生化之

气血 。 因此 ， 对于先兆流产的治疗 ， 除应 以滋肾补肾为主外 ， 同时必须辅之以健脾而

调理气血 ， 使肾与脾 ， 先天与后天相互支持 ， 相互促进 ， 以巩固胎元 。 对习惯性流产

的治疗原则亦以补肾 、 健脾 、 补气 、 养血为主 。

鉴于此 ， 全国著名 中医家罗元恺教授拟定 了补肾健脾功效极佳的安胎成药助孕

丸 ， 从先天 （肾 ） 、 后天 （脾 ） 两方面对先兆流产与习惯性流产进行诊治 。 助孕丸由补

肾组方和健脾组方共同组成 ， 与中医理论
“

肾主先天 ， 脾主后天 ； 肾主生殖 ， 脾主营

养 。 先天与后天相互支持 ， 营养与生殖得 以协调， 的中医理论相
一

致 。 前期导师的

研宄团队已对助孕丸补肾组方的安胎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本课题主要研宄助孕丸

健脾组方的安胎机理 。 助孕丸健脾组方由党参、 黄芪 、 白术三味中药组成 ， 具有健脾

补气 、 安胎的功效 。

党参味甘性平 ， 不燥不腻 ， 归脾 、 肺经 。 既擅补 中气 ， 又善益肺气 ， 是临床上

治疗脾肺气虚证最常用之品 。 气能生血 ， 气旺津生 ， 故又具有养血生津的功效 。 也可

用于治疗血虚津亏之证 。 《本草正义 》 称其
“

力能补脾养 胃 ， 润肺生津 ， 健运中气 ，

本与人参不甚相远。 其尤可贵者 ， 则健脾运而不燥 ， 滋 胃 阴而不湿 ， 润肺不犯寒凉 ，

养血而不偏滋腻 ， 鼓舞清阳 ， 振动中气 ， 而无刚燥之弊 。

”

黄芪味甘性微温 ， 归脾 、 肺经 。 具有补气升阳 ， 益卫固表 ， 利水消肿 ， 托疮生

肌的功效 。 既擅补益脾肺之气 ， 有
“

补气之长
”

的美称 ， 又善益升举阳气 ， 常用于脾

肺气虚诸证 ， 而对脾阳不升 ， 中气下陷 ， 症见久泻脱肛 、 内脏下垂者尤为适宜 。 《本

草纲 目 》

“

元素曰 ： 黄芪甘温纯阳 ， 其用有五 ： 补诸虚不足 ，

一

也 ； 益元气 ，
二也 ；

壮脾 胃 ， 三也 ； 去肌热 ， 四也 ； 活血生血 ， 内托阴疽 ， 为疮家圣药 ， 五也 ；

”

白术甘温苦燥 ， 入脾 、 胃经 。 功善补脾益气而燥湿 ， 为健脾要药 ， 适用于脾 胃

虚弱诸证 。 又有补气健脾而安胎的之效 ， 妊娠胎动不安 ， 不论寒热虚实 ， 均可用 白术

配相关药物治之 。 《本草汇言 》 ：

“

白术 ， 乃扶植脾 胃 ， 消食除痞之要药 。 脾虚不 ， 术

能补之 ； 胃虚不纳 ， 术能助之 。

”

由上可知 ， 三者虽同有健脾益气之功效 ， 但同中有异 。 《得配本草 》 ：

“

肌表之气 ，

补宜黄芪 ， 五 内之气 ， 补宜人参
”

。 党参健脾功效最佳 ， 黄芪功偏于补肌表之气 ， 白

术燥湿而健脾 。

而本实验部分将通过考察健脾组方中 的党参 、 黄芪 、 白术中 的代表性单体成分对

蜕膜细胞损伤模型细胞的增殖率 ， 早期凋亡率和凋亡蛋 白 的表达的影响来探讨各药物

的作用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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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７ ．４ ．１ 健脾组方中各单体成分细胞给药浓度的选择

本研究在选取健脾组方及各个单体的细胞给药浓度 ， 是结合相关参考文献中各

单体的细胞给药浓度并经欲试验摸索所得 出 的 。 预实验研究时 以浓度梯度考察不 同单

体对细胞的作用发现各单体的药效并不与单体的药物浓度呈正 比 ， 有的单体在高浓度

时表现出抑制蜕膜细胞损伤模型细胞的增殖 、 促进其凋亡的作用 。 结合本研究的研宄

目 的故选取 了不同药物的较适合的浓度进行研究 。

２ ．７ ．４ ．２ＭＴＳ 法检测各组药物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增殖率的影响

ＭＴＳ ［ ３ （
４

，
５ ｄ ｉ ｍｅ ｔ ｈ ｙ ｌ ｔ ｈ ｉ ａ ｚ ｏ ｌ

－

２ ｙ ｌ ） ５ （ ３ ｃａｒｂ ｏｘ ｙｍｅ ｔ ｈ ｏ ｘ ｙ ｐｈ ｅ ｎｙ ｌ
）

２
（
４ ｓ ｕ ｌ ｆ

ｏｐ ｈ ｅ ｎ ｙ ｌ
）

２ Ｈ ｔ ｅ ｔ ｒａ ｚ ｏ ｌ ｉ ｕｍ
，

ｉ ｎ ｎ ｅ ｒｓａ ｌ ｔ ］ 是
一

种新型 的 四唑化合物 ，
可直接溶解于培

养基中 ， 孵育 １ ４ 小时 ， 被细胞生物还原成为
一

种有色的 甲臜产物 ， 这种转化很可能

是在代谢活跃的细胞中 的脱氢酶产生的 ＮＡ ＤＰＨ 或 ＮＡＤＨ 的作用 下完成的 。 然后 以酶标

仪读取 ４９ ０ ｎｍ 的吸光度值
［

１ ３ ２ １ ３ ４
］

。 米非司酮造模 ２ ４ ｈ 后 ， 模型组 比正常组增殖率明显下

降 （ Ｐ ＜ ０ ．０ ５ ） ， 表明应用 ６０ｐｍｏ ｌ ／ Ｌ 的米非 司 酮溶液成功造模 。 米非司 酮是临床上常用

的终止早孕的药物 ， 通过拮抗孕激素受体 ， 诱导相关细胞凋亡 ， 改变相关因子的表达

发挥作用 。 孕激素组 、 黄芪 甲苷组 、 党参炔苷组 、 毛蕊异黄酮组 、 健脾组方组作用

２ ４ ｈ
，

４ ８ ｈ 与模型组比较其増殖率与模型组 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 ５ ） 。 表明 以上 ５

组在 ４８ ｈ 内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都有促进增殖的作用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作用 ２４ ｈ

时与模型组 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 Ｐ ＞ 〇 ．０ ５ ） ， 随药物作用时间 的延续至 ４ ８ ｈ 与模型组 比

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 〇 ．０５ ） ， 表明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促进损伤模型的增殖与作用

时间有相关性 。 白术 内酯 Ｉ 组作用 ２ ４ ｈ
，
４ ８ ｈ 均无促进损伤模型增殖的作用 。 有文献

［ １ ３ ５ ］

报道菟丝子总黄酮可通过增加 卵巢 ＨＣＧ ／ Ｌ Ｈ 受体数 目 并增强其功能 ，
达到提高应激大 鼠

孕激素水平的 目 的 。 团队前期研宄发现
［ １ ３ ６

］

助孕丸补肾组方中 的黄酮类含药血清对蜕膜

细胞损伤模型有促进增殖的作用 。 本研宄也发现健脾组方中 的黄酮类物质毛蕊异黄

酮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有促进增殖的作用 。 宄其原因可能因为

黄酮类物质具有的双酚环结构与孕激素结构极为相似 ， 以至功能相近有关 。 党参具有

补 中益气 ， 健脾益肺之功效 ， 临床上常用 于补益脾 胃 ， 实验研宄发现党参对酒精所致

的 胃 黏膜损伤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 党参诀苷是党参保护 胃 黏膜的活性成分之
一

。 本研

究发现党参炔苷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具有 明显的促进增殖的作用 ， 推断其在安胎方面

应具有
一

定的疗效 。 有人研究黄芪 中 的黄芪 甲 苷对滋养细胞损伤模型有促进增殖的作

用 ， 本研宄进
一

步证实黄芪 甲苷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也有促进增殖的作用 。 总体上讲

不论是健脾组方复方成分还是其 中 的单体成分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都有促进増殖 的

作用 。

２ ．７ ．４ ．３Ａ ｒｉ ｎ ｅ Ｘ ｉ ｎＶ Ｐ Ｉ 法流式检测各组药物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早期凋亡率的影

响

应用 Ａｎｎ ｅ ｘ ｉ ｎＶ Ｐ Ｉ 法流式检测结果表 明应用 ６ ０
｜

ｉｍｏ ｌ ／Ｌ 的米非司酮所造的模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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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 。 孕激素作用 于损伤模型 ２４ ｈ 后 ， 损伤模型的早期凋亡增加 ， ４８ ｈ 后与模型组

无差异 。 有研究发现孕激素可诱导体外培养的蜕膜基质细胞的凋亡
［

１ ３ １
］

， 推测孕酮对米

非司酮诱导 的蜕膜细胞损伤模型有诱导凋亡的作用 。 党参炔苷组 、 毛蕊异黄酮组 、 毛

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 、 复方组作用在 ４ ８ ｈ 内均可抑制模型 的早期凋亡 ； 黄芪 甲苷 、 白

术 内酯 Ｉ 在 ２ ４ｈ 内有抑制模型凋亡的作用 ， 随着时间 的延长至 ４８ ｈ 其抑制凋亡作用消

失 。

２ ．７ ．４ ．４Ｗｅ ｓ ｔ ｅ ｒｎＢ ｌ ｏ ｔ 法检测各药物组分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凋亡蛋 白表达的影

响

Ｂｃ ｌ ２ 家族蛋 白包括抗凋亡和促凋亡两类蛋 白各十余种 ， 在细胞凋亡过程中发挥

着关键作用 。 抗凋亡蛋 白如 Ｂｃ ｌ ２ 是通过抑制细胞色素 ｃ 及促凋亡因子的释放 ， 达到

抑制凋亡的作用 。促凋亡蛋 白如 Ｂａｘ 则通过发挥相反的作用达到促进细胞凋亡的作用 。

实际上细胞的凋亡与否受两类蛋 白 的共同作用 ： 抗凋亡蛋 白 Ｂ ｃ ｌ ２ 阻碍 由环境因素所

造成的细胞凋亡 ； 而促凋亡蛋 白 Ｂａ ｘ 则 与抗凋亡蛋 白 Ｂ ｃ ｌ ２ 结合 ， 使解其凋亡抑制被

解除 ， 开启细胞凋亡的过程 。 从本实验 Ｂｃ ｌ ２ 的表达情况来看孕酮组 、 党参炔苷

组 、 毛蕊异黄酮组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在 ２４ ｈ 及 ４８ ｈ 与模型组 比较 Ｂ ｃ ｌ ２ 的表达均

有所增加 ， 从而对模型的凋亡起到抑制作用 。 黄芪 甲苷组在 ２ ４ ｈ 时对模型 Ｂ ｅ ｌ ２ 的表

达有促进的趋势 ， 但无统计学意义 ； 而在 ４ ８ ｈ 时其 Ｂ ｃ ｌ ２ 的表达增加与模型组 比较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白术 内 酯 Ｉ 组在 ２ ４ ｈ 时对模型 Ｂ ｅ ｌ ２ 的表达无作用 ， 而在 ４８ｈ 时其

Ｂ ｃ ｌ ２ 的表达增加与模型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 观测 Ｂａｘ 的表达情况发现各组药物

作用 ２ ４ ｈ 、 ４ ８ ｈ 后与模型组比较均降低 了Ｂａｘ 表达 。 由此可推测 出孕酮 、 健脾组方和

健脾组方中成分抑制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的凋亡是通过促进抗凋亡蛋 白 的表达 ， 抑制促

凋亡蛋 白 的表达来实现的 。 有学者
［ １ ４ °

］

利用米非 司 酮进行子宫 内膜 间质细胞的造模研

宄 ， 发现米非司 酮作用 后子宫蜕膜间质细胞的凋亡率 明显增加 ， 同时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３ 、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９ 等相关的凋亡基因及蛋 白 的表达升高 ， 而 Ｖ ＥＧＦ 的基因蛋 白水平下降 。 本研

究发现黄芪 甲苷组 、 白术 内 酯 Ｉ 组及毛蕊异黄酮组在 ２ ４ｈ 和 ４ ８ ｈ 都有抑制 Ｃａｓｐａｓ ｅ ３

表达的作用 ， 而孕激素及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则作用 ４８ ｈ 后才显示 出 该作用 。 从

Ｃａｓｐａ ｓ ｅ ９ 的表达情况看黄芪 甲苷组 、 白术 内 酯 Ｉ 组及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组不论在

２ ４ ｈ 还是 ４８ ｈ 都表现 出抑制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９ 表达的作用 ， 而孕酮组 、 毛蕊异黄酮组和健脾

组方组在 ２ ４ ｈ 表现 出抑制 Ｃ ａ ｓ ｐａｓ ｅ ９ 表达的作用至 ４８ ｈ 时该作用消失 ； 党参炔苷组在

２ ４ ｈ 未抑制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９ 表达的作用 ，
４ ８ ｈ 时抑制 了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９ 的表达 ；

２ ． ７ ． ５ 小结

比较正常组与模型组蜕膜细胞的增殖活力 、 凋亡率及凋亡蛋 白 的表达情况均表

明采用 ６０－ｏ ｌ ／Ｌ 的米非司 酮造模成功 。 健脾组方中 的单体成分党参炔苷 、 黄芪 甲苷 、

毛蕊异黄酮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 、 芒柄花素 、 芒柄花苷 、 白术 内酯 Ｉ 及健脾组方 、

孕酮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有不 同程度的促进增殖 ， 抑制凋亡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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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研究 以导师带领的团队对助孕丸中补肾组方进行了 中药指纹图谱 、 药效学及药

代动力学研宄为基础 ， 从体外到体 内再到细胞 ， 对助孕丸中另
一

重要组成部分
－一健

脾组方进行 了物质基础分析 ， 药代动力学研宄及细胞损伤模型的药效学研究 。 形成了

体外－体内
－

细胞
一

体化的探宄模式 ， 由此得出 以下结论 ：

１ ．１本研宄建立 了分析助孕丸健脾组方提取物药效物质基础的液质联用方法 ， 并归属

了主要色谱峰来源 ， 为提高复方质控标准提供化学依据 。 并为黄酮类 、 皂苷类 、 内酯

类 、 糖苷类等化合物的分析提供了质谱裂解规律的参考 。

１ ．２应用液质联用技术可快速 、 精确地测定 中药党参及健脾组方中党参炔苷的含量 。

为中药党参药材的质量控制提供了保障 。

１ ．３建立了 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测定大鼠血浆中党参块苷含量的方法 。 用于党参炔苷药代动

力学的研宄 。 经比较单体组、 中药党参组及健脾组方组的药代动力学参数 ， 发现党参

及健脾组方中的物质有促进党参炔苷的吸收 ， 提高党参炔苷的生物利用度 ， 延长党参

炔苷在体内停留时间等作用 。

１ ． ４应用米非司酮 （ ＲＵ
－

４８６ ） 建立了蜕膜细胞损伤模型并应用 ＭＴＳ法明确健脾组方中的

党参炔苷 、 黄芪 甲苷、 毛蕊异黄酮 、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 等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具

有促进增殖的作用 。 健脾组方总提取物、 黄体酮亦有同样的促进増殖作用 。 应用流式

细胞仪检测蜕膜损伤模型的早期凋亡率 ， Ｗｅ ｓ ｔ ｅｒｎＢ ｌ ｏｔ技术检测凋亡蛋 白 的表达情况

初步明确健脾组方及其中 的化学成分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有不 同程度的抑制早期凋

亡率及凋亡蛋 白表达的作用 。 从而推论其作用机制是通过促进损伤细胞增殖、 抑制其

凋亡实现的 。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

２ ． １ 首次应用 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
Ｅ

技术对健脾组方进行物质基础分析 ， 并对主要色谱峰进

行药材归属 。 表征了复方中的 ３７ 个色谱峰 ， 利用 已知标准品鉴定 了７ 个代表性化合

物 。

２ ．２ 首次应用 ＵＰＬＣ／Ｑ
－

ＴＯＦ
－

ＭＳ 技术研究了党参炔苷的药代动力学 ， 比较了 党参炔苷 以

单体形式 、 中药党参形式 、 健脾组方形式的药代动力学差异 ， 为组方配伍理论及助孕

丸的临床合理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

２ ． ３ 观察了组方及其中 的单体成分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的作用 ， 经观察细胞的增殖活

力 ， 早期凋亡率及凋亡蛋 白 的表达情况 ， 明确健脾组方中的化学成分有促进损伤模型

增殖 ， 抑制其凋亡的作用 。

论文虽取得了 以上结果 ， 但仍存在 以下不足同时我们也提出 了 以后将要继续努力的方

向 ：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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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１ 中药复方成分复杂 ， 而相应的标准品资源有限 ， 因此复方中的大部分化合物是通

过多级质谱的裂解信息 、 Ｍａｓ ｓ ｌ ｙｎｘ软件提供的可能化合物组成结合相关文献信息对比

推断得知的 。 由于个人能力有限未能解析检测到的全部化合物 ， 后续还可深入研究 。

３ ． ２ 论文第五部分经细胞学验证党参炔苷 、 毛蕊异黄酮、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等单体

成分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有促进增殖 、 抑制凋亡的作用 ， 但本研究仅 以党参炔苷单体

为代表研究其体内 的药代动力学过程 ， 今后可对其他单体进行药代动力学的研宄 ， 能

更全面地反映健脾组方的体 内药代动力学过程 ， 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 良好的参考依

据 。

３ ．３ 本研究仅选取了各单味中药中具有代表性的单体成分考察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的影响 ， 未探讨其他黄酮类物质如芒柄花素 ， 芒柄花苷 ， 内酯类物质等对蜕膜细胞损

伤模型的作用 。 后续可继续研究这些成分对损伤模型的影响 ， 还可将不同的成分按不

同的 比例进行组合筛选出最优配比 。

３ ． ４ 在考察健脾组方中 的成分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的作用时 ， 仅选取 了 ２４ｈ和 ４８ｈ两个

时间点 ， 在今后的实验中可加入更多地检测时间点进行观测 。

３ ． ５ 本实验初步筛选出健脾组方中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的有作用 的成分 ， 对其作用机

理也仅从增殖活力 、 细胞早期凋亡率及几种与凋亡密切相关的蛋白 的表达来分析 ， 今

后可选择多条通路上的多个蛋 白进行检测 ， 也可利用 ＲＴ
－

ＰＣＲ技术从基因水平上进
一

步

明确各个成分的作用机理 。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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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结合肾病志 ，
２ ０ １２

，１ ３ （９ ） ： ７６５ ．

［ ３９ ］ ＱｕＹＺ ，Ｍ ｉ ｎＬ
， 
ＹａｎＬＺ ，ｅ ｔａ ｌ ．Ａｓ ｔｒａｇａ ｌ ｏ ｓ ｉ ｄｅＩＶａ ｔ ｔ ｅｎｕａｔ ｅ ｓｃ ｅｒｅｂｒａ ｌｉ ｓ ｃ ｈｅｍ ｉａ

－

ｒｅｐｅｒｆｕ ｓ ｉ ｏｎ
－

ｉ ｎｄｕｃ ｅｄｉ ｎｃｒｅ ａｓ ｅｉ ｎｐｅｒｍ ｅ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ｏｆｔｈｅｂ ｌ ｏｏｄ
－

ｂｒａ ｉ ｎｂａｒｒ ｉ ｅｒｉｎｒａｔ ｓ［ Ｊ ］ ．Ｅｕｒ

ＪＰｈａｒｍａｃｏ ｌ
，
２００９

， 
６０６ （ １

－

３ ） ： １ ３ ７ ．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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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刘维统 ，
王跃 ， 郝鹏 ， 等． 黄芪 甲苷对关节软骨细胞功能影响的实验研究 ［ Ｊ ］ ． 实用医院临床杂

志 ，
２ （＾９

，
６

⑷
？

？４４
－

４７ ＿

［４ １ ］ 王犧 ． 黄芪 甲 苷对人皮肤成纤维细胞增殖和凋亡 的影 响 ［ Ｊ ］ ． 中 华 医 学美学美容杂

志 ，
２００６

，１ ２ （２ ） ： ９ ３
－

９６ ．

［４２ ］ 闫宁 ， 陈斌 ， 李然 ， 等 ． 黄芪 甲苷对紫外线诱导皮肤成纤维细胞表达 ＴＧＦ ０ＲＩＩ 与 Ｓｍａｄ７ 的影响

［ Ｊ ］ ？ 中 国美容医学 ，
２ ０ １ １

，
２０ （２ ） ： ２２ ５ ．

［ ４３ ］黄海涛 ， 梁单 ， 金昱． 黄芪 甲苷拮抗过氧化氢引起的小鼠成骨细胞凋亡作用 ［ Ｊ ］ ． 延边大学医

学学报 ，
２０ １ ２

，３ ５ （２ ） ： ８６ ．

［４４ ］ 汪德清 ，
田亚平 ， 向兰． 黄芪总黄酮生物学活性作用 的化学成分基础研宄 ［ Ｊ ］ ． 军医进修学院学

报 ，
２ ００６

，２ ７ （ １ ） ： １ ３ １ ５ ．

［ ４ ５ ］ ＹＵＤＨ ，ＢＡＯＹＭ
，
ＡＮＬＪ ，

ｅ ｔａ ｌ ．Ｐｒｏ ｔ ｅｃ ｔ ｉ ｏｎｏｆＰＣ １ ２ｃ ｅ ｌ ｌ ｓａｇａ ｉ ｎｓ ｔｓｕｐｅｒｏｘ ｉ ｄｅ
－

ｉ ｎｄｕｃ ｅｄ

ｄａｍａｇｅｂｙｉ ｓｏｆ ｌ ａｖｏｎｏ ｉ ｄ ｓｆｒｏｍＡｓ ｔｒａｇａ ｌ ｕ ｓｍｏｎｇｈｏ ｌ ｉ ｃｕ ｓ［Ｊ ］ ． Ｂ ｉ ｏｍｅｄ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Ｓｃ ｉ
，
２００９

，２２ （ １ ） ：

５ ０
－

５４ ．

［
４６ ］ 匡文娟 ， 刘立涛 ， 谭显曙 ， 等 ． 毛蕊异黄酮对人乳腺癌 ＭＣＦ

－

７ 细胞作用 的体外研 宄 ［Ｊ ］ ． 肿

瘤 ，
２０ １ １

，３ １
（９ ） ： ７８９

－

７９２ ．

［４７ ］ 唐菁燕 ， 胡光 ， 许贝文 ， 等 ． 毛蕊异黄酮通过雌激素受体促进 内皮细胞增殖 ［Ｊ ］ ． 中药药理与临

床 ，
２００９

，
２５ （６ ） ： １ ４

－

１ ７ ．

［４８ ］ 窦辉． 黄芪注射液的化学成分 ［Ｊ ］ ．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
２００２

，１４ （６ ） ：

［４９ ］ 袁惠 霞 ，
刘霞 ． 黄芪注射液与胎儿安方治疗复发性流产临床观察 ［Ｊ ］ ． 实用 中 西 医结合临

床 ，

２０ １０
，
１０

（ ６） ： １ ３
－

１ ７ ．

［ ５０ ］冯婷 ， 刘秀明 ， 方家 ． 黄芪注射液对米非司酮诱导滋养细胞凋亡的影响 ［Ｊ ］ ． 广州 中 医药大学学

报 ，
２０ １４

，３ （ １ ４ ） ： ６ １ ２
－

６ １ ６ ．

［ ５ １ ］宋丹 ，
王峥涛 ， 李隆云 ， 等 ． 党参炔苷对 胃溃疡模型大 鼠 胃黏膜损伤保护作用的研究 ［Ｊ ］

． 中 国中

医急症
，
２００８

，１
７ （７ ） ： ９６３

－

９６４ ．

［ ５２ ］李家实 ． 中药鉴定学 ［Ｍ］ ．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１９９８ ： ２０ １ ．

［ ５ ３ ］宿廷敏． 白术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概述 ［Ｊ］ ． 贵阳学院学报 ，
２００８

，
３ （

２ ） ： ３２
－

３ ５ ．

［ ５４ ］先宁霞 ． 自拟安胎汤治疗习惯性流产 １ ６２ 例 ［Ｊ ］ ． 甘肃中医 ，
２００８

，
２ １（ ４ ） ： ３６ ．

［ ５ ５ ］林振． 先兆流产的中医证治及用药规律的文献研宄 ［Ｄ］ ． 硕士论文 ．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
２０ １ ０ ．

［ ５ ６ ］张小花 ． 《金匮要略 》 之 白术散对先兆流产模型大 鼠血清孕酮 、
ｐ

－

ｈＣＧ 水平的影响 ［Ｊ ］ ． 中医研

宄 ，
２０ １ ４

， 
２ ７ （８ ） ： ７２

－

７４ ．

［５ ７ ］ ＢＩＨ
，ＨｏｆｆｍａｎＫＬ

，ＰａｃｅＧ ．ｅ ｔａ ｌ ． Ｍ ｉ ｘ ｅｄ
－

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 ｉ ｏｎ ｉ ｚａ ｔ ｉｏｎｔｏｅｎｈａｎｃ ｅ

ｓ ｅｎ ｓ ｉ ｔ ｉ ｖ ｉ ｔｙｉ ｎａｔｏｍｏ ｓｐｈｅｒ ｉ ｃｐｒｅ ｓ ｓｕｒｅ ｉ ｏｎ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ＬＣ／ＭＳ ［Ｊ ］ ． ＪＰｈａｒｅ ｉ ｎＢ ｉｏｍｅｄＡｎａ ｌ
，
２ ０００

，

２ ２ （５ ） ： ８６ １ ．

［ ５８ ］ Ｔｙ ｌ ｅｒＡＮ ．Ｃ ｌａｙｔｏｎＥ ．Ｇｒｅ ｅｎＢＮ ．Ｅｘａｃ ｔｍａ ｓ 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ｏ ｌ ａｒｏｒｇａｎ ｉ ｃｍｏ ｌ ｅ ｃｕ ｌ ｅ ｓａｔｌ ｏｗ

ｒｅ ｓｏ ｌｕ ｔ ｉ ｏｎｕ ｓ ｉ ｎｇｅ ｌ ｅｃ ｔｒｏ ｓｐｒａｙｉ ｏｎ ｉ ｚ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ａｑｕａｄｒｕ ｐｏ ｌ ｅｍａ ｓ ｓｓｐｅｃ ｔｒｏｍｅ ｔ ｅｒ［Ｊ ］ ．Ａｎａ ｌ

Ｃｈｅｍ
，１ ９９６ ，

６８ （２０ ） ： ３５６ １
－

３５６９ ．

［５９ ］ 明 继 阳 ，
陆 园 园 ， 罗 建光 ， 等 ． ＨＰＬＣ

－

ＭＳ
ｎ

法分析知母 中 的 皂昔类成分 ［Ｊ ］ ． 中 国 药科大学学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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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
２００９

，
４０ （５ ） ： ４００

－

４０ ５ ．

［ ６０ ］ 蒋 叶 娟 ， 姚卫 峰 ， 张丽 ． 女贞 子 化 学 成 分 的 ＵＰＬＣ ＥＳ Ｉ Ｑ ＴＯＦ
－

ＭＳ 分析 ［Ｊ］ ． 中 国 中 医 药杂

志
，
２ ０ １ ２

，
３ ７ （ １ ５ ） ： ２ ３０４

－

２ ３０８ ．

［６ １ ］ 孙 慧 ， 朱超 ， 章 弘扬 ， 等 ． 大黄及 其 炮 制 品 的 液 质 联用 分析及 物 质 基础 比 较 ［Ｊ］ ． 中 成

药
，
２００９

，
３ １ （３ ） ： ４２０

－

４２４ ．

［６２ ］孙健 ， 张立富 ，
范斌

， 等 ． 柴胡皂苷类化学成分的 ＬＣ
－

ＭＳ 分析 ［Ｊ ］ ． 中 国药物警戒 ，
２０

１ ２
，
９ （ １ ２ ） ： ７２ ５

－

７２ ７ ．

［ ６ ３ ］ 陈晓鹏 ， 张兰兰 ，
周水平 ， 等 ． 多维液质联用 系统分析养血清脑颗粒化学成分 ［Ｊ］ ， 中成药 ，

２０ １ ３
，
３ ５ （７ ） ： １４９９

－

１ ５０４ ．

［６４］ 李文兰 ， 代岐 昌 ， 季宇彬 ， 等 ． ＨＰＬＣ ＥＳ Ｉ／ＭＳ 分析八珍汤化学成分及来源 ［Ｊ］ ． 中 国 药学杂

志
，

２００９
，
４４ （２ １ ） ： １ ６２２

－

１ ６２６ ．

［６５ ］ ＺｈｏｕＷｅ ｉ
， 
Ｓｕ

， 
Ｓｈｕ

－

ＬａｎＤｕａｎ
， Ｊ ｉ ｎ

－

Ａｏ
， 
Ｃｈａｒａｃ ｔ ｅｒ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ｃ ｔ ｉ ｖｅｃｏｎ ｓ ｔ ｉ ｔｕ

－

ｅｎｔ ｓｉ ｎ

Ｓｈ ｉ ｘ ｉ ａｏＳａｎＵ ｓ ｉ ｎｇＢ ｉ ｏａｃ ｔ ｉ ｖ ｉ ｔｙＥｖａ ｌｕａｔ ｉ ｏｎＦｏ ｌ ｌ ｏｗｅｄｂｙＵＰＬＣ
－

Ｑ
－

Ｔ０ＦａｎｄＭａｒｋ ｅｒ ｌｙｎｘ

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 ． ＭＯＬＥＣＭＬＥＳ１ ５ （９ ） ： ６２ １ ７ ６２３０ ．

［６６ ］ ＨＰＬＣ／Ｑ
－

Ｔ０Ｆ
－

ＭＳｏｒ ｉ ｅｎｔ ｅｄｃｈａｒａｃ ｔ ｅｒ ｉ ｓ ｔ ｉ ｃ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ｓｄａｔ ａｓ ｅ ｔａｎｄｃｈｅｍｏｍｅ ｔｒ ｉ ｃａｎａ ｌ ｙｓ ｉ ｓ

ｆｏｒｔｈｅｈｏ ｌ ｉ ｓ ｔ ｉ ｃｑｕａ ｌ ｉ ｔ ｙｃ ｏｎ ｔｒｏ ｌｏｆｃｏｍｐ ｌ ｅｘＴＣＭｐｒｅｐａｒａｔ ｉ ｏｎ ｓ ：Ｎ ｉｕ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ｑ ｉ ｎｇｐ ｉ ｌ ｌ

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 ｌ ｅ ． ＷａｎｇＤＤ
， 
Ｌ ｉ ａｎｇＪ ，ＹａｎｇＷＺ

，ＨｏｕＪＪ ， ＪＰｈａｒｍＢ ｉ ｏｍｅ ｄＡｎａ ｌ
，２０ １４

，

Ｆｅｂ （８９） ： １ ３０
－

１４ １ ．

［６ ７ ］ 国 家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 中 药 注 射 剂 指 纹 图 谱 研 宄 的 技 术 要求 （ 暂 行 ） ［Ｊ ］ ． 中 成药 ，

２０００
，
２２

（
１ ０ ） ： ６ ７ １ ６ ７５ ．

［６８ ］ 王 薇丹 ， 叶 正 良
， 宋 丽丽 等 ． 五 味 子 液 相 色 谱 指 纹 图 谱 的 研 究 ［Ｊ ］ ． 中 国 中 药 杂 志 ，

２０ １ ０
，３５ （２ １ ） ： ２ ８ ７ １

－

２８ ７３ ．
？

［６９ ］ Ｌｕｏｊ ｉ ｕｎ
－

Ｌｕｎｇ ，
ＬｕＦｅｎ

－

Ｌ ｉ ｎｇ ，ｅ ｔａ ｌ ．Ｉ ｄ ｅｎｔ ｉ ｆ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Ｓ ｃｕ ｔ ｅ ｌ ｌ ａｒ ｉ ａＢａ ｉ ｃａ ｌ ｅｎｓ ｉ ｓｉｎ

Ｔｒａｄ ｉ ｔ ｉ ｏｎａ ｌＣｈ ｉ ｎｅ ｓ ｅＭｅｄ ｉ ｃ ｉｎ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 ｉ ｏｎｓｂ ｙＬＣ／ＭＳ／ＭＳＦｉｎｇｅｒｐｒ ｉ ｎｔ ｉ ｎｇ
Ｍｅ ｔｈｏｄ ［Ｊ］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ａｎａ ｌ ｙｓ ｉ ｓ
，
２０ １ ２

，
２０ （４） ： ８８７

－

８９９ ．

［ ７０ ］ 蔡华 ， 叶方 ， 杨光义 ， 等 ． 鄂西北地区竹叶柴胡 ＵＰＬＣ
－

ＭＳ 指纹图谱研宄 ［Ｊ ］ ． 中 国药师

２０ １ ４
，１ ７ （５ ） ： ７９ ７

－

８００ ．

［ ７ １ ］夏菁 ， 谢媛媛 ， 张宗璇． 骨通贴膏指纹图谱及化学成分研究 ［Ｊ ］ ． 中成药 ，
２０ １４

，
３６（３ ） ： ５７２

－

５ ７６ ．

［
７ ２ ］ 乔 怀 耀 ， 罗 荣 ， 吴 娟 ． 朱 文 漓 舒 肝 解 郁 胶 囊 的 ＵＰＬＣ

－

ＭＳ 指 纹 图 谱 研 究 ［Ｊ ］ ． 中 草

药 ，
２ ０ １ ４

，
４５ （２ ） ： ２０８

＿

２ １ ３ ．

［ ７ ３ ］ 安福丽 ， 张仲 ， 陈贵银 ， 等 ． 不同产地葫芦巴醇溶性化学成分的高效液相色谱
一

电喷雾质谱分析

［Ｊ ］ ． 临床合理用药 ，

２００ ５
，３ （ １ ０ ） ： ４２

－

４５ ．

［ ７４ ］ Ｌ ｉ ｕＣＸ ．Ｔｈｅｄ ｉ ｆｆ ｉ ｃｕ ｌ ｔ ｙａｎｄｈｏ ｔ
－

ｐｏ ｉ ｎ ｔ ｓｏ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ｋ ｉ ｎｅ ｔ ｉ ｃ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ｒａｄ ｉ ｔ ｉ ｏｎａ ｌ

Ｃｈ ｉ ｎｅ ｓ ｅｍｅｄ ｉ ｃ ｉ ｎｅ［Ｊ ］ ．Ａｃ ｔａＰｈａｒｍＳ ｉ ｎ （药学学报 ） ，
２００５

，
４０ ： ３９５

－

４０ １ ．

［ ７ ５ ］李跃辉 ， 杨永华． 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方法进展 ［Ｊ ］ ． 湖南中医志 ，
２００４

，
２０ （２ ） ： ６６ ．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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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６ ］吴晓霞 ， 彭娟 ， 范斌 ， 等 ． 黄连解毒汤三种生物碱在糖尿病大鼠体内 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Ｊ］ ． 中 国

中药杂志 ，
２００９

，
３

（
１０） ： １ ２７６

－

１２８０ ．

［ ７ ７ ］丁建刚 ， 高允生 ， 刘江林 ， 等． ＨＰ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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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ｓｃｈｅｎＳＡ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 ｔ ｉ ｃｔａｒｇｅ ｔ ｓｉｎｔｈｅｍ ｉ ｔｏ ｃｈｏｎｄｒ ｉａ ｌａｐｏｐ ｔ ｏｔ ｉ ｃ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Ｊ］ ．Ｅｘｐｅ ｒｔＯｐ ｉ ｎＴｈｅｒＴａｒｇｅ ｔ ｓ
，２００７ ，（

１ １ ） ： ５ １ ５
－

５２６ ．

［ １０ １ ］ Ｃｒｙｎ ｓＶ ，ＹｕａｎＪ ．Ｐｒｏ ｔ ｅａｓ ｅｔｏｄ ｉ ｅｆｏｒ ［Ｊ ］ ．Ｇｅｎｅ ｓＤｅｖ
，１ ９９８ ，１ ２ （ １ １ ） ： １ ５５ １

－

１ ５ ７０ ．

［ １ ０２ ］李拴明 ，
赵富玺 ， 刘润花 ． 流产 鼠 Ｃａｓ ｐａｓｅ

－

３ 与 ｌ ａｍ ｉｎ ｉ ｎ Ｂ 和 ＰＡ Ｉ
－

１ 的表达及对妊娠结局的影

响 ． 实验与基础研究 ２ ００ ７ （
２８ ） ： ３ ９９３

－

９６ ．

［ １ ０３ ］ Ｃｈｏ ｉＨＫ
，
Ｃｈｏ ｉｂ ｅ

，Ｌ ｅ ｅＳＨ ，ｅ ｔａ ｌ ．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ａｎｇ ｉ ｏｇｅｎｅ ｓ ｉ ｓ
－

ａｎｄ
－

ａｐｏｐｔｏ ｓ ｉ ｓｒｅ ｌ ａ ｔ ｅｄ

ｇｅｎｅ ｓｉ ｎｃ ｈｏｒ ｉ ｏｎ ｉ ｃｖ ｉ ｌ ｌ ｉｄ ｅｒ ｉ ｖ 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ｃｕｒｒｅｎ 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ｃ ｙｌｏｓ ｓｐａｔ ｉ ｅｎｔ ｓ ［Ｊ ］ ． Ｍｏ ｌＲｅｐｒｏｄ

Ｄｅｖ
，
２ ００３

，
６６ （ １ ） ： ２４

－

３ １ ．

［ １ ０４ ］ ＬｅａＲＧ
，
ａ ｌ

＿

Ｓ ｈａｒ ｅ ｋｈＮ
，
Ｔｕ ｌ ｐｐａ ｌ ａＭ ， ｅ ｔａ ｌ ．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ｏ ｌ ｏｚ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ｂｃ ｌ

－

２ａｔｔ ｈｅ

ｍａｔ ｅｒｎａ ｌ ｆｅ ｔ ａ ｌ ｉｎｔ ｅｒｆａｃ ｅ ｉ ｎｈｅａ ｌ ｔｈｙａｎｄｆａ ｉ ｌ 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ｅ ｉ ｅ ｓ ［Ｊ ］ ．ＨｕｍＲＥＰ０ＲＤ
，

１ ９９ ７
，

１ ２ （ １ ） ： １ ５ ３
－

８ ．

８ １





广 州 中 医药 大学 ２ ０ １ ５ 届博士学位论文


［ １０５ ］丁峰 ， 傅国强 ， 邢福祺 ． 自然流产中 的早孕期蜕膜细胞 Ｂｃ ｌ
－

２ ／Ｂａｘ 比例异常 ［Ｊ］ ． 基础医学与

临床 ，
２００２

， 
２２

（４ ） ： ３６３
－

３６７ ．

［ １０６ ］ 郭玉萍 ， 张静 ， 袁瑞． 自然流产病例的绒毛与蜕膜细胞增殖和细胞凋亡的研宄 ［Ｊ ］ ． 第三军医大

学学报２００２ ，２４ （２ ） ： ２ １ ６
－

２ １９ ．

［ １ ０ ７ ］ 张列转 ， 米亚英 ． 自 然流产模型小 鼠蜕膜细胞凋 亡及相关基 因 的表达 ［Ｊ］ ． 免疫学杂志 ，

２００ ７
，
２ ３ （ ５ ） ： ５ ２ １

－

５ ２７ ．

［ １０８ ］彭梅 ， 丁依玲 ． 复发性流产患者子宫蜕膜细胞凋亡蛋白 Ｆａ ｓ 、 抑制凋亡蛋 白 Ｂｃ ｌ
－

２ 表达的相关

性研究 ［Ｊ ］ ． 中 国妇幼保健 ，
２００８ （２３ ） ： ５ ４２

－

５４４ ．

［ １ ０９ ］ Ｃｏｂｅ ｌ ｌ ｉ ｓＬ Ｉ
，ＤｅＦａ ｌ ｃｏＭ

，
Ｔｏｒｅ ｌ ｌ ａＭ

，Ｔｒａｂｕｃ ｃｏＥ ， 
Ｍｏｄｌ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Ｂａｘ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ｉ ｎ

ｐｈ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ａｎｄｐａｔｈ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ｈｕｍａｎｐ ｌ ａｃｅｎｔａ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 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Ｉ ｎ

Ｖ ｉ ｖｏ
，
２００ ７

， 
Ｓｅｐ

－

Ｏｃ ｔ
；

２ １ （５ ） ： ７ ７ ７
－

８３ ．

［ １ １ ０ ］ Ｅ ｊ ｉ ｍａＫ
，
Ｋｏ ｊ ｉＴ

， 
Ｔ ｓｕｒｕｔａＤ

， 
Ｎａｎｒ ｉＨ

，
Ｋａｓｈ ｉ ｍｕｒａＭ

，ＩｋｅｄａＭ ．Ｉｎｄｕｃ ｔ ｉ ｏｎｏｆａｐｏｐ ｔｏ ｓ ｉ ｓｉ ｎ

ｐ ｌａｃｅｎｔａｓ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ｍ ｉ ｃ ｅｅｘｐｏ ｓ ｅｄｔｏｌ ｉ ｐｏｐｏ ｌｙｓａｃ ｃｈａｒ ｉ ｄ ｅ ｓ ：ｐｏ ｓｓ ｉ ｂ ｌ ｅｉ ｎｖｏ ｌｖｅｍｅｎｔｏｆ

Ｆａｓ／Ｆａｓｌ ｉ ｇａｎｄｓｙ ｓ ｔ ｅｍ［Ｊ ］ ．Ｂ ｉ ｏ ｌＲｅｐｒｏｄ ，
２０００

，
６２ （ １ ） ： １ ７８

－

１ ８５ ．

［ １ １ １ ］ 李云霞 ． 黄岑苷 、 槲皮素对 ＬＰＳ 致小 鼠蜕膜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 ［Ｄ］ ． 硕士论文 ． 河北农业大

学 ，
２０ １ ２ ．

［ １ １ ２ ］ 秦明春 ，
王若光 ， 李春梅 ． 基于激光解析／离子化－

飞行时间质谱技术的中药阿胶蛋 ＾ 质组分

析 ［Ｊ ］ ． 中 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 ，
２００ ７

，
１ １ （ １ ９ ） ３ ７９ ３

－

３ ７９６ ．

［ １ １ ３ ］杨业洲 ， 曹泽毅 ， 韩宇研 ， 等 ． 米非司酮对人早孕绒毛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Ｊ ］ ． 中华妇产科

杂志 ，
１９９８

，３３
（５ ） ： ２６８

－

７０ ．

［ １ １４ ］ＭｕｒｐｈｙＡＡ
，ＺｈｏｕＭＨ

，Ｍａｌ ｋａｐｕｒａｒａＳ ．ＲＵ
－

４８６
－

ｉ ｎｄｕｃｅｄ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ｈ ｉｂ ｉ ｔ ｉ 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

ｅｎｄｏｍｅ ｔｒ ｉ ａ ｌｃ ｅ ｌ ｌ ｓ［Ｊ］ ．Ｆｅｒｔ ｉ ｌＳ ｔｅｒ ｉ ｌ
，２０００

，７４ （５ ） ： １ ０ １４
－

９ ．

［ １ １ ５ ］ Ｄａ ｉＤ
， 
Ｍｏｕ ｌ ｔ ｏｎＢＣ

， 
Ｏｇ ｌ ｅＴＦ ．Ｒｅｇｒｅ ｓ ｓ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ｃ ｉ ｄｕａ ｌ ｉ ｚ ｅｄｍｅ ｓｏｍｅ ｔｒ ｉ ｕｍａｎｄｄｅｃ ｉ ｄｕａ ｌ

ｃｅ ｌ ｌ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ａｒｅａｓｓｏｃ ｉ ａｔ ｅｄｗ ｉ ｔｈａｓｈ ｉ ｆｔｉ ｎ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ｂｃ ｌ
－

２ｆａｍ ｉ ｌ ｙｍｅｍｂ ｅｒｓ ［Ｊ ］ ．Ｂ ｉ ｏ ｌ

Ｒｅｐｒｏｄ ， 
２０００

，
６３ （ １ ） ： １ ８８

－

１９５ ．

［ １ １６ ］ Ｇｈｏ ｓ ｈＤ ，ＤｅＰ
，Ｓ ｅｎｇｕｐｔａＪ ，ｅ 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 ｔｏｆＲＵ４６８ｏｎｔｈｅｅｎｄｏｍｅ ｔｒ ｉ ａ ｌｒｅ ｓｐｏｎ ｓ ｅｔ ｏ

ｄｅｃ ｉ ｄｕｏｇｅｎ ｉ ｃｓ ｔｉｍｕ ｌｕ ｓｉ ｎｏｖａｒ ｉ ｅｃ ｔｏｍ ｉ ｚ ｅｄｒｈｅ ｓｕｓｍｏｎｋｅｙ ｓｔｒｅａｔ ｅ ｄｗ ｉ ｔｈｏｅ ｓ 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

ｐｒｏｇｅ ｓ ｔ ｅｒｏｎｅ［Ｊ］ ．ＨｕｍＲｅｐｒｏｄ ，１ ９９２
，７ （８） ： １０４８

－

１ ０６０ ．

［ １ １ ７ ］刘颖 ， 冯霞 ． 米非司酮促进早孕绒毛及蜕膜细胞凋亡的研宄 ［Ｊ］ ． 徐州医学院学报 ，

２００ １
，
２ １ （３ ） ： ２ １ ８

－

２ ２０ ．

［ １ １ ８ ］施晓华 ， 钱小泉 ， 张品南 ， 等 ． 米非司酮药物流产后绒毛蜕膜细胞凋亡的相关研究 ［Ｊ ］ ． 生殖与

避孕 ，

２０ １４
，３４ （６ ） ： ５ ０６ ５ １ ０ ．

［ １ １ ９ ］ 丁峰 ， 傅国强 ， 邢福祺 ， 等． 米非司酮对人早孕期蜕膜细胞凋亡及其调控基因 ｂｃ ｌ

－

２／ｂａｘ 的影

响 ［Ｊ ］ ． 现代妇产科进展 ，
２００２

，
１ １

（ １ ） ： ３６ ３８ ．

［ １２０ ］Ｌ ｉ Ｌ
，ＬｕｏＧＡ

，
Ｌ ｉａｎｇＱＬ ，

ｅ ｔａ ｌ ．Ｒａｐ ｉ ｄｑｕａ ｌ ｉ ｔａｔ ｉｖ ｅａｎｄｑｕａｎｔ ｉ ｔａｔ ｉ ｖ ｅａｎａ ｌ ｙ ｓｅ ｓｏｆＡｓ ｉ ａｎ

ｇ ｉ ｎｓ ｅｎｇｉ ｎａｄｕ ｌ ｔ ｅｒａｔ ｅｄＡｍｅｒ ｉ ｃａｎｇ ｉ ｎ ｓ ｅｎｇｐｒ ｅｐａｒａｔ ｉ ｏｎ ｓｂｙ
ＵＰＬＣ／Ｑ

－

Ｔ０Ｆ
－

ＭＳ［Ｊ ］ ．ＪＰｈａｒｍＢ ｉ ｏｍｅｄ

Ａｎａ ｌ
，
２０ １０

，
５２ ： ６６

－

７２ ．

［ １ ２ １ ］ ＭａＺＣ ， 
ＺｈｏｕＳＳ

，
Ｌ ｉ ａｎｇＱＤ ，

ｅｔａ ｌ ． ＵＰＬＣ
－

ＴＯＦ／ＭＳｂａｓｅｄｃｈｅｍ ｉ ｃ ａ ｌｐｒｏｆ ｉ ｌ 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

ｅｖａ ｌ ｕａｔ ｅｔ ｏｘ ｉ ｃ ｉ ｔｙ
－

ａｔ ｔ ｅｎｕａ ｔ ｅｄｃｈｅｍ ｉ ｃａ ｌｃｏｍｐｏｓ ｉ ｔ ｉ ｏｎｉ ｎｃｏｍｂ ｉｎａｔ ｉｏｎｏ ｆｇ ｉ ｎ ｓｅｎｇａｎｄＲａｄ ｉ ｘ

Ａｃｏｎ ｉ ｔ ｉＰｒａｅｐａｒａｔａ［Ｊ ］ ．Ａｃ ｔａＰｈａｒｍＳ ｉ ｎ（药学学报 ） ，
２０ １ １

，
４６ ： １４８８－ １ ４９２ ．

８２





助孕丸 中健脾组方提取物的 药效学与 药代动 力 学研究


［ １ ２２ ］覃红萍 ， 鲁静 ， 林瑞超 ， 等． 黄芪中异黄酮类成分的研究 ［Ｊ］ ． 药物分析杂志 ， ２００９ ，２９ （５ ） ： ７４６ ．

［ １ ２３ ］ 邱 勇 波 ， 刘 锦 ， 武 飞 ． 黄 芪 化 学 成 分 及 药 理作 用 研 究进展 ［Ｊ ］
． 中 国 疗 养 医 学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５ ） ： ４３５

－

４３６ ．

［ １ ２４ ］孙洁 ， 张蕾 ， 张晓拢 ， 等 ． 蒙古黄芪的化学成分研究 ［Ｊ］ ． 现代药物与临床 ，
２０ １ ３

，
２８

（ ５ ） ，１ ３８
－

１ ４３ ．

［ １ ２ ５ ］ 马晓丰 ，
田晓明 ， 陈英悉 ， 等． 蒙古黄芪 中黄酮类成分的研宄 ［Ｊ］ ？ 中草药 ，

２００５
，
３６（９ ） ： １ ２９３ ．

［ １ ２６ ］卞云云 ， 管佳 ， 毕志明 ， 等． 蒙古黄芪的化学成分研究 ［Ｊ ］ ． 中 国药学杂志 ， ２００６ ，４ １（ １ ６ ） ：１ ２ １ ７ ．

［ １ ２ ７ ］李瑾 ， 蒋建勤 ． 蒙古黄芪化学成分研宄 ［Ｊ］ ． 今 日药学 ，
２０ １ ０

，
２０ （ １ １ ） ： ３２ ．

［ １ ２８ ］ 张艺轩 ． 基于液质联用技术的温络方药效物质基础研宄 ［Ｄ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 ，

２０ １ １ ．

［ １ ２９ ］ Ｒｕ ｉＳ
， 
Ｈａ ｉＭＷ

， Ｊ ｉ ａｎＨＺ
，ｅ ｔａ ｌ ．Ｒｅｃ ｏｍｂ ｉ ｎａｎｔｈｕｍａｎｐｒｏ ｌ ａｃ ｔ ｉｉｍｐｒｏｖ ｅｓａｎｔ ｉ ｔｕｍｏｒｅｆｆｅｃ ｔ ｓ

ｏｆｍｕｒ ｉ ｎ ｅｎａｔｕｒａ ｌｋ ｉ ｌ ｌ ｅｒｃ ｅ ｌ ｌ ｓｉ ｎｖ ｉ ｔｒｏａｎｄｉｖ ｉ ｖｏ ［Ｊ］ ．Ｎｅｕｒｏｉｍｍｕｎｏ

ｍｏｄｕ ｌａｔ ｉ ｏｎ
，
２００２ ．２ ．２００３

，
１ ０ ： １ ６９

－

１ ７６ ．

［ １ ３ ０ ］ Ｐｅ ｅｖａＥ ，
Ｍ ｉ ｃｈａｅＥ

， 
Ｃ ｌ ｅａｒｙＪ ，ｅ ｔａ ｌ ．Ｐｒｏ ｌａｃ ｔｉ ｎｍｏｄｕ ｌａｔ ｅ ｓｔｈｅｎａ ｉ ｖｅＢｃｅ ｌ ｌ

ｒｅｐ ｅｒ ｔｏ ｉ ｒｅ ［Ｊ ］ ．

ＪＣ ｌ ｉ ｎＩｎｖｅ ｓ ｔ
，
２００ ３

，

１ １ １ ： ２ ７ ５
－

２ ８３ ．

［ １ ３ １ ］ ＴａｎＪ ，
ＲａｊａＳ ，

Ｄａｖ ｉ ｓＭＫ
，ｅ ｔａ ｌ ．Ｅｖ ｉ ｄ ｅｎｃ ｅｆｏｒｃｏｏｒｄ ｉ ｎａｔ ｅｉ ｎｔ ｅｒａｃ ｔ ｉ ｏｎｏｆ

ｅ ｙｅ ｌ ｉ ｎｎＤ３ｗ ｉ ｔｈｐ２ １ａｎｄＣＤＫ６ｉ ｎｄ ｉ ｒ ｅｃ ｔ ｉ ｎｇ ｔｈｄｅｖｅ ｌ 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ｕ ｔ ｅｒ ｉ ｎ ｅ ｓ ｔｒｏｍａ ｌｃ ｅ ｌ ｌ

ｄ ｅ ｃ ｉ ｄｕａ ｌ ｉ ｚ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ｐｏ ｌ ｙｐ ｌ ｏ ｉ ｄｙｄｕｒ ｉ ｎｇｉｍｐ ｌ ａｎｔａｔ ｉ ｏｎ ［Ｊ ］ ． ＭｅｃｈＤｅｖ
，
２０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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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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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７ 各组药物对蜕膜细胞损伤模型 的影响 （ ４８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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