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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颈稚通治疗颈推病机理的实验研究

厂 州军区第 ∀  中心医院 #∀ ! ∀ ! ∃

赵聚凯 陈庆平 晏 荣 陈德钊 程洁赛 迟 文

摘要 本文 未用具有活血化瘫作用之颈推通胶囊进行大 鼠血液流变学 #% ∃
,

兔离体主动脉 #& ∃
,

兔

颈 内动脉 #∋ ∃
,

大推动脉 #( ∃
,

大 鼠肠 系膜活体微循环 #) ∃ 实验
。

结果表明
∗

颈推通胶 囊具有降低大

鼠血液 粘度
,

直接舒张兔离体血管
,

显著增加 兔颈内动脉与 大推 动脉血流量
,

明显改善大 鼠肠 系膜微循

环等作用
。

其中颈推通对 &
、

∋
、

( 的作用优于颈复康
,

对 ) 的作用与复方丹参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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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颈椎病的临床研究中发现该病与血窟密切 通 #!
·

+ , − .
、

!/ 00 ∀ , − . ∃ 除采用椎动脉测试外
,

其

相关
,

并采用活血化窟中药颈椎通胶囊 #简称颈椎通 ∃ 它方法均同 +
。

治疗各型颈椎病取得显著疗效
〔,

、

0 〕
。

为了探讨其作用机 ∀
/

对大鼠肠系膜活体标本微循环作用
∗

取 1 ( 大

理而进行本实验
。

鼠 2! 只
,

雌雄各半
,

体重 3! 一 0 !!
,

随机分成 2 组
,

材料与方法 % 组为正常对照组
,

& 组为复方丹参片组 #!
·

∀ 0 ,− .
,

4/ 对大鼠血液流变学实验
∗

取 2! 只 5 ( 大鼠
,

体 配成 ∀
/

0 6 溶液 ∃
,

∋ 组为模型组即
,

( 组为颈椎通组

重 3 !一 0 !!
,

雌雄各半
,

随机分成四组
,

其中三个实 #
·

2 7 ,− . ∃
。

% 组静注生理盐水 ! 8 4,− .
,

&
、

( 组小

验组
,

一个对照组
。

实验组分别给予颈椎通 #本院药厂 肠给药 0! 分钟后与 9 组均注射 ! 6高分子右旋糖醉

生产
,

由川芍
、

当归
、

生地
、

桃仁
、

葛根
、

黄蔑等组成
,

4 :8 4,− .
。

动物麻醉后
,

分离颈总动脉与颈外动脉
,

用

每 . 含原生药 !
/

∃ !
/

+ ,− .
,
!

/

3 , − .
, /

∀ 7 ,− .
。

聚乙烯管分别进行颈总动脉和颈外动脉插管
,

将颈总

对照组给予常水 ! 8 4,− .
。

每 日 次灌服
,

连续给药 0! 动脉连接血压换能器 以 1; 一 20 型多导生理记录仪监

天后去眼球取血
,

进行血液流变学 3 项指标检测
。

测血压
〔幻 ,

按 <= >?≅ Α9 Β 法制备大鼠肠系膜活体微循环

0
/

对兔离体主动脉的舒张作用
∗

取家兔 ! 只
,

雄 标本
,

用 + ℃恒温平衡克氏液不断地均匀滴注标本上
,

性
,

体重 0一 +− .
。

处死取胸主动脉
,

剔除血管外结缔 用 ∋( 一 Χ 型彩色显微 电视录像装置观察记录
,

在监

组织
,

剪成约
/

59 8 的血管段备用
。

按离体血管段容积 测器屏幕上测定给药前后细动脉 #% + ∃ 和细静脉 #Δ + ∃

法
〔+〕

进行实验
,

分别加入颈椎通 #!
/

7 8 . , 8 4∃
、

颈复康 的 口径及血流速度的变化
,

并用生理记录仪同步记录

#!
/

7 8 . ,8 4∃
、

婴粟碱 #!
/

<8 . , 8 4∃
,

观察液面变化并 血压的变化
,

同时观察血细胞流态的变化
,

以判断微循

记录
,

液面上升表示血管收缩 #Ε ∃
,

液面下降表示舒 环的情况
。

张 #一 ∃
,

每种药物实验 ! 次
。

结 果

+
/

对兔颈内动脉血流量的作用
∗

取新西兰白兔 +!
/

/ 对大鼠血液流变学实验
∗

全血粘度高切
∗

对照组

只
,

雌雄各半
,

体重 0一 0/ 5− . 随机分成 7 组
,

分别给 与颈椎通低
、

中
、

高剂量组分别为 !
·

30 士 Φ 3
、 ·

7  

予生理盐水 #58 4, − . ∃
、

婴粟碱 #!
/

78 . , − . ∃
、

颈复康 士 Γ
·

+
、 ·

! 2 士
/

∀ ∀
、

5
·

∀ 2 土 Γ
·

7Η 8 Ι Α 5 。

低剂量组与对

#
/

7 , − . ∃
、

颈椎通 #!
/

0 + , − .
、

!
/

2 ∀ , − .
、

Η
·

+ , 照组比较
,

Ι ϑ Η
·

!
。

全血粘度低切则分别为 7
/

0 0 士

− . ∃
。

动物麻醉后
,

手术分离颈总动脉所有颅外分支并 0
·

+
、

+
·

∀ 士 0
·

∀
、

+
·

7 7士 0
·

∀ 2
、

0
·

0 ∀士
·

. 48 Ι Α 5 ,

结扎
,

仅保留颈内动脉
,

连接于 ΚΛ Μ 一 0 ! ! 流量计
,

稳 中剂量组与对照组 比较
,

尸 ϑ :
,

! Ν 高剂量组与对照组

定 +! 分钟
,

静脉注射被试药物
,

给药量均为 ∀ 8 4,− .
,

比较
,

尸 ϑ !/ ! !
。

说明颈椎通有降低全血粘度作用
。

血

给药前 ! 分钟与给药后 ! 分钟测量血流量
,

计算其 液流变学的其它 7 项指标均无明显变化
。

增加值川
。

0
/

对兔离体主动脉的舒张作用
∗

颈椎通 #!
/

7 8 . ,

2
/

对犬椎动脉血流量的作用
∗

取犬 0! 条
,

雌雄兼 8 ( 与同剂量颈复康 比较
,

舒张血管的变化分别为 一

有
,

体重 ! 一 ∀ −.
,

分成 ∀ 组
,

分别给予生理盐水 #∀ 8 4, +/ !∀ 士 / 58 8
、

一 / +士 !/ 78 8
,

前者优于后者 #Ι ϑ

− . ∃
、

婴粟碱 #0
/

 8 . , −. ∃
、

颈复康 #!
/

,− . ∃
、

颈椎 !
/

! ∀ ∃ Ν
与婴粟碱 #!

/

<8 . , 8 4∃血管舒张值 0
,

士
/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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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

二者差异不显著 #尸 Ο !
/

! ∀ ∃
。

表明颈椎通有直 为优 # 尸 ϑ !
/

! ∃
,

颈椎通高剂量与婴粟碱相似 # Π Ο

接舒张兔离体主动脉的作用
。

!
/

! ∀ ∃
,

颈椎通增加血流量的峰值在 0! 一 +! 分钟
,

药效

+
/

对兔颈内动脉血流量的影响
∗

从表 可见
,

增加 作用与药量呈良好依赖关系
。

表明颈椎通有显著增加

血流量高峰值
,

颈稚通中
,

高剂量分别为 02
/

2 士 3
/

58 4, 兔颈内动脉血流量作用
。

8 ?Χ
、

0 7
/

7 士 !
/

<8 4, 8 ?Χ
,

比颈复康 !
/

! 士  
/

 8 4, 8 ?Χ

表 颐椎通对兔颈内动脉血流量的影响 #组 Χ 一 ∀
,

王士
￡ ∃

给药前

血流量

给药后血 流量增加值 #而,。
Χ ∃

组别 剂量

生理盐水 1ΘΡ?4 ,− .
/

∀士 2
/

0 +
/

7士 2
/

 +
/

0士 7
/

! !
/

2士 7
/

+
/

3士  
/

 
一

/

0士 !
/

!
一
0

/

7士  
,

0

譬粟碱 7
/

7 ,− . 0 !
/

2 士 0
/

∀  
/

2士 +
/

+ 长 井
/

2士
/

+ 升 赞 0
/

2士 2
/

0 笼 赞 + 3士 2
/

0!
/

!士 3
/

备 并 !
/

7士 2
/

关 釜

颈复康 7 ,− . 0 +
/

! 士 7
/

0 7
/

 士 0
/

∀ 井 圣 3
/

0士  
/

7 , / !
/

!士  
/

 爸
/

 ∀士 3
/

3 3 0 ∀士 3
/

7
/

0 士 7
/

3

颈椎通 #低 ∃ !
/

0 + ,− . 0 +
/

2 士 7
/

!
/

0士 ∀
/

3 并 +
/

7士 + 2 扮 0
,

3士 ∀ , +
/

3士 ∀
/

0
/

7士
/

∀ 7
/

7士  
/

 

颈椎通 #中∃ :
·

2 ∀ ,− .
·

: 士+
/

! 0 !
/

!士 +
/

0 资 苍 0 +
/

7士
,

甘 价
02

/

2 士 3 ∀ 份 公 0!
/

!士 2
/

0 釜 份 0
/

3 士 7
/

0 公 关 2
/

7 ∀士 + 7 苦 并

颈椎通 #高 ∃ !
/

+ ,− .
/

7 土∀
/

+
/

3士 2
/

朴 苦 + !
/

2 士
/

铃 赞 07
/

7士 !
/

0 长 妥 3
/

! 士
/

0 0
/

0 士 3
/

3 份 并 !
/

0 0士2
/

 并 苦

注 与生理盐水比较
二 尸 ϑ 。

/

!∀
二 二 尸 ϑ 。

/

!

表 0 颈椎通对犬椎动脉血流且的影响 #组
Χ 一 ∀

,

牙士
∗ ∃

组别 剂 量
给药前

血流量

给药后血流量增加值 #8 4, 8 ?Χ∃

生理盐水 ∀词, − . +
/

!土 ∀
/

∀
/

2 士
/

+
/

0 士!
/

3 2
/

0 士 0 + 0 土 +
/

3 !
/

2 士!
/

∀
/

∀ 士 0
/

粤票碱 0
·

 8 . , − . +
·

0士 7
·

0
/

0 士 3
,

∀
/

! 士 0
/

于 3
/

∀ 士 2
/

∀
/

7 士
/

0
/

3 士
/

!  
/

! 土7
/

+

颈复康 !
·

! , − . +2
·

!士 7
·

0 ∀
/

3 士7
/

2 朴 舒 0
/

7 士7
/ / 赞 0

/

7 士 7
/

备 份 0
/

! 士3
,

+ 并 + ! 士3 2 , !
/

3 士 !
/

7

颈椎通 #低∃ !
/

+ ,吨 0  
/

2士 3
/

2 3
/

2 士 7
/

∀ 价 ∀
/

2 士7
/

2 3
/

7 士 ∀
/

0 苦 !
/

3 士 ∀
/

+ 0
/

7 士 7  +
/

7 士 0
/

∀

颈椎通 #高∃ !
/

0 0 ∀ , − . 02
/

7士
/

! 7
/

7 士 
/

∀ 粉 铃 0 0
/

! 士3 ∀ 补 井 0 0 3 士
/

7 , , 0 2
/

2 士 +
/

3 0 ∀ 2 士 + 3 苦 书 0 ∀
/

0 士
/

0 朴 补

注
∗

与生理盐水 比较
资 尸 ϑ 。

/

!∀
苦 / Π ϑ 。

/

!

表 + 颈椎通对大鼠肠系膜活动微循环的影响 #牙 士 、 ∃

% 口径 #尸ΣΧ ∃ Μ 口 径 # , 8 ∃

正常对照组 #% ∃ 盐水 4 :8 4, − . !
/

 士!
/

+ ! !
/

0 士 !
/

0 + !
/

! 2士 !
/

0 ∀ !
/

! 士 !
/

+ ! ! 7 +士 !
/

2 7
一
!

/

7  士!
/

7

复方丹参组 #&∃ !
/

∀ 0 , − . +
/

0  士
/

! ∀ 苦
/

0 ∀ 士!
/

 2 0
/

3 ∀士 !
/

赞
/

2 士 !
/

 7 2
/

2 士
/

 2 赞 +
/

 士
/

∀ 2

模 型 组 #9∃ 4: 8 4, − .
一
0

/

7 士!
/

0
/

0 7 士!
/

2
一
7 2 3 士 + + 0

一
∀

/

7 + 士+
/

2 3 +
/

7士 2
/

0  0
/

+ 士 0
/

颈椎通组 #( ∃
/

盛7 ,吨 +
/

0 2士
/

2 !
/

0 3 士
/

! +
/

∀ 3士
/

0 3 资 ,

0 3士
/

+ 0 2
/

+ 士
/

0 赞 ∀
/

! 7 士
/

3 7

注
∗
组间 比较

二 % ,&
、

( , &
、

& , ∋ Π # !
/

! Ν &, ( Π ∃ !
/

! ∀

2
/

对犬椎动脉血流量的作用
∗

从表 0 可见
,

颈椎通

高剂量组增加犬椎动脉血流量达 00
/

! 士 3
/

58 4, 8 ?Χ
,

比颈复康组 0
/

7士 7
/

2 8 4, 8 ?Χ 为优 # Π ϑ !
/

! ∃
,

与婴

粟碱组 3
/

∀ 士 2
/

58 4, 8 ?Χ 相似
,

#Π Ο !
/

! ∀ ∃
,

颈椎通

增加血流量的高峰值在 +! 一 2! 分钟
。

表明颈椎通有增

加犬动脉血流量作用
。

∀
/

对大鼠肠系膜活体微循环作用
∗

血流速度与血

细胞流态变化
∗

模型组给予右旋糖醉 2∀ 分钟时
,

% + 为

粗线或粒流
,

大量红细胞凝聚
,

呈泥砂状
,

Δ + 呈粒线

或粒流
Ν

颈椎通与复方丹参组无明显变化
,

% + 仍为线

流
,

Μ + 以线粒流为主
。

从表 + 表明颈椎通有明显扩张

处于微循环障碍病理状态下的大 鼠微血管
,

加快血流

速度
,

从而增加血流量
、

改善微循环
,

其作用强度与复

方丹参相当 # 尸 Ο !/ ! ∀ ∃
。

讨 论

颈椎病与血癖密切相关
,

活血化疲治疗各型颈椎

病取得显著效果比
0 〕,

而且这一认识逐步受到人们重

视
。

中医的血癖
,

大体说来与血液性质
、

血流阻力
、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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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

微血管血流等方面有着密切关系
。

因此我们从血

流流变学
、

血管
、

血流量与微循环等方面进行实验研

究
,

据研究结果
,

初步认为活血化痪治疗颈椎病大致有

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

/

改善微循环消除局部充血水肿
∗

以往认为颈椎

病骨赘不除
,

病则难愈
。

然而颈椎病骨质增生与临床症

状并不平行相关
,

很多颈椎病患者
,

经活血化窟治疗后

临床症状消失
,

多年未复发
,

但骨质增生改变却不明

显
。

现代医学研究认为横突孔
、

椎孔
、

椎间孔都有一定

空隙 #如神经根本身只 占椎间孔 ∀! 6 左右 ∃有较大的活

动范围
,

一般难以压迫血管
、

神经
、

脊髓
,

只有在骨赘

刺激或其它原因引起的局部充血
、

水肿
,

使管腔狭窄
,

才使上述组织受到压迫而发病
。

这种充血
、

水肿就属于

中医的血疲
,

亦是活血化疲的着眼点
。

因此
,

认为疲血

阻络是本病的主要病机
,

也是各型颈椎病的共性
。

本药

的显著改善微循环作用
,

可能通过改善微循环
,

使充血

水肿消除
,

受压组织松解
,

有利于疾病痊愈
。

0
/

改善血液的流变性而有利于血液运行
∗

近年研

究表明颈椎病患者血液存在浓聚现象
〔‘

、

“〕,

由于血液粘

稠
,

红细胞聚集
,

血流不畅
,

颈椎局部与大脑供血都受

到障碍
。

本研究表明颈椎通可使血红细胞聚集减少 #全

血粘度低切下降∃
,

也可改善红细胞变形能力 #全血粘

度高切下降 ∃ 从而降低血液粘度
,

有利于血液运行
。

+
/

扩张椎动脉及降低血流阻力而增加血流量
∗

现

代研究认为
,

椎动脉型颈椎病由于骨质刺激以致血管

痉挛
,

影响血供
Ν

横突孔周围组织充血水肿
,

使横突孔

相对变小
,

椎动脉受到压迫 Ν 椎间盘变性
,

椎间距离缩

短
,

椎动脉弯曲等原因引起椎动脉血流量减少而发病
。

通过临床彩色多普勒对椎动脉检测
,

发现颈椎通有扩

张处于病理状态下的椎动脉
,

降低阻力
,

显著增加血流

量的作用
。

而且本组颈椎通过兔离体血管及体内颈动

脉
、

犬椎动脉的实验结果也证明这一作用
。

颈椎通可能

通过使颈椎病患者血管舒张
,

阻力降低
,

椎动脉血流量

增加
,

改善大脑供血
,

而使颈性眩晕很快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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蝮蛇抗栓酶致手术切 口广泛渗血一例

河北滦平县中医院 #! 7 3 0∀∃ 王春江

宋 又 Τ
,

女
,

70 岁
,

7 年 ∀ 月 0 日入院
。

患者 ∀ ! ! 8 4
,

术中输入同型血 . ::8 4
,

术后切口引流血性物

曾于 + 年前患脑梗塞住院治疗 + 个月好转出院
,

遗有左 + ! ! 8 4
。

拔管后针孔渗血致部分切 口裂开
,

给予换药及

半身感觉运动障碍
。

近因头痛头晕
,

胸闷憋气伴心悸来 止血药物治疗
。

切 口近一个月始愈合
。

诊
,

门诊以原发性高血压
、

冠心病收入心内科
。

给予降 讨论 蝮蛇抗检酶系从蛇毒中提取的一种具有抗

压
、

扩冠
、

溶栓等治疗
。

蝮蛇抗栓酶 !
/

 ∀ 溶于 。
/

6
。

凝作用的酶制剂
,

具有降低血浆纤维蛋白原
、

血液粘稠

盐 水 +!! 8 4
,

复方丹参注射液 2 支溶于 ! 6 葡萄糖 度
、

血小板粘附率及血小板聚集功能
。

具有溶栓
、

改善

0! ! 84
,

每 日静滴一次
。

用药治疗 0 天患者不慎摔倒而 微循环的作用
。

用于治疗脑栓塞
,

高粘滞血症
,

血栓静

致左股骨颈骨折 #头下型 ∃
,

由心内科转入骨科治疗
。

行 脉炎等疗效较好
。

本例患者用此药治疗 0 天
,

由于术

术前准备
,

复查血常规正常
,

出凝血时间正常
。

血流变 前对应用此药物对手术影响未引起重视
,

致使术中乃

报告高粘滞血症 Ν 级
,

高凝血症 Υ 级
,

其它项 目检查大 致术后出血过多
,

应该引起注意
。 ’

致正常
。

于 7 年 ∀ 月 0! 日在连续硬膜外麻醉下行左 #收稿
∗

7 一 ! 一 ∃

股 骨头置换术
。

术时切 口 广泛渗血
,

出血约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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