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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益心解毒颗粒对动物心律失常的保护作用

高 红1 杨娟英2 卢 露2 郑伶俐3 唐志书3

(1陕西省咸阳市雨茂医院，陕西成阳，712000；2咸阳步长制药有限公司；3陕西中医学院)

摘要 目的：观察益心解毒颗粒对由cacl2和鸟头碱诱发动物心律失常的保护作用。方法：于大鼠末次用药60min后，舌下注

射caCl2和鸟头碱诱发大鼠心律失常，观察大鼠心电图变化及心律失常情况。结果：益心解毒颗粒39／kg可明显提高cacl2致

大鼠心律失常的存活率；益心解毒颗粒1．5～6．0∥kg可推迟鸟头碱致大鼠心律失常的发生时间、缩短心律失常持续时间。结

论：益心解毒颗粒对动物心律失常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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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心解毒颗粒由黄芪、金银花、黄连等中药组成，

具有补养心之气阴、清热解毒功效，临床上主要用于气

阴两虚，热毒侵心造成的病毒性心肌炎，因心律失常在

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表现中是极为常见的体征之一，

故本试验观察了多次给予益心解毒颗粒对药物诱发动

物心律失常的保护作用。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1)药品及试剂：益心解毒浸膏(9．65649浸

膏相当于颗粒剂109)，由咸阳制药有限公司提供，批

号20070706；稳心颗粒剂，山东步长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批号070114；乌拉坦，中国曹阳第二中学化工厂生

产，批号0505ll；氯化钙(Cacl：)，常州市万达试剂厂

生产，批号060710，用时以注射用水配成3．5％溶液；

自制乌头碱冷浸液，即按lg：10m1的配比，将乌头粉以

注射用蒸馏水浸泡48h后取上清液备用。羧甲基纤维

素钠(CMC—Na)，由北京化学试剂公司经销，批号

030628。2)动物：健康wis附大鼠，体重200～2509，雌

雄各半，西安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3)仪器：E—

clipse400型心电图机，美国Burdick公司制造。

1．2方法：各项试验均取体重220—2609健康大鼠若

干只，雌雄各半，随机均分5组，每组10～11只。即赋

型剂对照组(0．5％CMC—Na)、益心解毒颗粒低剂量

组(1．59／kg)、益心解毒颗粒中剂量组(3．Og／kg)、益心

解毒颗粒高剂量组(6．09／kg)、稳心颗粒剂阳性药对照

组(3．09／kg)。灌胃(i．g)给药体积均为10mL／kg。给

药时间30天。

1．3造模方法及观察指标：1)Cacl：诱发心律失常：大

鼠末次用药60min后，以30％乌拉坦1．29／kg腹腔麻

醉，仰位固定，由舌下静脉匀速(10s)推注3．5％CaCl2

110mg／kg，并记录心电图Ⅱ导联(50m∥s，20mn∥mv，
O．12—48Hz)，观察其心律失常情况，试验结果以死亡

时间和存活数作指标统计其保护率。若大鼠静脉推注

cacl：后呼吸高度抑制，导致心跳过缓而停博，则应剔

除(该现象不是因心律失常致死)。2)乌头碱诱发心

律失常：大鼠末次用药60min后，以乌拉坦1．29／kg腹

腔麻醉，仰位固定，记录正常心电图(纸速50mm／s，电

压20mIn／mv，0．12—48Hz)，由舌下静脉匀速(10s)推

注乌头碱冷浸液0．3mL／1009，观察其心律失常情况，试

验结果以心律失常出现时间及持续时间作指标，进行

统计比较。

2 结果

2．1 对CaCl：诱发大鼠心律失常的保护作用：益心解

毒颗粒对cacl：诱发大鼠心律失常有一定的保护作

用。赋型剂组10只大鼠静脉推注CaCl：后，即刻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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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发性心动过速，随之表现为房室传导分离，最后发展

为心室扑动及室颤而死亡9只，仅1只存活；各用药组

部分大鼠静脉推注CaCl：后，表现出可逆性室颤而逐

渐恢复：益心解毒颗粒高、中、低剂量组分别有5只、7

只和2只大鼠存活，对大鼠心律失常的保护率分别为

40％、53．64％和10％，其中各剂量组与赋型剂对照组

比较有显著意义(P<O．05)；阳性对照药物稳心颗粒

剂介于益心解毒颗粒高、中剂量之间(6只大鼠存活，

保护率为50％)。见表1。

表1 益心解毒颗粒对CaCl，诱发大鼠心律失常的影响

组别 。箍，聋擎夏铲夏挚存活率等苏尹

2．2对乌头碱诱发大鼠心律失常的保护作用：益心解

毒颗粒对乌头碱诱发大鼠心律失常有一定的保护作

用。各组大鼠静脉推注乌头碱后，于不同时间出现心

律失常，其过程为：室性早搏一Ⅱ或Ⅲ联律一短阵发性

室性过速_连续性室性过速，维持一段时间后，又以相

反顺序逐渐恢复。赋型剂对照组大鼠静脉推注乌头碱

后19．11±8．31s即出现心律失常，其持续时间达37±

17．99min；与赋型剂对照组比较，益心解毒颗粒低、中、

高剂量可使大鼠心律失常出现时间(分别为40．13s、

41．50s和49．758)延后和心律失常持续时间

(19．25min、20．13min和11．53min)缩短，经统计学处

理有显著或非常显著意义(P<0．05或P<0．01)；其

中、低剂量组所显示的作用强度与阳性对照药物稳心

颗粒剂相当(心律失常出现时间为37．50±10．00s、持

续时间为19．00±7．50min)。见表2。

表2益心解毒颗粒对乌头碱诱发大鼠心律失常的影响(i±s)

删 。强聋警出翟间臀

注：与赋型剂组比较，’P<O．05．一P<O．Ol。

3讨论

心律失常是心脑血管病中常见的临床症状，很多

疾病的发生及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如病毒性心肌炎。

西医学尚无特殊有效的治疗方法，主要以抗病毒感染

为主，治疗迅速但易复发。中医认为病毒性心肌炎多

由于外感六淫，尤以湿热邪毒为主，根据其发病特点属

中医学“温病”范畴，根据临床表现特点，又属“心悸”

“怔忡”的范畴。益气养阴法是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

根本大法，清热解毒是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重要治法。

根据这个理论和治法，益心解毒颗粒由黄芪、麦冬、生

地黄、金银花、黄连、防风、丹参、五味子、酸枣仁、炙甘

草等中药组成，其中黄芪，性甘温，益气固表，扶正祛

邪，为君药，现代研究亦表明黄芪有明显的抗病毒、保

护心肌、改善心脏功能和调节免疫的作用⋯；麦冬，甘

寒质润，具阴柔之性，滋阴而不腻滞，养心阴之虚而生

血复脉，清心经之热而除烦安神，为臣药，现代实验研

究表明麦冬能改善心肌收缩力和泵功能，显著减少心

肌细胞缺氧性损害，促进其愈合，并有对抗实验性心律

失常的作用旧o；生地黄，甘、苦、寒，归心肝肾经，清热凉

血，养阴生津。适应症：温热病后期，余热未尽，阴津已

伤；或温热病热人营血，身热口干，其适应证与病毒性

心肌炎甚为吻合，与麦冬配合养阴生津、清热除烦、养

心护心，具有很好的作用。金银花、黄连清热解毒；防

风祛风解表胜湿、止痛、解痉、润而不燥，有“风药中润

剂”之称，以上3味共奏清热解毒祛邪之功，邪去正安。

佐药丹参，性苦寒微温，人心肺经，功擅活血化瘀，宁心

安神；五味子，敛肺降火，固精敛汗，补心安神，配伍黄

芪加强补气之功，对改善心悸、失眠症状有益；酸枣仁，

养心安神，敛汗能养心阴，益肝血而宁心安神。此3味

佐助君药黄芪养心安神，对胸闷、心悸、失眠、多汗、心

肌酶增高等有显著效果。使药炙甘草，性甘平，人心肺

脾胃经，缓和药性，调和诸药而为使。

本实验以实验动物心律失常时各种表现为考察指

标，进一步验证了益心解毒颗粒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

良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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