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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银杏蜜环口服溶液对犬急性心肌缺血的保护作用。方法：３６只犬随机分为６组，模型组，合心爽组
（５０ｍｇ／ｋｇ）；天麻蜜环粉组（１００ｍｇ／ｋｇ）；银杏提取物组（３０ｍｇ／ｋｇ）；银杏蜜环口服溶液高剂量组（２０６ｍｇ／ｋｇ）和银杏蜜
环口服溶液低剂量组（１０３ｍｇ／ｋｇ）。通过结扎犬冠状动脉前降支的方法复制急性心肌缺血模型。观察心肌缺血后不同时
间点冠状动脉血流量、血氧含量、心肌耗氧量及心肌氧利用度，心肌梗死范围的变化。结果：与模型组比较，银杏蜜环口服

溶液大、小剂量组以及蜜环粉组和银杏提取物组心肌梗死范围明显下降（Ｐ＜００５）；同时银杏蜜环口服溶液高剂量组在
缺血后３０ｍｉｎ静脉血氧含量明显下降（Ｐ＜００５），在缺血后１５、３０、６０ｍｉｎ心肌耗氧量和心肌氧利用度明显增加（Ｐ＜
００５），在缺血后６０～１８０ｍｉｎ时冠状动脉血流量明显升高（Ｐ＜００５）。结论：银杏蜜环口服溶液可在心肌急性缺血状态
下短期内促进心肌氧供给和氧消耗；有效增加冠脉血流量，增加心肌的供血供氧，提高心肌氧利用度。药效作用优于银杏

提取物和天麻蜜环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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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肌缺血是指由于冠状动脉病变，导致心脏血
液灌注及供氧减少，从而心肌组织能量代谢失衡，心

肌收缩和舒张功能障碍的一种病理状态，是临床冠

心病的重要病理环节。因此在临床缺血性心血管疾

病的治疗当中，改善心肌缺血，提高心肌组织对缺氧

的耐受力对于维持，抑制心力衰竭的发生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银杏蜜环口服溶液是由银杏提取物和天

麻蜜环粉组成的中药复方制剂。临床研究显示银杏

蜜环口服溶液可有效改善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症

状［１］；同时能够改善不稳定心绞痛血液流变学及血

管内皮功能［２］。但是对心肌缺血病理过程是否具有

一定的改善作用还缺乏具体的了解。本研究通过银

杏蜜环口服溶液以及银杏提取物和天麻蜜环粉对犬

冠状动脉结扎导致急性心肌缺血的影响，观察其改

善心肌缺血的作用特点，为临床治疗缺血性心脏病

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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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动物　健康杂种犬３６只，雌雄各半，体质量
１４０～２００ｋｇ，由北京沙河通利试验动物养殖场，
许可证号：ＳＣＸＫ（京）２０１００００４。本实验过程均遵
守美国国立卫生院倡导的实验动物关怀和使用指导

原则，即以减少（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替代（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和
优化（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为核心的动物实验“３Ｒ”原则。动
物饲养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实验动物室，温

度２２℃，相对湿度５５％～７０％，自由进食饮水。
１１２　药物　银杏蜜环口服溶液，邛崃天银制药有
限公司，批号：６０３１２；合心爽天津田边制药有限公
司，批号：１６０９０７８；天麻蜜环粉，步长制药集团提供；
银杏提取物，步长制药集团提供。

１１３　试剂与仪器　２，３，５氯化三苯基四氮唑
（ＴＣＣ），美国 Ａｍｒｅｓｃｏ公司提供，批号：４３１９Ｂ３２０；
９％生理盐水注射液，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批号：Ｄ２０１２０４１８１，规格 ５００ｍＬ／袋。肝素钠注射
液，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号：１２０１２０，
规格２ｍＬ／１２５００单位。ＳＣ３型电动人工呼吸机，
中国上海；ＳＡＧＥ３００型超声多普勒血流计，美国
ＴＲＩＴＯＮ公司；ＯＭＮＩＳ２血氧分析仪，德国 Ｒｏｃｈｅ；
ＭＦ１１００型电磁流量计，日本光电；ＭＰ１５０型多导
生理记录仪，美国ＢＩＯＰＡＣ公司。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分组与模型制备　将３６只杂种犬按照体质
量随机分为６组，每组６只，分别为：模型组（生理盐
水，１０ｍＬ／ｋｇ）；西药阳性合心爽组（５０ｍｇ／ｋｇ）；天
麻蜜环粉组（蜜环粉，１００ｍｇ／ｋｇ）；银杏提取物组
（银杏提取物，３０ｍｇ／ｋｇ）；银杏蜜环口服溶液高剂
量组（银杏蜜环口服溶液，２０６ｍｇ／ｋｇ），银杏蜜环口
服溶液低剂量组（银杏蜜环口服溶液，１０３ｍｇ／ｋｇ）。
各给药组按所述剂量以１０ｍＬ／ｋｇ的体积十二指肠
给药。参考文献方法［３］，动物经戊巴比妥钠（３０ｍｇ／
ｋｇ）静脉麻醉，分离右侧股静脉，建立静脉通路。随
后采用颈正中切口，分离气管，进行气管插管，连接

ＳＣ３型电动呼吸机。同时分离颈外静脉，插管至冠
状静脉窦；并行颈总动脉插管。在犬左侧第四肋间

开胸，暴露心脏，剪开心包，做心包摇床；首先分离冠

状动脉左旋支，用于进行心肌血流量的测定。随后

分离冠状动脉前降支中段，穿线以备结扎，造成急性

实验性心肌缺血模型。同时分离腹部十二指肠，作

为给予实验药物或生理盐水的途径。

１２２　检测指标与方法

１２２１　冠状动脉血流量　分离冠状动脉左旋支
后，放置ＳＡＧＥ３００型超声多普勒血流计探头（Ｃｕｆｆ
Ｅ，Φ＝２４ｍｍ，２０ＭＨｚ），分别于缺血前、冠状动脉
结扎１５ｍｉｎ（给药前），以及给药后１５、３０、６０、１２０、
１８０ｍｉｎ不同时间点测定冠脉血流量（ＣＢＦ），利用公
式计算每１００ｇ心肌血流量（ＭＢＦ）：ＭＢＦ＝（ＣＢＦ／心
脏重量）×１００×３。
１２２２　血氧含量、心肌耗氧量及心肌氧利用度　
分别于缺血前、冠状动脉结扎１５ｍｉｎ（给药前），以及
给药后１５、３０、６０、１２０、１８０ｍｉｎ不同时间点经冠状静
脉窦和颈总动脉取动、静脉血，应用ＯＭＮＩＳ２型血氧
分析仪分别测定冠状静脉窦血氧含量（ＶＯ２）及动脉
血氧含量（ＡＯ２），并通过冠脉血流量（ＣＡＢＦ）计算心
肌耗氧量（ＭＯＣ）：ＭＯＣ＝（ＡＯ２－ＶＯ２）×ＣＡＢＦ／
１００。计算心肌氧利用度（ＭＯＣＲ）：ＭＯＣＲ＝（ＡＯ２－
ＶＯ２）×１００／ＡＯ２。
１２２３　心肌梗死范围　给药后１８０ｍｉｎ后，立即
取下心脏，生理盐水冲洗，称重，心脏结扎线下，平

行于冠状沟均匀地将心室部分切成５片，置于２，
３，５氯化三苯基四氮唑 （ＴＣＣ）染液中，常温染
色１５ｍｉｎ。ＨＰＩＡＳ１０００型医学图像分析系统 （北

京）测量每片心肌双侧的梗死区 （ＴＴＣ非染色区）
与非梗死区 （ＴＴＣ染色区），分别计算每片心肌的
面积和梗死区总面积。并计算梗死区占全心脏的百

分比。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试验结果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
ｓ）表示，采用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单因素方差分析）方
法，方差齐性应用 ＬＳＤ检验，方差不齐采用 Ｔａｍ
ｈａｎｅ′ｓＴ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犬心肌缺血后动、静脉血氧含量的变化　模型
组动物在结扎冠状动脉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

时间点动脉血氧含量出现一定升高的趋势，但是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各给药组进行药物干预后，与不

同时间点模型组比较，动脉血氧含量均未表现出明

显差异。与模型组比较，银杏蜜环口服溶液高剂量

组在缺血后３０ｍｉｎ静脉血氧含量明显下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２。
２２　犬心肌缺血后心肌耗氧量的变化　与模型组
比较，１５ｍｉｎ时，银杏蜜环口服溶液大、低剂量组心
肌耗氧量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同时３０ｍｉｎ和６０ｍｉｎ时，与模型组比较，银杏蜜环
口服溶液高剂量组心肌耗氧量明显增加，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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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对急性心肌缺血犬动脉血氧含量的影响（珋ｘ±ｓ，ｎ＝６，ｍｍｏｌ／Ｌ）

分组 剂量（ｍｇ／ｋｇ） 缺血后
药后

１５ｍｉｎ ３０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 １２０ｍｉｎ １８０ｍｉｎ

模型组 — ６６２±１３８ ６６３±１７７ ６８０±１７５ ７０８±１４１ ７３５±１６３ ７４０±１５９
合心爽组 ５０ ５６７±０６２ ５６７±０４８ ５４３±０８２ ５９０±０８２ ５７５±０６１ ５８２±０７５
蜜环粉组 １００ ６２３±０６９ ６０５±０９４ ６３５±０８９ ６４０±１１０ ６５８±０８３ ６７０±０７２

银杏提取物组 ３０ ７２８±１３３ ７２２±１３７ ６９７±１５２ ６８８±１３２ ７００±１１３ ７２８±１０１
银蜜蜜环高剂量组 ２０６ ６２±１５５ ５９２±１８９ ５８８±１８１ ６２７±１９４ ６７５±２２６ ６６２±２３３
银蜜蜜环低剂量组 １０３ ６６３±１００ ６６５±１５４ ６３７±１０８ ６７０±１０４ ７２８±１３６ ７６０±１４３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２　对急性心肌缺血犬静脉血氧含量的影响（珋ｘ±ｓ，ｎ＝６，ｍｍｏｌ／Ｌ）

分组 剂量（ｍｇ／ｋｇ） 缺血后
药后

１５ｍｉｎ ３０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 １２０ｍｉｎ １８０ｍｉｎ

模型组 — ５１５±１３１ ５３２±１５８ ５５２±１６２ ５７７±１１４ ５６８±１４６ ５６０±１４７
合心爽组 ５０ ３７３±０３９ ４２０±０４５ ３８５±１０２ ４３３±０７６ ４３３±０５５ ４０２±０８０
蜜环粉组 １００ ４３５±０８０ ４１７±１００ ４２５±１４７ ４４３±１４０ ４５７±０８１ ４４０±０８６

银杏提取物组 ３０ ５５２±１４９ ５５０±１５８ ５２７±１７１ ５０８±１７３ ５３５±１２６ ５３２±１３６
银蜜蜜环高剂量组 ２０６ ４３０±１８１ ４１５±１７７ ３９５±１８５ ４６２±１７５ ４９７±１９９ ４７２±２１８
银蜜蜜环低剂量组 １０３ ４８３±１１２ ４８０±１０３ ４６５±１０２ ４９８±１１４ ５６０±１４５ ５７５±１６２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对急性心肌缺血犬心肌耗氧量的影响（珋ｘ±ｓ，ｎ＝６，ｍｍｏｌ／Ｌ）

分组 剂量（ｍｇ／ｋｇ） 缺血后
药后

１５ｍｉｎ ３０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 １２０ｍｉｎ １８０ｍｉｎ

模型组 — ０６６±０３５ ０６２±０３７ ０６１±０３０ ０５３±０２２ ０６３±０２３ ０６６±０２０
合心爽组 ５０ ０７８±０２６ ０８８±０２６ ０９８±０３４ ０９５±０３２ ０６２±０１４ ０７７±０３７
蜜环粉组 １００ ０９９±０３１ ０９４±０２６ １０８±０６１ １０４±０６４ １１６±０８２ １４６±０８７

银杏提取物组 ３０ １００±０２７ ０９９±０４０ １０３±０６２ １０３±０６３ ０９１±０５８ １１６±０９１
银蜜蜜环高剂量组 ２０６ １０７±０８４ １０８±０６２ １３０±０９６ １０４±０４５ １１６±０６９ １２４±０６４
银蜜蜜环低剂量组 １０３ ０９７±０２９ １１４±０５６ ０９９±０３６ ０９６±０３２ ０９５±０３１ １０７±０４７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对急性心肌缺血后犬心肌氧利用度的影响（珋ｘ±ｓ，ｎ＝６，ｍｍｏｌ／Ｌ）

分组 剂量（ｍｇ／ｋｇ） 缺血后
药后

１５ｍｉｎ ３０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 １２０ｍｉｎ １８０ｍｉｎ

模型组 — ２２６±５１８ ２０３３±７６８ １９６０±４８５ １８５４±３５５ ２３２１±５２３ ２４７６±６３６
合心爽组 ５０ ３４０２±２８６ ２５９５±３４６ ３０１０±１０１４ ２６８２±３７６ ２４６８±４４５ ３１２０±９２４
蜜环粉组 １００ ３０６５±６１５ ３１７５±７０８ ３４３２±１５６０ ３１８６±１２６３ ３０８０±６３６ ３４７６±６９１

银杏提取物组 ３０ ２５０７±７５１ ２４６５±７５９ ２５３６±８９２ ２７２８±１０４６ ２３９５±７６１ ２７４７±１１１４
银蜜蜜环高剂量组 ２０６ ３３２±１８１３ ３３３７±１５４２ ３６２７±１９１７ ２８８６±１０９８ ２８１０±１０４０ ３２９１±１６６４
银蜜蜜环低剂量组 １０３ ２７９６±７７３ ２７５５±５３８ ２７３４±８０３ ２６４５±８１７ ２４３４±８５４ ２５８４±１１８５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５　对犬冠脉流量的影响（珋ｘ±ｓ，ｍＬ／１００ｇ·ｍｉｎ，ｎ＝６）

分组 剂量（ｍｇ／ｋｇ） 缺血后
药后

１５ｍｉｎ ３０ｍｉｎ ４５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 ９０ｍｉｎ １２０ｍｉｎ １８０ｍｉｎ
模型组 — ４３９３±１７８５４５４９±１８９８ ４７４６±１９６２ ４４６９±１７４８ ４１７５±１８２６ ４００５±１８８５ ３８６５±１４１６ ３８１５±１４６２
合心爽组 １０ ４０５１±１１８ ６２０１±２１７１ ６４２０±２３３６ ６３２１±２０７８ ６０７９±１９７８ ５１１４±１３２７ ４４８３±１２７ ４３３２±１６１
蜜环粉组 １００ ５１５３±１０１１５０１６±１１３０ ５０２１±１５２６ ４９０５±１８２９ ５０８２±１８３７ ５４３７±２４２２ ５４４４±２４９ ６０５５±２８１１

银杏提取物组 ３０ ５６２１±５３６ ５６７５±８０１ ５７６５±１２４８ ５６６３±１５５８ ５６１５±１８５３ ５５７７±２１４３ ５１９±１５９９ ５２３９±２１３
银蜜高剂量组 ２０６ ５１９４±１５９４６０３２±２３４２ ６４６１±２４２６ ６２２９±１９４４ ６２８９±２０９１ ６１４９±１８６７ ６４２７±１９９５ ６３０４±１９９７

银蜜低剂量组 １０３ ５３０６±１０３２５９９２±１３８１ ５７４８±１２７９ ５３２９±７５９ ５４７８±１１２８ ５４０５±１１１４ ５５２±１３０３ ５５７３±１２６９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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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犬心肌缺血后心肌氧利用度的变化　与模型
组比较，银杏蜜环口服溶液高剂量组和蜜环粉组分

别在１５、３０、６０ｍｉｎ心肌氧利用度明显增加，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２４　犬心肌缺血后冠脉流量的变化　与模型组比
较，银杏蜜环口服溶液高剂量组冠脉流量在缺血后

６０～１８０ｍｉｎ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５。
２５　犬心肌缺血后心肌梗死面积的变化　以定量
组织学ＴＣＣ染色法显示心肌梗死范围。与模型组
比较，合心爽组心肌梗死区面积显著缩小，心肌梗死

区与心脏面积的比值显著降低（Ｐ＜００５）。同时与
模型组比较，银杏蜜环口服溶液大、低剂量组以及蜜

环粉组和银杏提取物组心肌梗死范围明显下降，各

组心肌梗死区与心脏面积的比值显著降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各给药组之间心肌梗死范
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６、图１。

表６　各给药组对犬急性心肌梗死范围的影响（珋ｘ±ｓ，ｎ＝６）

组别
剂量

（ｍｇ／ｋｇ）
心室面积

（ｍｍ２）
梗死区面积

（ｍｍ２）
梗死区／心脏
（％）

模型组 ——— １３１１±１２９２８５±９０ ２５２４±９０８
合心爽 ５０ １４９７±１７７１９７±７６ １５９３±６７３

蜜环粉组 １００ １５１１±３２７１９１±１３６ １４８８±９１１

银杏提取物组 ３０ １４９５±２６９１９０±１３７ １５０７±７７９

银蜜蜜环高剂量组 ２０６ １６８７±３１７１７１±９２ １３３９±６７５

银蜜蜜环低剂量组 １０３ １５８５±１９０２００±１５１ １５０２±１０６８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图１　各组犬心肌梗死区域的变化

３　讨论
缺血性心脏病是由于冠状动脉循环障碍引起冠

状动脉血流和心肌需求之间不平衡导致的心肌损害。

采用麻醉犬冠状动脉前降支结扎的方法可以较好的

复制心肌缺血疾病模型。心肌缺血、缺氧引起心脏功

能下降是心肌梗死导致心功能衰竭致死的根本。心

肌梗死面积的大小则是影响心功能的关键，同时心肌

耗氧量和心肌氧利用度也是反映心脏氧供需平衡的

一个重要指标［４］。本实验重点在于采用定量组织学

（ＮＢＴ染色法）测定心肌梗死范围，同时测定冠脉血
流量、心肌耗氧量，研究了银杏蜜环口服溶液十二指

肠给药对实验犬急性心肌缺血所涉及的氧供需相关

指标的影响。心脏是机体内除脑以外的耗氧量最高

的器官，大约是全身其他组织平均需氧量的１０倍［５］，

并且对动脉血氧的利用高度敏感［６］。在缺血性心脏

病的病理过程中，由于冠状动脉痉挛或梗死引起心肌

供血相对或绝对不足以及心肌对氧需求量的增加，引

起心肌组织氧的供需失衡，供氧主要取决于冠脉流

量、冠脉灌注压和舒张时间，因此在心肌缺血状态下，

改善冠状动脉血流，提高心肌组织对氧的利用程度是

减少心肌缺血缺氧损害的重要措施。银杏蜜环口服

溶液由银杏叶提取物和天麻蜜环粉组成，主要用于冠

心病、心绞痛、缺血性脑血疾病的治疗。目前研究认

为，银杏叶提取物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明

显的保护作用［７］，对大鼠离体心脏显著增加冠脉流

量，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扩张冠脉和抑制心肌收缩力、

减少心肌收缩对冠脉的挤压而增加冠脉流量，此作用

超过其抑制心肌收缩力、降低外周阻力、减轻射血阻

抗所致的心肌耗氧量降低而引起的冠脉流量减少作

用［８］。天麻蜜环菌具抗氧化、抗衰老作用，具有极佳

的药品及保健品开发价值［９］。本实验结果表明，银杏

蜜环口服溶液能明显减少缺血后心肌梗死区域面积，

表现在心肌梗死区占心脏面积比值的降低；同时银杏

蜜环口服溶液药后可以增加急性心肌缺血犬的冠脉

血流量，并在短期内促进心肌氧供给，增加心肌氧利

用度，保证缺血状态的氧供需平衡。而银杏叶提取物

和天麻蜜环粉在犬心肌缺血口服给药后，可以降低心

肌梗死区占心脏面积比值，同时天麻蜜环粉可增加缺

血后心肌氧利用度，但是未见对心肌缺血后冠脉血流

量有明显的作用。因此银杏蜜环口服溶液可在心肌

急性缺血状态下短期内促进心肌氧供给和氧消耗，表

现为心肌耗氧量增加；同时有效增加冠脉血流量，增

加心肌的供血供氧，提高心肌氧利用度。药效作用优

于银杏提取物和天麻蜜环粉，从而达到改善缺血减少

心肌细胞损伤的作用，为临床治疗缺血性心脏病提供

了实验依据。

参考文献

［１］彭丽岚，龚举贤．银杏蜜环口服液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

病心绞痛疗效观察［Ｊ］．四川中医，２０１７，３５（４）：１９２１９３．

［２］范国颖，谢岩，刘文忠．银杏蜜环口服液对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

ＣＲＰ、ＥＳＯＤ、ＰＬＰＯ、ＥＬＰＯ的影响［Ｊ］．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

杂志，２０１６，１４（１８）：２１３７２１４０．

（下接第３０页）

·４２·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８，Ｖｏｌ．１３，Ｎｏ．１



著升高，银杏蜜环口服溶液经口给药２８ｄ，脑内 Ｇｌｕ
和ＧＡＢＡ水平显著降低。

脑缺血发生后，会有一列的细胞因子介导炎性

反应，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α）就是其中之一。ＴＮＦ
α是一种多肽类细胞因子，主要是由激活的单核巨
噬细胞分泌产生的细胞因子，Ｔ细胞、Ｂ细胞、血管
内皮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和神经元都是

其分泌细胞［６］。脑缺血发生时，ＴＮＦα能介导白介
素１（ＩＬ１）、白介素６（ＩＬ６）和前列腺素 Ｅ２（ＰＧＥ２）
等多种炎性递质的产生。ＴＮＦα还可以通过上调血
管内皮细胞和白细胞上的黏附因子（ＩＣＡＭ１）的表
达加剧脑内炎性反应，增加血管通透性［７］；ＴＮＦα还
可刺激前列环素（ＰＧＩ２）和血栓素 Ｂ２（ＴＸＢ２）的释
放，引起血管收缩和血小板聚集。ＴＮＦα的水平与
脑梗死以及行为障碍程度呈正相关［８］。本研究观

察到模型组大鼠血清ＴＮＦα水平升高，银杏蜜环口
服溶液组血清ＴＮＦα水平显著下降。

ＣＤ３４、ＧＦＡＰ、ＮｅｕＮ这 ３种抗体均可用来评价
脑组织坏死后血管内皮、胶质细胞及神经元的修复

反应［９１１］，ＣＤ３４和 ＧＦＡＰ染色越强，说明组织修复
越明显，在组织坏死及修复早期，这２种抗体染色较
强，在组织修复后期会逐渐减弱。本研究观察到模

型组大鼠 ＣＤ３４、ＧＦＡＰ染色强于假手术组，表明脑
损伤后脑组织有自修复的作用，灌胃给药后，银杏蜜

环口服溶液组大鼠脑组织中 ＣＤ３４、ＧＦＡＰ染色强于
模型组，表明血管内皮、胶质细胞的修复作用进一步

增强。ＮｅｕＮ正常着色减少越明显，说明脑组织坏死
越严重，坏死周围组织ＮｅｕＮ加深，可能提示坏死组
织有修复趋势。本研究观察到模型组 ＮｅｕＮ着色减
轻，银杏蜜环口服溶液组着色加深，表明有明显的组

织修复作用。

此外，银杏蜜环口服溶液对神经功能的改善和

抑制脑内Ｇｌｕ、ＧＡＢＡ过度释放作用显著优于银杏叶
提取物；增加抓力作用显著优于天麻蜜环菌；降低血

清ＴＮＦα水平程度则同时优于两者。结论：银杏蜜
环口服溶液有保护脑缺血，改善神经功能的作用，复

方优于单一组份，且有一定的协同增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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