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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挥发油洗剂对家兔石膏样毛癣菌感染模型的作用研究

杜青云
,

胡永狮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医院
,

福建 漳州 。以〕

摘要 目的 研究姜黄挥发油洗剂对家兔皮肤石 膏样毛癣菌的感染作用
。

方法 用家兔做石膏样毛癣菌感染

模型
,

以联苯千吐为对照
,

对姜黄挥发油洗剂进行药效学研究
。

结果 姜黄挥发油 洗剂具有杭石 膏样毛癣 菌

感染作用
,

其疗效与联苯千哇比较无显著差异
。

对感染模型杭真菌作用 的总有效率达
。

结论 姜黄

挥发油洗剂具有杭真菌作用
,

本品安全可靠
、

治愈率高
。

关键词 姜黄挥发油 联笨千吐 石膏样毛癣菌 家兔感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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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真菌如体股癣
、

手足癣等是皮肤科的常见

病
、

多发病
,

在我国南方各省尤其
。

姜黄具有抗真菌

作用
,

其挥发油为主要成分[
’〕

。

姜黄挥发油洗剂

(turm
e‘C 、 o一ati一。 。i一

otion ,

T v O L
) 对糠批子菌有抑

菌作用1
2〕,

为进一步研究其抗真菌效果
,

笔者设计

了家兔石膏样毛癣菌感染模型
,

采用联苯节哇作对

照
,

观察姜黄挥发油洗剂在实验动物上的抗真菌作

用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姜黄挥发油用水蒸汽蒸馏法从姜黄(福建产姜

黄
,

漳州市中药材公 司供应
,

经鉴定为本品 )中提

取
,

洗剂制备按参考文献〔2〕;联苯节哩原料 (重庆西

南制药一厂提供
,

批号 20010 11 ) ;石膏样毛癣菌 (南

作者简介
:
杜青云 (1953

一
)

,

女
,

河南孟县人
,

理学学士
,

主任药师
。

京皮肤病研究所提供 );家兔(医院动物室提供
,

合

格证号
:
闽医动调准 9500 1)

。

1

.

2 方法

1
.
2
.
1 菌种制备 用接种钩取在沙氏斜面培养基

上生长的石膏样毛癣菌的成熟菌落
,

加到含 0
.
1%

(V/ V) 吐温
一
80 的无菌生理盐水中

,

经研磨匀浆后

制成约(1
一
5)

x
l0

6
/ m L 的抱子混悬液

。

1

.

2

.

2 家兔感染模型的制备 用脱毛剂在家兔脊

柱两侧背部制备光滑无毛的皮区
,

24
h 后

,

用细沙纸

轻轻打磨皮肤
,

制备出有轻微出血的粗糙面
,

将已制

好的真菌混悬液用棉签均匀涂布其上
,

并用重力涂

擦
,

接种菌液 3
一
s d 后

,

接种部位出现类似人体体癣

的临床症状
,

经真菌学检查 (直接镜检及培养 )阳性

后
,

确定为感染成功
。

1

.

2

.

3 皮损评分 家兔皮肤石膏样毛癣菌
,

以皮肤

感染的损害程度为判断标准
,

分 5 级(见表 1)
,

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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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资料转换为计量资料
,

根据数量 (分数 )变化来

判断药物疗效
。

表 1 家兔皮肤真菌感染损 害程度 的分级与评分

皮损程度

分级
皮肤损害程度判断标准 皮损分数

0 皮肤无任何感染征象 O 分

I 接种部位少量丘疹和红斑
,

颜色淡 l分

n 红斑扩及整个接种区
,

伴脱屑或有疹 2 分

In 炎症反应明显
,

有严重的红斑
、

鳞屑或痴皮
,

局部脓肿 3 分

IV 比 111级更广泛更严重
,

有伤及真皮的厚痴甚至出血 4 分

1
.
2
.
4 用药分组方法 随机取 16 只家兔

,

于背部

脊柱两侧制备约 3c m
x
4c m 真菌感染区

,

将 2% 姜黄

挥发油洗剂 (A 组 )
、

1 % 联苯节哩洗剂 (B 组 )及基

质 (C 组 )分别涂于三处皮损区
,

另余一处不 作处

理
,

为 D 组
。

1

.

2

.

5 治疗要求 经真菌学检查皮肤感染成功后

开始治疗
,

局部涂搽各种洗剂时
,

至少应超过备皮区

边缘 I
Cm ,

每 日 2 次
,

2
一 3 周为一疗程

。

治疗过程

中每隔 1周分别记录感染部位的皮损程度和真菌学

检查结果
。

并观察受试动物的反应
。

1

.

2

.

6 统计分析 数据用
x * 、

表示
,

组 内治疗前

后 比较用方差分析
,

组间疗效比较用 t检验
,

两组药

物有效率的比较用厂检验
。

2 结果

2
.
1 姜黄挥发 油对皮肤真菌感染模型皮损 的影响

(结果见表 2)

在相应 的治疗时间分别在病变部位作真菌镜

检
,

其阳性率见表 3
。

评分定量及镜检的阳性数显

示
,

治疗前后 A 组与 B 组无显著性差异(尸 > 0
.
05 )

,

与 C 组
、

D 组比较
,

有显著性差别(尸 < 0
.
0 1 )

。

治疗

3 周后真菌检查结果见表 4
。

表 2 姜黄挥发 油对皮肤真菌感染模型皮损的作用 (
n = 16 )

皮损平均分数(无
士 、

)

组 别
治疗前 治疗 1 周 治疗 2 周 治疗 3 周 治后 I 月

2
.
69 士 0

.
4 8

2

.

6 9
土
0

.

4 8

2

.

5 0
土
1

.

5 2

2

.

5 0
土
0

.

5 2

1

.

8 1
士
0 6 6

1 ) 2 )

l
,

8 1

士
0

.

7 5
2 )

3

.

3 1
土
0

.

7 9

3

.

1 9
士
0

.

6 6

1

.

5 6
士
0

.

8 9
1 ) 2 )

1

.

5 6
土
1

.

0 3
2 )

2

.

8 1
土
0 8 3

3

.

0 0
士
0

.

7 3

1

.

2 5
土
0

.

6 8
1) 2 )

1

.

2 5
士
0

.

8 3
2 )

3

.

00
土
0

.

8 2

3

.

0 0
土
0

.

8 2

1
.

0 6
士
0

.

5 7
1 ) 2 )

0

.

9 4
士
0

.

5 7
2 )

2

.

6 3
士
0

.

8 9

2

.

7 5
士
0

.

8 6

注
:l )A 组 vsB 组 尸 ) 0

.

05
,

2) 与治疗前比尸
< 0
.

05
,

A

、

B 组 vs C
、

D 组 尸 < 0 01

表3 姜黄挥发油洗剂的杭真菌作用 (
n 二 1

6) 表5 各组实验动物的疗效评价(
n 二

16 )

真菌直接镜检阳性数(n)
组 别

—
治疗前 治疗 1 周 治疗 2 周 治疗 3 周

组 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A 组

B 组

C 组

D 组

l6

l5

9 1)2)

l6

l6

l1

15

91)2)

82)

l4

l5

5 1)2)

02)

l2

l5

D 0

l4

l4

总有效数 (% )

14 (87
.
5% )‘) 2 )

1 4
( 8

7
.

5 % )
2 )

2 (
1 2

.

5 % )

2 ( 1 2

.

5 % )

注
:l) A 组 vs B 组 尸 > 0

.

05
,

2
) 与治疗前比 尸 < 0

.

05
,

A

、

B 组 vs C
、

D 组 p
< 0
.
01

表 4 各组动物治疗后真菌检查结果 (
n = 16)

组 别 直接镜检转阴数

川68 8)
‘) “)

1 2 ( 8 0

.

0 )
2 )

4 ( 2 5

.

0 )

培养转阴数

8(50
.
0 )’) 2 )

一。(6 2
.
5 )
2)

l (6 3 )

镜检及培养均转阴数

7(43
.
8 )’) 2 )

1 0 ( 6 2

.

5 )
2 )

l ( 6

.

3
)

D I
( 6

.

3 )
l
( 6 3 ) l ( 6

.

3 )

注
:( )内为转阴百分率

,

1
)

A 组 vs B 组 尸 > 0
.
05

,

2 ) 与治疗前t匕p < 0
.
05

,

A

、

B 组
vsC

、

D 组 P < 0
.
0 1

2
.
2 各组实验动物的疗效评价见表 5

。

注
:I)A 组

vsB 组 尸 > 0
.
0 5

,

2
) 与治疗前比 P

< 0
.
05 ,

A

、

B 组
vsC

、

D 组 p < 0 0】

3 讨论

目前国内治疗石膏样毛癣菌
、

糠秋抱子菌等浅

部皮肤真菌的药物主要包括酮康哇
、

特比蔡芬及联

苯节哇等
。

研究表明
,

联苯带哇治疗皮肤真菌感染
,

具有疗效高
、

无副作用 的优点川
。

因此
,

在实验研

究中采用了联苯节哇作为对照品
。

姜黄挥发油洗剂在对家兔皮肤石膏样毛癣菌感

染治疗中
,

动物皮损分数随着疗程延长而减少 (尸 <

0
.
01 )

,

真菌直接镜检和培养的阴转率随着疗程 延

长而升高(尸 < 0
.
0 1 )

。

说明姜黄挥发油具有抗真菌

(下转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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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相关学科知识
,

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这些

知识进行归纳和总结
,

加深对现学的知识的理解
。

如学习 pH 分配学说这节课时
,

先请大家回忆无机

化学中有关弱酸弱碱药物电离平衡的知识 ;然后再

引人相关公式
,

分析体内 pH 值的改变影响药物解

离型/非解离型比例的原因 ;最后引导学生从以上过

程中总结出 pH 变化改变药物透膜转运 比例的规

律
。

这样就避免了学生 由于前期知识遗忘而造成的

理解困难
,

同时还锻炼了同学们独立思考问题
、

分析

问题的能力
,

激发了学习积极性
,

收到良好效果
。

2 教学方法

2
.
1 加强 实例分析

生物药剂学是一门应用学科
,

涉及知识面较广
,

头绪较多
。

在授课过程中
,

教员应引导学 生建立 自

己的学习思路
,

系统化 的学 习
、

理解生物药剂学知

识 ;同时应加强实例分析部分
,

给出每一条规律的同

时
,

注意理论分析与实例并重
,

帮助学生理解所学知

识
。

如
“

血浆蛋白结合影响体内分布
”

一节中
,

在讲

解
“

血浆蛋白结合率的微小改变会造成药物分布的

明显改变
”

时
,

举出蛋白结合率很高的药物如华法

林在体内的变化情况说明此条规律
,

把抽象问题具

体化
,

利于学生理解记忆
。

2

.

2 突 出重点与特色

生物药剂学主要研究内容是药物体内过程及各

种影响因素
。

过程的影响因素既有其共同性
,

又存

在各自独特的影响因素
,

学生在学习时经常容易混

淆
。

针对这个问题
,

我们在授课过程中须注意调整

课程内容和次序
:
胃肠道吸收部分中集中讲解影响

因素的共性 ;在后面的章节中则分别突出各自的特

点
,

如皮肤与眼部给药药物吸收遵循抛物线法则等
。

这样安排减少了各章节内容的重复
,

使课程整体上

条理清晰
、

重点与特点突出
,

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学习

的效率
。

2

.

3 强调联系实际和临床应用

作为临床药学的核心部分
,

生物药剂学主要研

究药理已证明有效的药物
,

当制成某种剂型
、

以某种

途径给药后是否很好吸收
,

及时分布到作用部位及

其在作用部位的浓度与维持时间
,

从而更有效的发

挥药理作用
。

因而生物药剂学与药物临床应用是密

切相关的
。

在授课过程中我们有意识的引人临床应

用实例
,

把所讲理论与实际情况相结合
,

使学生有更

加直观的印象
,

加深记忆
。

2

.

4 培养专业文献阅读能力

生物药剂学作为新兴学科
,

现在仍处于发展的

迅猛时期
。

关于生物药剂学 的研究文献非常多
,

但

国内文献相对较少
。

在课程中引用参考文献尤其是

外文文献
,

一方面可 以向学生介绍 国外最新 的研究

成果
,

另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专业外语的阅读理解

能力
,

增大专业词汇量
。

结合提问
、

讨论等多种教学

方式
,

活跃课堂气氛
,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乐趣
。

上述的改革措施经过近两年来的实践
,

得到了

广大学生的认可和好评
。

通过优化课程内容
,

改革

教学方法
,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

培养了他们独立

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取得了一定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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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

能够治疗致病菌引起的病理损害
。

其疗效与

联苯节哇相比无显著差异 (尸 < 0
.
0 1)

姜黄挥发油对感染模型的抗菌作用总有效率为

87
.
5%

。

因此认为姜黄挥发油洗剂抗真菌感染疗效

确切
,

姜黄挥发油对常见皮肤真菌有较强的抑制作

用
,

对皮癣菌最为敏感
,

对引起人类皮肤癣菌病常见

的红色毛癣菌
、

石膏样毛癣菌和絮状毛癣菌极敏感

(MI C 为0
.
07 8% )[

’川
。

本文抗家兔石膏样毛癣菌

感染实验
,

也收到较好效果
。

但与体外抗真菌实验

略有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疗程短等
,

还需进一步的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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