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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开胃增食合剂对小儿厌食症大鼠神经肽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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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椇椲目的椵探讨小儿开胃增食合剂对小儿厌食症幼龄大鼠下丘脑和外周血中神经肽 斮棬旑斿旛旘斸旍旔斿旔旚旈斾斿斮棳
斘斝斮棭的影响暎椲方法椵斢斈大鼠椃棽只随机分为椂组棳每组各棻棽只棳采用病因模拟法建立小儿厌食症动物模型棳分别

对幼龄大鼠下丘脑和外周血中 斘斝斮含量进行检测暎椲结果椵模型组与空白组暍小儿开胃增食合剂中暍高剂量组大鼠

下丘脑和外周血中 斘斝斮含量比较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暍 椉棸灡棸棻棭椈对照组与中暍高剂量组下丘脑和外

周血中 斘斝斮含量比较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暍 椉棸灡棸棻棭椈小剂量组与中暍高剂量组下丘脑和外周血中 斘斝斮
含量比较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暍 椉棸灡棸棻棭暎椲结论椵小儿开胃增食合剂可明显改善小儿厌食症幼龄大鼠的

食欲棳提高下丘脑和外周血中 斘斝斮水平棳且存在量效关系棳这可能是该方治疗小儿厌食症的疗效机理之一暎
关键词椇小儿开胃增食合剂椈小儿厌食症椈神经肽 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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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小儿厌食症是指小儿长期的食欲减退或消失暍 以食量减少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慢性消化功能紊

乱综合征棳严重者可出现营养不良暍贫血暍佝偻病及

免疫力低下等情况椲棻椵暎研究表明棳外周或中枢脑肠

肽分泌紊乱可影响食欲中枢功能活动棳进而影响摄

食行为椲棽椵暎小儿开胃增食合剂为我科院内制剂棳通
过数十年临床验证棳疗效确切而显著暎本实验目的



是从暟脑肠肽暘食欲中枢暠对摄食量及摄食行为的调

控角度探讨 斘斝斮在小儿厌食症发病过程中发挥的

作用及其小儿开胃增食合剂的疗效机制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材料

棻灡棻灡棻暋实验动物暋选断乳后棻周龄的斢斝斊级健康

斢斈大鼠椃棽只棳体重棬椂棸暲棻棸棭旂棳雌雄各半棳由甘肃中

医药大学实验中心动物室提供暎合格证号椇斢斮斬斔
棬甘棭棽棸棻棻灢棸棸棸棻灢椂棽棸棸棻棸棸棸棸棸棸棸椂椄暎
棻灡棻灡棽暋主要药品及试剂暋小儿开胃增食合剂椈江中

健胃消食片椈氢氧化钠椈冰醋酸椈棻棸棩水合氯醛棬兰州

军区陆军总院棳批号椇棽棸棻棿棸椀棸椃棭椈抑肽酶椈斘斝斮 酶联

免疫试剂盒棬北京方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棭暎
棻灡棻灡棾暋实验仪器全自动酶标仪暍台式高速离心机暍
动物固定器暍斕斣椀棸棽斅电子天平暍小动物手术器械

箱棷斱斎棻椃棿棻灢棽椄棸暍斈斪灢椄椂斕椂棽椂超低温保存箱暍玻璃

匀浆器暍试管暍烧杯暍斈旟旑斸旐旈斻斸斨斉斕斚斆斏斣斮棻椄斠台

式冷冻离心机等暎
棻灡棽暋方法

棻灡棽灡棻暋动物分组及造模暋将椃棽只大鼠适应性喂养

棻周后棳采用完全随机化方法棳分为空白组棻棽只棳造
模组椂棸只暎采取病模拟法进行动物造模椲棾椵棳即空白

组常规饲料喂养棳造模组特制饲料喂养棬特制饲料按

照棻椇棻椇棻椇棽椇棻椇棻灡椄椇棽比例将鱼松暍肉松暍玉米粉暍黄
豆粉暍白糖暍鲜鸡蛋暍鲜肥肉混匀棳捏成饼干状棳晾干棳
棿曟冷藏备用棭棳所有动物在同一条件下棬室温棽棸曟
暙棽棿曟棳相对湿度棾棸棩暙椀棸棩棭饲养棳均自由进食

水棳共饲养椀周棳记录每日各大鼠进食量暍体重的变

化暎以造模组大鼠摄食量平均下降棽棸棩暙棾棸棩为

造模成功椲棿椵暎
棻灡棽灡棽暋给药方法暋将造模组椂棸只大鼠棳按随机数

表随机分为椂组棳每组棻棽只暎即模型组暍对照组棬江

中健胃消食片组棭暍小儿开胃合增食剂低剂量组棬低
剂量组棭暍小儿开胃增食合剂中剂量组棬中剂量组棭暍
小儿开胃增食合剂高剂量组棬高剂量组棭暎各组大鼠

均常规饲料喂养棻周后棳开始灌胃棳棻次棷斾棳连续灌

服棻椀斾暎空白组和模型组灌服等体积棬均为棽旐旍棭
蒸馏水棳对照组灌服江中健胃消食片水溶剂棸灡椀椃椂旂
暏旊旂棴棻暏斾棴棻棳低暍中暍高剂量组分别灌服小儿开胃增

食合剂棻棿灡棿旂暏旊旂棴棻暏斾棴棻暍椃灡棽旂暏旊旂棴棻暏斾棴棻暍棾灡椂
旂暏旊旂棴棻暏斾棴棻暎
棻灡棽灡棾暋标本采集及检测方法暋于末次给药后次日棳
腹腔注射水合氯醛进行麻醉棳麻醉后从股动脉收集

全血约椂旐旍注入 斉斈斣斄 管内充分摇匀并立即置

棿曟冰箱棳棾旇内棿棸棸棸旘棷旐旈旑低温离心旍棸旐旈旑棳分离

血浆棳于棴椄棸曟保存待测暎取血后断椎处死动物棳随
即断头取出全脑棳入沸生理盐水内煮椀旐旈旑棳分离下

丘脑棳分 别 用 天 平 称 重 后 置 玻 璃 匀 浆 管 内棳加

棻旐旐旓旍棷斕浓度的冰醋酸棻旐旍棳充分匀浆后倒入塑料

试管于室温下放置棻棸棸旐旈旑棳加棻旐旐旓旍棷斕 浓度的

斘斸斚斎棻旐旍棳棿棸棸棸旘棷旐旈旑低温离心棻棸旐旈旑棳取上清

液于棴椄棸曟保存待测暎采用放免法对外周血和下丘

脑中 斘斝斮含量进行检测棬具体方法按试剂盒说明

操作棭暎
棻灡棾暋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 暲 表示棳用斢斝斢斢棻椆灡棸统计

软件处理棳各指标组间根据方差齐性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棳 椉棸灡棸椀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各组大鼠摄食量变化的比较

从表棻得知棳造模第椃天棳造模组大鼠进食量与

空白组比较平均降低棽棸灡棿棩椈第棽棻天棳平均降低

棽椃灡棸棩椈第棾椀天棳平均降低棽椄灡椄棩棳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说明实验造模成功椲棿椵暎

表棻暋各组大鼠摄食量变化 旂棳暲
组别 例数 第棻天 第椃天 第棻棿天 第棽棻天 第棽椄天 第棾椀天

空白组 棻棽 椂灡椄棸暲棻灡棻棻 棻棻灡椄椆暲棻灡椂椆 棻棿灡椃椆暲棻灡椃椃 棻椀灡椀棻暲棻灡棻椆 棻椀灡椀椆暲棻灡棾棿 棻椀灡椀椃暲棻灡棿棿
造模组 椂棸 椂灡椃椄暲棸灡椄椄 椆灡棿椃暲棸灡椂椀棻棭 棻棻灡棸椆暲棻灡棸棽棽棭 棻棻灡棾棾暲棻灡棾椂棽棭 棻棻灡棸棽暲棸灡椂椂棽棭 棻棻灡棸椄暲棻灡棸棽棽棭

暋暋造模组与空白组比较棳棻棭 椉棸灡棸椀暍棽棭 椉棸灡棸棻暎

棽灡棽暋各组大鼠外周血暍下丘脑中 斘斝斮含量的比较

从表棽得知棳模型组与空白组暍小儿开胃增食合

剂中暍高剂量组大鼠下丘脑和外周血中 斘斝斮 含量

比较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暍 椉棸灡棸棻棭椈对
照组与中暍高剂量组下丘脑和外周血中 斘斝斮 含量

比较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暍 椉棸灡棸棻棭椈小剂

量组与中暍高剂量组下丘脑和外周血中 斘斝斮 含量

比较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暍 椉棸灡棸棻棭暎实

验结果表明棳小儿开胃增食合剂可升高小儿厌食症

幼龄大鼠下丘脑及外周血中 斘斝斮 含量棳且存在量

效关系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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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棽暋各组大鼠下丘脑暍外周血中 斘斝斮含量

旑旂棷旐旍棳暲
组别 例数 下丘脑 斘斝斮含量 外周血 斘斝斮含量

空白组 棻棻 椂椄灡棸棾暲椃棶椆棸 棾椄灡棻椆暲棾棶棻椆
模型组 椆 棾棸灡棸椆暲椄棶棻椆棻棭 棽椄灡椀椃暲棾棶棽棽棻棭

对照组 棻棸 棾椄灡椆棿暲椄棶椂椆 棾棻灡棽椃暲棻棶椃椄
低剂量组 棻棸 棿椀灡棿棽暲椄棶椃椄 棾棽灡棻椀暲棾棶椃棾
中剂量组 棻棸 椂椀灡棿棻暲棻椀棶棻棿棽棭棿棭椂棭 棾椃灡棿棸暲棾棶椆椂棽棭棿棭椂棭

高剂量组 棻棽 棻椀椃灡椂椄暲棿椃棶椄椃棾棭椀棭椃棭 椀棾灡椄棿暲棻棸棶棸棿棾棭椀棭椃棭

暋暋注椇实验过程中因股动脉收集全血椉椂旐旍舍弃大鼠棻棸
例棳故各组间例数不等暎与空白组比较棳棻棭 椉棸灡棸椀椈与模型

组比较棳棽棭 椉棸灡棸椀暍棾棭 椉棸灡棸棻椈与对照组比较棳棿棭 椉棸灡棸椀暍
椀棭 椉棸灡棸棻椈与低剂量组比较棳椂棭 椉棸灡棸椀暍椃棭 椉棸灡棸棻暎

棾暋讨论

祖国医学认为引起小儿厌食症的病因繁多棳但
究其病机关键均为脾运胃纳功能的失调棳因此棳调脾

和胃暍恢复转运之机为治疗本病的基本原则暎我科

张士卿教授结合暟脾健不在补贵在运暠的指导思想棳
以茯苓暍苍术暍槟郎暍胡黄连暍乌梅暍鸡内金暍炙甘草为

组方制成暟小儿开胃增食合剂暠棳前期临床观察疗效

可达椆棸灡椀棩椲椀椵暎综合本方棳可谓消补并举棳标本同

治棳补而不滞棳消不伤正棳共奏健脾助运暍消食和胃暍
行气补中之功棳正合小儿厌食症之病机椲椂椵暎

斘斝斮是一种含棾椂个氨基酸的单链多肽棳广泛

分布于哺乳动物的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棳下丘脑中

的含量尤其高棳主要分布于下丘脑 斄斠斆的神经元

内椲椃椵暎研究表明棳在动物摄食过程中棳斘斝斮 是迄今

发现作用最强的食欲增强因子棳参与摄食的启动和

维持棳在下丘脑食欲调节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椲椄灢椆椵暎
本实验结果显示棳模型组大鼠外周血和下丘脑中

斘斝斮含量较空白组明显下降棳这与已知研究结果一

致棳表明 斘斝斮 可能是引起厌食症模型大鼠摄食减

少的重要因子棳也可能是厌食症大鼠摄食减少棳无饥

饿感不能反馈到下丘脑食欲中枢棳刺激其合成和释

放 斘斝斮而导致外周血和下丘脑中含量降低暎小儿

开胃增食合剂治疗可明显提高厌食症模型大鼠下丘

脑及外周血中 斘斝斮含量棳进一步提示 斘斝斮在小儿

厌食发病中起一定的作用棳我们推测提高下丘脑及

外周血中 斘斝斮 含量是小儿开胃增食合剂促进摄

食棳发挥临床疗效的作用机理之一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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