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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庚啶的抗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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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yprohcptadine，an anti-S- 

hydroxytryptamine drug． 20 mg／kg ip or 

20-40 mg／kg ig markedly inhibited hind 

paw edema induced by injection of fresh 

egg white 0．1 ml or 2．5 forma ldehyde 

0．1 ml in rats． Cyproheptadinc 20 mg／kg 

ip or 40-60 mg／kg ig inhibited hind paw 
edema produced by local injection of 0．15 

ml 1％ carrageenin in normal or adrenalec- 

tomized rats． It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granuloma induced by cotton pellet 

after SC 2O mg／kg qd×7d．the swelling of 
mouse ear induced by xylene． and the 

increased vascular pe rmeability induced by 

0．7％ HAC in mice． 

Cyprohcptadine did nOt prolong the 

survival time in adrenalectomized rats and 

there were i'10 ma rked effects On adrenal 

we．堰ht or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cortisol jn rats． It decreased the we．堰ht 

of the thymus and the content of pro sta- 

glandin E in the inflammatory tissue of 

rat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anti— 

inflammatory  activity of cypro heptadine is 

presumably due to its anti-5-hydroxytry p- 

taminc effect and the inhibition of synthe- 

sis or release of prosta andin E． 

KEY W ORDS cypro hePtadinc= indometha- 

cin：hydrocortisone； egg white； formalde- 

hyde； carrageenanj granuloma： capillary  

pe rmeability：pro~staglandin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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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l 赛庚啶 ip或 sc 20mg／kg，ig 10—60 rag／ks对 

蛋清，甲醛和角叉菜性大鼠足跖肿胀， 棉球肉芽肿增 

生及小鼠耳壳肿胀和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均有 明显抑 

制作用． 摘除大鼠双侧肾上腺后， 其抗炎作用仍存 

在．赛庚啶 ip 20一蚰 mgtkg不廷长击肾上腺幼鼠生存 

时间， 不明显影 响大 鼠肾 上 腺重量和血浆皮质醇浓 

度，使大鼠炎性组织释放 PGE田显减少． 

关■词 赛庚啶，吲哚美辛， 氢可的松} 卵白， 甲 

醛-角叉菜，肉芽肿-毛细血管通透性} 前列睬素E 

赛庚啶 (cyproheptadinc)是一个兼有抗组 

胺作用和抗 5一羟 色胺作用的药物，尚有轻度抗 

胆碱作用和中枢抑制作用“ ． 目前，临床巳用 

于瘙痒性皮肤病和某些 内分泌疾病等．赛庚啶 

的抗炎作用，未见文献报道．本文报告赛庚啶 

的抗炎作用． 

M ATERIALS 

赛庚啶 (上海第十一制药厂)． 吲哚 美辛 

(上海第十七制药厂)．氢可的松针剂 (信谊药 

厂生产)．角叉菜 (Sigma)．皮质醇放射免疫测 

定盒(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大、小鼠均由中 

国科学院上海分 院动物饲养中心供应． 

METH0DS AND REsUI S 

抑制蛋清、甲■和角夏菜 目I起的大■足跖 

肿胀 Wistar大鼠 144只， 早 不拘． 体重 

180±SD 28 g．于大鼠右后足跖皮下分别注射 

新鲜蛋清 0．1 ml、 2．5 甲醛 0．1 ml、 1 角 

叉菜 0．15 m1． 用毛细管放大测量法分别测量 

致炎前后大鼠足跖体积的变化．致炎后每小时 

种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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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1次．甲醛组每天测 1次． 

1抑 制蛋清性肿胀 给 3组大鼠分别ip+E 

理盐水、赛庚啶和吲噪美辛．o．j h后， 蛋清 

致炎． 另给 3组大鼠分别 jg生理盐水、 赛庚 

啶两个剂量组．1h后，蛋精致炎。Ip或 ig赛 

庚啶对蛋清性肿胀均有明显抑制作用 (Fig 1)． 

2抑制甲醛性肿胀 5组大鼠于甲醛致炎 

后次日， 分别 ip生理盐水、 赛庚啶、 氢可的 

Ft0s 崂 whj F。r deh “  

Fig 1． Effect of cyprohepladine 0n swelltng of 

n t hind paw indueed by fresh egg while， 

formaLdehyde and earrageenin． Fresh egg whilet 

saLine (O)， It=81 indomelhaciIt 20 mg／kg ip 

(●)，It=6l cyproheptadlne 2C mg／kg ip (X)， 

It=6l eyproheptadlne 2C mg／kg．邑(口)， It=6l 

cyproheptadine 40 mg／kg ig (■)， El=6。 Fom 一 

-Idehydet eyprohepladlne 2C mg／kg iP×5 d (△ )． 

It=7i hydrocortisone 10 mg／kg jP X 5 d (▲)， 

It=7i eyroheptadine 40 mg／kg ig x 5 d(V)，n=7． 

Carrlgeenln： cyproheptadine 20 mg／kg Lp (●)， 

It=6i indvmelh●c 2C mg／kg iP (×)， It=6l 

cyproheptadlne 40 mg／kg ig (口)． It=10l 

cyproheptadine 60mg／kg ig (■)． n=8， cypro- 

heptldine 20 mg／kg lp (△ )， It=11． i±sD． 

P> O．05， ¨ P< 0．05 ⋯ P< O．01． 

L．— —r‘—，———————— —————1—— ⋯ 

ll -- ．； i 

梧 jg生理盐水、赛庚啶， qd×5 d ．ip或 jg 

赛庚啶均显著抑制甲醛性肿胀 (Fig 1)． 

3抑制角又幕性肿胀 给 3组大 鼠分别ip 

生理盐水、赛庚啶、吲哚美辛后 0．5 h， 角叉 

菜致炎．另给 3组大鼠分别 ig生理盐7R、赛庚 

啶两个剂量组后 1 h，角叉菜致炎．赛庚啶 ip或 

ig对角叉莱性肿胀均有明显{[1『制作用 (Fig1)． 

大鼠被摘除双侧肾上腺后喂以 l NaCI 

溶液．末后 d 3随机分为 2组．分别 jp生理盐 

水、赛庚啶．O．5 h后 角叉菜致炎． 赛庚啶对 

角叉菜性肿胀仍有显著抑制作用 (Fig 1)． 

抑耕棉球内芽肿增生 Wistar 性大 

鼠 3O只，体重 180±18g．乙醚麻醉后于两倒腋 

下各埋植 20mg重 的消毒棉球 1个 ．分别 SC生 

理 盐水 (Ns)， 赛庚 啶 20mg／kg， 氢可 的松 

10 rog／k~，qd×7 d．于 d 8处死，剥离肉芽肿． 

在 9 0℃烘 l h后称重． 结果 NS担肉芽肿的重 

量为 1．22±0．24 g／kg， 赛庚 啶 组为 0．79± 

0．1 8 g／kg(P(O．01)， 氢可的松组为 0．72± 

0．14g／kg(P<0．O1)。 

抑制小■耳壳=甲苯致肿 昆明种 早小鼠 

37只，体重 3±2．5 g．分g ipNS(n=l3)， 

赛庚啶 20 mg／kg(n=11)，吲哚美辛20 mg／kg 

(n：13)。药后 e．5 h，于每鼠右侧耳壳均匀滴 

二甲苯 0．03 m1，J左侧耳壳作对照，滴药后 2h 

剪下耳壳，用直径 7 mfn打孔器取下耳片称重， 

左右耳片差为肿胀． 结果 NS组小 鼠耳片肿胀 

为 12±4 mg，赛庚啶组为7±4 mg(P~o．01)， 

吲哚美辛组为 7．1±2．1ing(P(0．01)． 

抑耕腹睦毛细血瞥遵透性 昆明种早小鼠 

30只，体重 25±4 g．分别 igNS赛庚啶 10， 

2Omg／kg， (n：10)． 药 后 0．5h，iv 0．5 

Evans蓝 5ml／kg． 5 roin 后 ip 0．7 HAc 

10 rttl／kg， 30rain后处死， 用蒸 馏水反 复冲 

洗腹 腔内 Evans蓝溶液 ． 将 冲洗 液稀 释至 

lOm1，加 0．1ml NaOH(0．1mol／L)，用 721 

型分光 光度 计测 光吸收度 (A， =590 rim)． 

结果 NS组小鼠腹腔冲洗液中 Evans蓝含量为 

6．1±2．1~g／rat，赛庚啶 10 mg／kg组为 3．5± 

叫叫习  喜_叫习  叫 叫 

： 薯 _一I1 }∞}d4 口 一-嗣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5,g／m1(P<O．01)． 20mg／kg组为2．2± 35 (P<0．o1)． 

0．9~g／ml(P<O．01)． 

对摘豫肾上腺幼年大一生存时间的影响 

Wistar 幼年大鼠 25只，体重 64±8 g．摘除 

双侧肾上腺后喂以 1％NaCl溶液．术后次 日分 

别 ipNS(n=9)，赛庚啶 20mg／kg(n=8 ，氢可 

的松 10mg／kg(ri=8)，qd．结果 NS组幼年大 

鼠的生存时间为 3．2±0．5 d，赛庚啶组为3．1± 

0．6 d(P>0．O5)， 氢可 的 橙 组为 6．8±0．9 d 

(P<O．01)． 

对幼年大■鞠腺夏肾上腺重量的影响 取 

断奶幼年大 鼠 26只，体重 68±1 2 g． 分别 i口 

NS(n=1 2)，赛庚啶 20mg／kg(n=7)，氢可的 

松 5mg／kg(n=7)，qd×7 d．末次给药后 24h 

处死，称取胸腺、肾上腺重量．结果 NS组大 

鼠胸腺和肾上腺重量分 别为 2．8±0．8 g／ks和 

0．30±0．11 g／kg}赛庚啶组为 1．6±0．8 S／ks 

(P<0．01)和 0．35±0．05 g／ks (P>0．05)；氢 

可的松组为 2．6±O．7 g／kg(P>0．05)和 0．36± 

0．06 g／ks(P>0．05)． 

对大■血浆皮质醇浓度的影响 Wistar 

大鼠 24只，体重 199±6 g．分别 ipNS，赛庚 

啶 40mg／kg，(n=l2)．4 h后，眼球采血，分 

离血浆．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浆皮质醇含量． 

结果 NS组为 0．10±0．08~mol／L，赛庚啶组为 

0．12±0．05 pmol／L(P>0．05)． 

对大■足跖炎症组织释放的 PGE 量的影 

响 Wistar 大鼠 24只，体重 1 89±12 g． 

分别 ip生理盐水、赛庚啶 如 mg／kg、吲噪美辛 

30mg／kg(1"1=8)．药后 30min， 每鼠足跖皮 

下注射 l 角叉菜 0．5ml致炎．4 h后脱颈处 

死．将致炎足自蹀关节上 l cm处剪下，称重 ． 

剥皮后放入 7ml生理盐水浸泡 1 h，离心浸泡 

液． 取 上请液 0．3 ml加K0H 0．5mol／L溶液 

2ml， 在 50~C水浴中异构化 20min， 加 甲醇 

溶液 5ml，用上海产 7520分光光度计于 278 rim 

波长测定 PGE含量． 生理盐水组大 鼠每 克炎 

性组织释放 PGE 总量为 162±髂 Pg，赛庚组 

为 108±50Pg(P<O．01)，吲哚美辛组为 95士 

DISCUSSION 

赛庚啶在国内外通用的多种实验炎症模型 

中证实，对渗出性炎症及增殖性炎症均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赛庚啶无论 ip、sc或 ig均显示出 

明显的抗炎作用． 

赛庚啶对切除双侧肾上腺的大 鼠仍具有抗 

炎作用，对大鼠肾上腺重量无明显影响，也不 

明显影响大鼠血中皮质醇浓度，说明其抗炎作 

用可能不通过垂体一肾上腺皮 质系统． Parratt 

等 ’的研究表明，局部注射蛋清等致炎剂引 

起炎症反应乃是由于炎症局部释放5一羟色胺所 

致． 赛庚啶为 5一羟 色胺拮抗剂， 因此， 其抗 

炎机理可能主要与抗5一羟色胺作用有 关． 另 

外，本研究结果表明，赛庚啶可使大鼠足跖组 

织释放八炎症渗出物中 PGE 的量明显降低． 

PGE本身的致炎作用不强， 但 却能明显增敏 

5一羟色胺等致 炎因子， 使炎症反应加剧． 所 

， 赛庚啶的抗炎机理也可能与其抑制炎症部 

位 PGE的台成与释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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