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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节促凝血有效组分的筛选及凝血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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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筛选藕节促凝血的有效组分。采用毛细管法测定小鼠凝血时间(CT)；采用剪尾法测定小

鼠出血时间(BT)；采用试管法测定新西兰兔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

和凝血酶时间(TT)。结果表明，藕节提取物组分I和组分Ⅱ均表现出较好的促凝血作用，组分Ⅲ

没有活性。说明藕节促凝血的有效组分为组分工和组分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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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creening and Coagulant Activity of the Effective

Procoagulant Components in Nodus nelumbinis Rhizom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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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screen the effective procoagulant components from Nodus

nelurnbinis Rhizomatis．Coagulation time(CT)was tested by capillary method in mice．Bleeding

time(BT)was determined by cutting—tail method in mice．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prothrombin time(PT)and thrombin time(TT)were evaluated by test tube method in

rabbit．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component I and componentⅡof nodus nelumbinis rhizomatis

exhibit procoagulant function，and component IlI does not have the activity of procoagulant．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effective procoagulant components in nodus nelumbinis rhizomatis are

component I and component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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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节(Nodus rhizomatis Nelumbinis)为睡莲科

植物莲(Nelumbo nucifel"a Gaertn)的干燥根茎节

部，又名光藕节、藕节疤等，为莲藕的非食部分Ⅲ。

藕节的药用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本草纲目》、

《本草汇言》、《日华子本草》中均有详细记载。祖国

医学认为，藕节性甘涩、平、无毒、归手少阴、足阳

明、足厥阴经，具有收涩止血、散淤的功能。主要治

疗吐血、便血、尿血等多种病症。藕节粉具有开膈、

补腰肾、和血脉、散淤血、生新血的妙用。现代医学

研究认为，藕节含有鞣质、天门冬素、淀粉及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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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等多种成分，能缩短出血时间[2]。目前国内外对

藕节的研究多集中在环肽类生物碱、达玛烷皂苷的

分离纯化以及多酚类物质的抗氧化、抗炎止痛和抗

糖尿病作用睁“，而对藕节的促凝血作用研究未见

报道。作者对藕节进行预处理，得到组分工、组分

Ⅱ和组分Ⅲ，以几个提取组分为研究对象，通过小

鼠体内凝血实验和新西兰兔体外凝血实验，筛选其

促凝血的有效组分。

1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藕节 干藕节由扬州市天禾食品有限公司

提供，经葛丽琳老师鉴定为莲藕属睡莲科植物莲

Nelumbo nucifem Gaertn地下茎的节部。选无损

坏干藕节，在粉碎机中粉碎至60目，放入真空干燥

器中备用。 ．

1．1．2主要试剂与仪器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测定试剂盒、凝血酶原时间测定试剂盒和凝血酶时

间测定试剂盒，上海太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

云南白药，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批号

为20070121。

DK一$24型电热恒温水浴锅，上海精宏实验设

备有限公司制造；R201型旋转蒸发器，上海申生科

技有限公司制造；ALl04型电子精密天平，梅特勒一

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制造；DHG一9070A型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

1．1．3 实验动物ICR小鼠，体重(20±2)g，雌雄

各半，扬州大学提供，动物合格证编号为SCXK(苏)

2007—0001。新西兰兔，体重2～3 kg，雄性，中国科

学院上海实验动物中心提供，许可证号为SCXK

(沪)2003—0003。

1．1．4藕节各提取组分的制备对藕节进行预处

理，得到组分I、组分Ⅱ和组分Ⅲ共3个提取组分，

冷藏备用。

1．2 方法

1．2．1 小鼠凝血时间(CT)的测定 采用毛细管

法口]。ICR小鼠90只，随机分成9组。生理盐水

组，组分工高剂量(800 mg／(kg·d))、中(400 mg／

(kg·d))、低(200 mg／(kg·d))，组分Ⅱ高剂量

(800 mg／(kg·d))、中剂量(400 mg／(kg·d))、低

剂量(200 mg／(kg·d))剂量组，组分Ⅲ组(400 mg／

(kg·d))组，云南白药(400 mg／(kg·d))组。每日

灌胃1次，连续7 d，于末次给药45 min后将毛细管

(内径l mm，长10 cm)插入小鼠眼内眦球后静脉

丛，自血液流入管内开始计时，注满后取出，平放于

桌面上，每隔30 S折断毛细管两端约0．5 cm，并缓

慢向左右拉开，直至血凝丝出现为止，所经历的时

间即为凝血时间。

1．2．2 小鼠出血时间(BT)的测定 采用剪尾

法¨]。动物分组与给药方式同1．2．1，于末次给药

45 min后，分别以利剪将小鼠尾尖0．5 cm处横断，

待血液自然流出后计时，每隔15 s用滤纸吸去血滴

1次，直至血液自然停止，秒表记录出血时间。

1．2．3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的测定

体重2～3 kg健康新西兰兔，先以基础饲料喂养一

周以适应环境，之后将30％氨基甲酸乙酯(乌拉坦)

溶液按照1．0 g／kg的剂量腹腔注射，10 min后颈

静脉取血，置于含有柠檬酸钠抗凝液(1份抗凝液+

9份全血)的塑料管中，轻轻颠倒混匀，3 000 r／min

离心15 min，收集上清液，即待测血浆。取待测血

浆0．1 mI。，按照乙酸乙酯提取部位高(4．0 mg／

mL)、中(2．0 mg／mL)、低(1．0 mg／mL)组、正丁醇

提取部位高(4．0 mg／mL)、中(2．0 mg／mL)、低

(1．0 mg／m!。)组、云南白药(2．0 mg／mL)组加入

0．05 ml。样品，阴性对照组加0．05 mL生理盐水，

混匀，37℃水浴预温后加入37℃预温的活化部分

凝血活酶悬液0．1 mL，混匀，37℃水浴孵育5 min

后，加入37℃预温的0．025 mol／L的氯化钙溶液

0．1 mL，混匀，立即启动秒表，记录凝固时间，即为

APTT值(s)。每个样品重复实验10次，取其平均

值。

1．2．4 凝血酶原时间(PT)的测定 取待测血浆

0．1 mL，同APTT方法加入样品，混匀，37℃水浴

孵育3 min，加入37℃预温的凝血活酶0．2 mL，混

匀，立即启动秒表，记录凝固时间，即为PT值(s)。

每个样品重复实验lo次，取其平均值。

1．2．5凝血酶时间(TT)的测定取待测血浆0．1

mL，同APTT方法加入样品，混匀，37℃水浴孵育

3 min，加入凝血酶0．1 mL，混匀，立即启动秒表，记

录凝固时间，即为TT值(s)。每个样品重复实验

lO次，取其平均值。

1．2．6数据处理 采用SPSSl3．0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实验数据均以“z±$99表示，多组间两两比较

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

2结果与分析

2．1 藕节各提取组分对小鼠CT和BT的影响

藕节各提取组分对小鼠CT和BT的影响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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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藕节各提取组分对小鼠CT和BT的影响(工士S。

打=10)

Tab．1 E骶t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in Nodus nelumbinis

Rhizomatis on CT and BT in mice

组别(mg剂／帮d)) CT／s BT／min

注：与生理盐水组比较，*_P<O．05，**P<O．01，r／一10

与生理盐水组相比，云南白药组、组分工高、

中、低剂量组和组分Ⅱ高、中剂量组均能够显著地

缩短小鼠的CT(P<0．01或P<0．05)，其中组分

I高剂量组和组分Ⅱ中剂量组的缩短效果与云南

白药相近，提示组分I和组分Ⅱ具有一定的促凝血

作用，而且其作用与各种凝血因子的含量和功能及

血液中凝血因素及抗凝血因子的活性有关。

与生理盐水组相比，云南白药组、组分I高、中

剂量组和组分Ⅱ高、中剂量组均能够显著的缩短小

鼠的BT(P<0．01或P<0．05)，提示组分I和组

分Ⅱ具有一定的促凝血作用，而且其作用与血小板

的数量和毛细血管的功能有关。

2．2藕节各提取组分对新西兰兔APTT、PT和TT

的影响

藕节各提取组分对新西兰兔APTT、PT和TT

的影响见表2。与生理盐水组相比，组分工高、中、

低浓度组和组分Ⅱ高、中浓度组均能够显著地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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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语

作者以5个促凝血筛选指标对藕节促凝血有

效组分进行了筛选。研究发现，组分I高、中剂量

组和组分Ⅱ高、中剂量组对小鼠CT、BT、APTT、

PT和TT均有显著影响，表明组分I和组分Ⅱ是

藕节促凝血的有效组分，且其促凝血作用是通过内

源性凝血途径和外源性凝血途径共同起作用的。

但其有效成分的化学本质及其发挥促凝血作用的

详细机制还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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