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的 TCID50遥
1.2.3 黄芪水煎液在细胞培养内对 HSV-玉病毒的抑

制作用 采用病毒 CPE 法进行遥2BS 细胞以 40 万

/ml 浓度接种于 96 孔培养板袁37 益培养 24 h遥分别加

入 HSV-玉病毒的 10~100 TCID50 的病毒液袁每孔 100

滋l袁37 益 吸附 1 h袁弃掉病毒液遥加入黄芪水煎液袁选

用 毒 性 实验 结 果 的 最 大 无 毒 浓 度 渊TD0冤遥 药 液

250.0~0.5 滋g/ml袁二倍稀释 8 个浓度袁每浓度 4 孔袁每

孔 100 滋l遥无环鸟苷为 1 000.0~0.5 滋g/ml 二倍稀释 8

个浓度袁每浓度 4 孔袁每孔 100 滋l遥同时设病毒对照和

正常细胞对照袁37 益尧5% CO2 培养 5~7 d遥每 24 h 倒

置显微镜下观察病毒 CPE袁至病毒对照细胞病变出

现野+++~++++冶时结束实验遥实验重复 3 次袁计算药物

半数有效浓度渊IC50冤尧最小有效浓度渊MIC冤袁并根据公

式 TI= TD0/MIC 计算治疗指数 TI咱3暂遥

2 结果

2.1 预备实验结果

黄芪水煎液对细胞的毒性作用袁所测黄芪水煎液

的 TD0 为 250 滋g/ml袁TD50 为 300 滋g/ml曰无环鸟苷的

TD0 为 1 000 滋g/ml袁TD50 为 1 250 滋g/ml渊均为 3 次实

验结果的均值冤遥在 2BS 细胞培养内测定 HSV-玉的

TCID50 为 1伊10-7遥
2.2 正式实验结果

黄芪水煎液的 IC50 为 0.98 滋g/ml袁MIC 为 1.95

滋g/ml袁TI 为 128遥无环鸟苷的 IC50 为 2.5 滋g/ml袁MIC

为 5.0 滋g/ml袁TI 为 200渊均为 3 批实验结果冤遥

3 讨论

对于药物的评价需要考虑其药效与毒力的相对

关系袁这个相对关系可用 TI 表示遥从本研究的结果来

看袁黄芪的 TI 为 128袁表现出较强的直接杀灭尧阻断

感染尧抑制 HSV-玉增殖的作用遥
近年来袁中草药的抗病毒作用有大量的报道咱4~7暂遥

经文献调研袁发现有 100 多种中药具有抗病毒作用遥
本实验也验证的黄芪的抗病毒作用袁为临床用药提供

了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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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子气烧伤的救治

皮肤染毒时袁用纱布或纸沾去皮肤上的毒剂渊注意不可擦拭导致毒剂扩散到正常皮肤冤袁然后用大量清水冲

洗遥水疱液先用注射器空针抽吸干净后袁再将疱皮尧腐皮剪去遥然后创面用高锰酸钾液尧过氧化氢液冲洗袁以减

轻芥子气毒剂浸润遥
创面采用烧伤湿润暴露疗法袁或用油纱敷料包扎治疗中袁应增加换药次数遥通过局部换药及时清除残留芥

子气的污染袁减少毒剂吸收袁减轻对创面的损伤遥有报告先用有机溶剂如汽油尧乙醇尧丙酮尧戊烯等洗涤袁再用棉

球擦干袁效果较好遥
眼污染可用 2%碳酸氢钠或大量等渗液尧清水冲洗遥局部用 0.5%氯霉素或 0.1%新霉素滴眼袁或涂 1%丁卡

因眼膏以止痛遥
大面积芥子气烧伤的补液治疗同一般烧伤遥芥子气中毒者袁静脉注射 25%硫代硫酸钠 50 ml袁注射速度每

分钟 5 ml 每隔 2 h 重复半量袁连续 3 次袁并予镇静尧吸氧遥芥子气吸入损伤同一般吸入损伤治疗原则治疗处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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