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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 [ 1] 已经报道应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到培

养的新生大鼠搏动心肌细胞感染柯萨奇 Bz 病

毒后，细胞超微结构有明显病变 ， 而中药黄民对

柯萨奇 Bz 病毒感染培养的大鼠心肌细胞所致

心肌酶一乳酸脱氢酶及谷草转氨酶的释放，细胞

持动的停止等均有保护作用 〈待发表资料〉。 本

文就超微结构改变，倒置相差显微镜下细胞搏

动情况及细胞病变，报道了黄民对培养的大鼠

搏动心肌细胞感染柯萨奇 Bz 病毒的保护作用 ，

从而为临床防治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提供一定依

据。

材料和方法

1. 心肌细胞及病毒 出生 1-4 天的 Sprague

Dawley 大鼠心脏，用 0.1 %膜蛋 白酶(Difco 1; 250) 

溶液分次消化细胞。细胞，制备见 前文(3 J。生长液用

20 %小牛血清， 1 % 谷 氨耽胶(200 mM) ， 双抗(青莓

素 200μ/ml ， 链幸运素 100μg/ml)之 MEM Eagle; 's 液。

柯萨奇(Coxsackie) B2病毒(ATCC VR29)及 50 %组织

感染率<TClD-50)汹定同前[t J 。 黄民注射液(4 g/2ml ，

84 030 8) , 由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草药制剂

室供给。

2. 倒置相差显微镜检查 消化所得细胞悬液分

种同前[1J。每瓶含 4 X 1 0 6 细胞加生长液至每瓶总量

8 ml。在 37"C培育 48 小时后弃液，感染组 6 瓶各加

1 ml 内含 50 个 TCIDso 的柯萨奇 B2 病毒的生长液 ，非

感染(细胞对照 )组 6 瓶 ， 各瓶单加 1 ml 生长液。再置

37"C :培育 1 小时币 ， [~染组及非感染组各取 3 j饥1m !!、t

t~ 1. 5 g/}缸，作为货民对照及感染加~民组， 最后仍

加生辰液至每瓶总量 8 ml o 每天在倒置显微镜下观察

搏动情况及细胞病变。

3. 电子显微镜检查 上述 4 组(细胞对照 、 黄茂

对照、 感染及感染力日黄民组 )在感染病毒后培养二、

四、 六天，各取 1 瓶以无铝、 钱离子的 Hank's 液洗

涤二次， 立即用 2.5 %戊二百室。 . 1M pH7.2 磷酸缓冲

液固定 3 - 4 小时， 然后用不锈钢匙将9!占壁细胞自培

养瓶壁括下， 3000rpm 离心 20 分钟 ， 置 4"C。电镜制

样方法同前[I J 。 在日立 H-300 电子显微镜下观察。

结果

1.细胞搏动及细胞病蛮 接种病毒后第

二天，在倒置显微镜下可观察到感染组细胞仍

在搏动，但较缓慢而不规则，细胞病变不明

显。感染第四天，心肌细胞停止搏动，出现细

胞变圆 、 成堆、 团缩等病变。同时类内皮细胞

也停止生长，但无明显细胞异常。病毒感染第

六天，感染组细胞病变更趋明显， 但细胞对

照、黄民对照及感染加黄民各组细胞则仍以每

分钟 80~100 次规则而有力地搏动，未观察到

和感染组类似的细胞病变。共进行实验 4 次 。

2. 超微结构改蛮 培养的大 鼠搏动心肌

细胞，在感染柯萨奇 B2 病毒后，产生一系列

细胞超微结构病变， 并|植病毒感染时间的延长

而加剧。 在病毒感染二天后就出现细胞核畸

本文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基金资助。

Ij-I 药黄民注射液 [IJ 华Li l 医院 r! IÎ在乡j;jjlJ 齐IJ 女龚志铭

同志协助供应，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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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 线粒体肿胀， 闰盘呈现不同程度的介离等

现象(图 1 )。 在病变后期 (四天时)细胞搏动趋

于停止时，肌原纤维紊乱， 局部似有断裂。病

毒感染六天后， 在细胞内出现呈晶格状排列的

病毒颗桩， 并能观察到在病毒感染的细胞内出

现一种特征性的内含体(图 2 )，说明子代病毒

已经大量复制增殖，此时在倒置相差显微镜下，

心肌细胞病变严重，搏动停止，濒于死亡。 感

染加黄芮组， 二天后取样观察与感染组对照相

比，闰盘介离现象基本消失，细胞核稍有内

裙，糖原颗粒丰富， 线粒体峭密集， 呈正常心

肌细胞线拉体偶见的同心圆排列状态，肌原纤

维仍然保持整齐; 四天后细胞核未见有明显病

变，肌原纤维也保持整齐排列(图 3 )， 这一结

果和细胞在倒置显微镜下的宏观结 果 基 本吻

合，即细胞在黄民保护下， 仍能按正常频率搏

动F 六天后在电子显微镜下经仔细观察未能检

测到病毒颗粒及纤维状内含体， 肌原纤维也仍

然完整。无论在病毒感染后二、四或六天， 在

黄民存在下， 细胞内糖原颗粒明显增加。 黄民

对照组在加入黄民后二到六天， 与未加黄民的

细胞对照组相比， 细胞核、 线粒体、 闰盘、肌

原纤维等各类细胞器形态正常，未发现用药物

后对细胞器形态改变的副作用，也观察到糖原

颗拉明显增加(图 4 ) 。

讨论

上述电子显微镜观察结果说明黄民对感染

柯萨奇Bz病毒后的培养大鼠搏动心肌细胞确具

有肯定的保护作用 。 这一结果与黄民对柯萨奇

Bz 病毒感染培养的大鼠 心肌细胞所 致 心肌

酶一一乳酸脱氢酶、 谷草转氨酶的释放、 细胞

的搏动及细胞病变等保护作用相一致。 关于黄

民保护作用的机制 ， 目前尚难作出结论， 还需

作进一步生化及药理试验。根据本文实验结果，

在未加黄民的感染组中， 病毒感染六天后 ， 较

易观察到大量病毒颗粒和内含体的存在， 但未

能在感染加黄民组细胞中找到病毒颗位和内含

体， 说明黄瓦的化学成份中可能存在某种抗病

毒或干扰病毒复制增殖周期的活性成份[J )。侯

氏等报道，黄民对于干扰素系统有激活作用 ，

在淋巴细胞中可诱生 Y 干扰素 [ 4 )。 实验也证明

人白细胞干扰素对病毒感染的心肌细胞具有保

护作用 [ 5 )。小鼠感染柯萨奇 Bz 病毒后 ， 腹腔内

注射单剂 polyI:C(干扰素诱生剂 )对心肌炎的

发生也有明显保护作用 (8 )。本实验中黄民在培

养的心肌细胞中有抗病毒作用，似与干扰素作

用有所类同， 但其间关系尚不明确。此外，细

胞经黄民处理后，细胞质内糖原颗粒均比未加

黄瓦时丰富， 而糖原颗粒是细胞的能量来源，

因此有可能黄民有加强细胞的代谢及 补 偿 能

力， 从而在整体上使细胞抗病毒的能力增加。

鉴于近年来国内病毒性心肌炎的发病率有

所增高 ， 但尚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法， 故上

述研究结果， 可为临床防治病毒性心肌炎在理

论上提供一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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