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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观察当归挥发油对高血脂模型大鼠的降血脂作用及血管内皮保护作用ꎮ 方法　 ＳＤ 大鼠 ７２ 只ꎬ
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 １２ 只和造模组 ６０ 只ꎬ造模组大鼠高脂饲料喂养并灌胃丙基硫氧嘧啶溶液(５０ ｍｇ / ｋｇ)ꎬ连续 ４
周ꎬ造模成功后随机分为模型对照组、氟伐他汀组(０.５ ｍｇ / ｋｇ)、当归挥发油(ＡＳＶＯ)高、中、低剂量组(６０、３０、１５
ｍｇ / ｋｇ)ꎬ每组各 １２ 只ꎬ连续灌胃给药 ３ 周ꎬ末次给药 ６０ ｍｉｎ 后股动脉取血ꎬ分离血清ꎬ测定总胆固醇(ＴＣ)、甘油三

酯(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含量ꎬ计算动脉粥样硬化指数(ＡＩ)ꎻ分离胸主

动脉ꎬ１０％甲醛固定ꎬ石蜡包埋ꎬ切片ꎬＨＥ 染色观察大鼠胸主动脉内皮形态改变ꎬＥＬＩＳＡ 法测定大鼠血浆内皮素 １
(ＥＴ￣１)、血清一氧化氮(ＮＯ)和血浆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ｖＷＦ)的含量ꎮ 结果 　 模型大鼠血清 ＴＣ、ＬＤＬＣ 水平及

ＡＩ 显著升高(Ｐ<０.０５ 或 Ｐ<０.０１)ꎬ当归挥发油高、中剂量能够降低高血脂大鼠血清 ＴＣ、ＬＤＬＣ 水平及 ＡＩ(Ｐ<０.０５)ꎻ
模型大鼠血浆 ＥＴ￣１ 和血清 ｖＷＦ 水平显著升高、血清 ＮＯ 水平显著下降 (Ｐ<０.０１)ꎬ当归挥发油高、中剂量均能降低

血浆 ＥＴ￣１ 和血清 ｖＷＦ 水平(Ｐ<０.０５)ꎬ升高血清 ＮＯ 水平(Ｐ<０.０１)ꎮ 光镜下可见模型大鼠胸主动脉内皮结构改变

明显ꎬ而当归挥发油高、中剂量组病变减轻ꎮ 结论　 当归挥发油对高血脂模型大鼠有一定的降脂作用ꎬ并能有效改

善血管内皮结构的损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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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脂是动脉粥样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

危险因子之一ꎬ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 １２００ 万人死于

因高脂血症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ꎬ而且发病人数逐

年增加ꎬ高脂血症疾病严重影响着人们生活[１￣２]ꎮ
研究表明[３￣５] 当归及其部分成分如当归多糖、丁烯

苯酞等具有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抑制血管平滑

肌细胞增殖、改善 ２ 型糖尿病大鼠血清脂质代谢紊

乱ꎮ 本研究采用高脂饲料联合丙基硫氧嘧啶建立

高血脂大鼠模型ꎬ观察当归挥发油(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ｉｌꎬ ＡＳＶＯ)对高血脂大鼠血脂水平及血管内

皮结构的影响ꎬ旨在探讨当归挥发油的降脂及保护

血管内皮结构作用ꎬ为扩大当归挥发油的临床用途

提供实验依据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

　 　 ＳＤ 大鼠 ７２ 只ꎬＳＰＦ 级ꎬ雌雄各半ꎬ体重 １８０±２０
ｇꎬ由甘肃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ꎬ合格证号

ＳＣＸＫ(甘)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ꎮ 实验期间所有动物自由摄

食、饮水ꎬ喂高脂饲料(配方比为胆固醇 ∶ 猪油 ∶ 丙

基硫氧嘧啶 ∶ 胆酸钠 ∶ 白糖 ∶ 基础饲料 ＝ １ ∶ １０ ∶
０.２ ∶ ０. ５ ∶ ５ ∶ ８３.３ꎬ由北京科澳协力有限公司提

供)ꎻ饲养温度:２３~２６℃ꎬ相对湿度:５０％~６０％ꎮ
１.２　 药品与试剂

当归挥发油(超临界 ＣＯ２ 萃取ꎬ由岷县康达药

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ꎬ经甘肃省食品药品检验

所检测藁本内酯的含量为 ８１.４％)ꎻ氟伐他汀钠胶囊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１０５１８ꎬ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ꎬ批
号 Ｘ１３６４)ꎻ丙基硫氧嘧啶(国药准字 ＨＡ０８０９ＹＡ１３ꎬ
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ꎬ批号 ２０１５０８)ꎻ吐温￣
８０(烟台市双双化工有限公司ꎬ批号 ２０１４０５０２)ꎮ 大

鼠血管内皮素 １(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１ꎬＥＴ￣１)酶联免疫分析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大鼠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 ( ｖｏｎ

Ｗｉｌｅｂｒ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ꎬｖＷＦ) 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大鼠一氧化

氮(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ꎬＮＯ)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ꎬ均由上海酶连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ꎬ批号 ２０１５０３ꎮ
１.３　 主要仪器

ＢＸ５１￣３２Ｈ０１ 系统显微镜(日本)ꎬ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 电子

天平(德国 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ꎬＣＤ１２００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美国)ꎬＴＧＬ１６Ｍ 低温离心机(中国)ꎬ酶标仪(美国

伯乐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ｐｌｕｓ)ꎮ
１.４　 受试物的制备

称取当归挥发油 ７.２ ｇꎬ采用干胶法ꎬ按当归挥

发油 ∶ 吐温￣８０＝ ２ ∶ １ꎬ研磨ꎬ超声 ２０ ｍｉｎꎬ加蒸馏水

至 １２００ ｍＬ(６ ｍｇ / ｍＬ)备用ꎬ临用时加蒸馏水配制

成 ６ ｍｇ / ｍＬ、３ ｍｇ / ｍＬ 和 １.５ ｍｇ / ｍＬ 备用ꎮ
１.５　 动物造模、分组与给药

７２ 只 ＳＤ 大鼠适应性喂养 ７ 天后ꎬ随机抽取 １２
只设为正常对照组ꎬ其余 ６０ 只大鼠为造模组ꎬ按参

考文献[６]方法每天喂饲高脂饲料并灌胃 ０.５％的

丙基硫氧嘧啶(５０ ｍｇ / ｋｇ)ꎬ连续 ４ 周ꎬ随机抽取造

模大鼠ꎬ检测血脂水平ꎬ判断造模成功后ꎬ将造模组

按性别体重随机分为模型对照组、氟伐他汀组、当
归挥发油高、中、低剂量组ꎻ正常对照组大鼠不给予

任何处理ꎬ模型对照组、氟伐他汀组、当归挥发油

高、中、 低 剂 量 组 分 别 灌 胃 给 予 生 理 盐 水 ( １０
ｍＬ / ｋｇ)、氟伐他汀(０. ５ ｍｇ / ｋｇ)、当归挥发油乳液

(６０、３０、１５ ｍｇ / ｋｇ)ꎬ１ 次 / 天ꎬ连续 ３ 周ꎮ
１.６　 指标检测与方法

１.６.１　 体质量　 　 分别在给药前和给药第 １、２ 和 ３
周称取各组大鼠的体质量ꎮ
１.６.２　 血脂水平　 　 末次给药 １ ｈ 后(事先已禁食不

禁水 １２ ｈ)ꎬ用 １０％的水合氯醛溶液(３ ｍＬ / ｋｇ)腹腔

注射麻醉ꎬ股动脉采血 ３ ｍＬꎬ室温自然凝固ꎬ低温离

心(４℃ꎬ３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０ ｍｉｎ)ꎬ分离血清ꎬ采用全

自动生化仪检测血清总胆固醇(ｔｏｔ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ＴＣ)、
甘油三酯(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ꎬ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０９９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３９４９ Ｃｈｉｎ Ｊ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ꎬＶｏｌ ２４ꎬＮｏ １０ꎬ２０１６



(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ＨＤＬＣ)和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 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ＬＤ￣
ＬＣ)ꎬ计算动脉粥样硬化指数(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ＡＩ)ꎮ ＡＩ＝(ＴＣ－ＨＤＬＣ) / ＨＤＬＣꎮ
１.６.３　 ＥＴ￣１、ＮＯ 和 ｖＷＦ 含量 　 　 末次给药 １ ｈ 后

(事先已禁食不禁水 １２ ｈ)ꎬ用 １０％的水合氯醛溶液(３
ｍＬ / ｋｇ)腹腔注射麻醉ꎬ股动脉采血 ３ ｍＬꎬ室温自然凝

固ꎬ低温离心(４℃ꎬ３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０ ｍｉｎ)ꎬ分离血清ꎬ
硝酸酶还原法测定 ＮＯ 的含量ꎬ双抗夹心 ＥＬＩＳＡ 检测

ＥＴ￣１和 ｖＷＦ 含量ꎬ操作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ꎮ
１.６.４　 胸主动脉血管内皮结构变化 　 　 各组大鼠

采血后ꎬ随机脱颈椎处死ꎬ分离胸主动脉ꎬ１０％甲醛

固定 ２４ ｈ 后ꎬＨＥ 染色ꎬ光镜下观察各组大鼠胸主动

脉血管内皮结构ꎮ
１.７　 统计学处理方法

数据以ｘ±ｓ 表示ꎬ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统计软件处理ꎬ
多组 间 比 较 采 用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ꎬ两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当归挥发油对高血脂大鼠体质量的影响

　 　 造模后各组大鼠体质量显著降低ꎬ与正常对照

组比较ꎬ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与模型

对照组比较ꎬ给药第 １、２、３ 周ꎬ各当归挥发油剂量组

大鼠体质量有增加趋势ꎬ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
结果提示高脂饲料对大鼠的进食量有明显影响ꎬ进
而影响大鼠的生长ꎬ当归挥发油对高血脂模型大鼠

的体质量无明显影响(表 １)ꎮ
２.２　 当归挥发油对高血脂大鼠血脂水平的影响

模型大鼠血清 ＴＣ、ＬＤＬＣ 及 ＡＩ 显著升高ꎬ与正

常对照组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提
示高脂饲料联合丙基硫氧嘧啶可成功复制大鼠高

血脂模型ꎮ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ꎬ给药 ３ 周后ꎬ氟伐他

汀组和当归挥发油高、中剂量组 ＴＣ、ＬＤＬＣ 水平及

ＡＩ 显著降低(Ｐ<０.０５)ꎬ提示当归挥发油高、中剂量

对高血脂大鼠有一定的降脂作用ꎬ但当归挥发油低

剂量组的 ＴＧ 显著升高(Ｐ<０.０５)ꎮ 提示当归挥发油

低剂量能升高血脂ꎬ可能由于不同剂量的当归挥发

油对血脂具有双向调节作用(表 ２)ꎮ
２.３　 当归挥发油对高血脂大鼠血浆 ＥＴ￣１ 及血清

ＮＯ 和 ｖＷＦ 含量的影响

模型大鼠血浆 ＥＴ￣１ 和血清 ｖＷＦ 明显增加ꎬ血
清 ＮＯ 水平明显下降ꎬ与正常对照组比较ꎬ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与模型对照组比较ꎬ给药 ３
周后ꎬ当归挥发油高、中剂量组血浆 ＥＴ￣１ 和血清

ｖＷＦ 显著降低ꎬ血清 ＮＯ 水平明显增加(Ｐ<０.０５)ꎬ
提示当归挥发油对血管内皮炎性损伤具有一定的

保护作用(表 ３)ꎮ

表 １. 当归挥发油对高血脂大鼠体质量的影响(ｘ±ｓꎬｇ ꎬｎ＝ １２)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ｉｌ ｏｎ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ｒａｔｓ(ｘ±ｓꎬｇ ꎬｎ＝ １２)

分　 组 造模后 给药第 １ 周 给药第 ２ 周 给药第 ３ 周

正常对照组 ２６６.８±２４.３ ２８０.１±２３.９ ３００.７±２１.０ ３１２.１±３０.７
模型对照组 ２０８.４±２８.４ａ ２１３.７±２８.６ａ ２３８.１±２７.５ａ ２５７.３±２２.５ａ

氟伐他汀组 ２０９.８±２５.４ａ ２２０.１±２３.９ａ ２４５.１±３１.６ａ ２６２.６±３６.５ａ

当归挥发油高剂量组 ２０２.６±２７.３ａ ２１２.５±２６.１ａ ２４４.２±２３.８ａ ２５８.５±２８.５ａ

当归挥发油中剂量组 ２０７.２±２５.６ａ ２１０.２±２４.８ａ ２３９.９±３３.１ａ ２５４.９±３６.５ａ

当归挥发油低剂量组 ２０２.７±２７.８ａ ２１１.７±２４.８ａ ２３４.０±２７.７ａ ２５０.９±２２.１ａ

ａ 为 Ｐ<０.０５ꎬ与正常对照组比较ꎮ

表 ２. 当归挥发油对高血脂大鼠血脂水平的影响(ｘ±ｓꎬｎ＝ １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ｉｌ ｏｎ ｌｉｐｉ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ｒａｔｓ(ｘ±ｓꎬｎ＝ １２)

分　 组 ＴＣ(ｍｍｏｌ / Ｌ) ＴＧ(ｍｍｏｌ / Ｌ)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 / Ｌ)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 / Ｌ) ＡＩ
正常对照组 ２.１８±０.３１ ０.９６±０.２４ １.８５±０.１４ ０.０１±０.１５ ０.１７±０.１１
模型对照组 ２.７０±０.３１ａ ０.７３±０.１３ ２.００±０.２４ ０.３７±０.１５ａ ０.３６±０.１０ａ

氟伐他汀组 １.９３±０.４８ｂ １.０３±０.３７ １.６２±０.４１ ０.１１±０.１０ｂ ０.１９±０.１４ｂ

当归挥发油高剂量组 １.９３±０.４５ｂ １.００±０.４５ ２.０６±０.２５ ０.０３±０.１９ｂ ０.１８±０.１０ｂ

当归挥发油中剂量组 ２.０９±０.３７ｂ ０.７２±０.３２ １.１７±０.３１ ０.１０±０.１７ｂ ０.２３±０.０９ｂ

当归挥发油低剂量组 ２.３８±０.７２ １.１５±０.３２ｂ １.７２±０.５１ ０.２１±０.５５ ０.４２±０.３８
ａ 为 Ｐ<０.０５ꎬ与正常对照组比较ꎻｂ 为 Ｐ<０.０５ꎬ与模型对照组比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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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当归挥发油对高血脂大鼠血浆 ＥＴ￣１及血清 ＮＯ 和 ｖＷＦ 含量的影响(ｘ±ｓꎬｎ＝ １２)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Ｔ￣１ ｉｎ ｐｌａｓｍａꎬ ＮＯ ａｎｄ ｖＷＦ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ｒａｔｓ(ｘ±ｓꎬｎ＝ １２)

分　 组 ＥＴ￣１(ｎｇ / Ｌ) ＮＯ(μｍｏｌ / Ｌ) ｖＷＦ

正常对照组 ８２.５１±１２.３４ ３６.４９±６.１４ １１.２５％±３.１４％
模型对照组 １５３.１６±１３.８５ａ ２３.８０±４.６４ａ ２２.８４％±４.９８％ ａ

氟伐他汀组 １４４.３９±９.４３ａｂ ２１.２６±３.６１ａ １８.６０％±３.５４％ ａｂ

当归挥发油高剂量组 １３６.６４±１４.３５ａｂ ３３.２５±６.０２ｂ １７.９９％±３.６０％ ａｂ

当归挥发油中剂量组 １２４.３３±１６.７３ａｂ ２９.９４±３.４５ｂ １８.１０％±４.３８％ ａｂ

当归挥发油低剂量组 １４５.４５±１９.９４ａ ２６.１１±５.６６ａｂ ２１.３６％±５.０７％ ａ

ａ 为 Ｐ<０.０５ꎬ与正常对照组比较ꎻｂ 为 Ｐ<０.０５ꎬ与模型对照组比较ꎮ

２.４ 　 当归挥发油对高血脂大鼠血管内皮结构的

影响

正常大鼠胸主动脉内、中、外膜层清晰可见ꎬ分
界清楚ꎮ 内膜结构完整、厚度分布均匀、无泡沫细

胞、无脂质沉积ꎻ中膜厚度分布均匀、平滑肌细胞排

列整齐ꎮ 模型对照组胸主动脉结构紊乱ꎬ内膜厚度

分布不均匀ꎬ内膜局部有斑块突向管腔ꎬ斑块内有

泡沫细胞形成ꎮ 当归挥发油高、中剂量组胸主动脉

内皮结构较正常ꎬ内、中、外膜较清晰ꎬ内膜结构较

完整ꎬ厚度分布不均匀ꎬ内膜下有较少的泡沫细胞ꎬ
中层平滑肌排列较整齐ꎮ 当归挥发油低剂量组胸

主动脉内皮结构异常ꎬ中层平滑肌排列紊乱ꎬ内、
中、外膜模糊ꎮ 提示高、中剂量当归挥发油对高血

脂大鼠胸主动脉血管内皮结构损伤具有一定的保

护作用(图 １)ꎮ

图 １. 当归挥发油对高血脂大鼠胸主动脉血管内皮结构的影响(ＨＥ 染色)　 　 Ａ 为正常对照组ꎬＢ 为模型对照组ꎬＣ 为氟伐他汀组ꎬＤ
为当归挥发油高剂量组ꎬＥ 为当归挥发油中剂量组ꎬＦ 为当归挥发油低剂量组ꎮ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ｉｌ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ｕｍ ｏｆ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ａｏｒｔａ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ｒａｔｓ (ＨＥ ｓｔａｉｎ)

３　 讨　 论

高脂血症是指血浆中的一种或多种脂质含量

超过正常范围值的疾病ꎬ其中血浆中 ＴＣ、ＬＤＬＣ 过高

是高脂血症发生的主要原因ꎬ降低 ＴＣ 和 ＬＤＬＣ 有利

于防治高脂血症及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１]ꎮ 当血

浆中的 ＴＣ 和 ＴＧ 水平升高时ꎬ可以改变凝血系统和

纤溶系统的功能ꎬ促进血栓的形成ꎬ从而导致心血

管疾病的发生[７]ꎻ脂代谢紊乱学说认为[８]ꎬＬＤＬＣ 通

常是高 ＴＣ 和高 ＴＧ 患者血浆的主要成分ꎬ它能够引

起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诱导多种细胞黏附分子的

表达、引起平滑肌细胞增殖、参与泡沫细胞的形成

等ꎮ 另外ꎬＡＩ 值在临床上作为评价动脉粥样硬化病

变的参考指标之一[９]ꎮ 因此ꎬ降低 ＴＣ、ＴＧ、ＬＤＬＣ 水

２９９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３９４９ Ｃｈｉｎ Ｊ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ꎬＶｏｌ ２４ꎬＮｏ １０ꎬ２０１６



平和升高 ＨＤＬＣ 水平ꎬ有利于防治高血脂及其相关

疾病的发生ꎮ
高脂饲料喂养联合丙基硫氧嘧啶灌胃诱导大

鼠出现高脂血症是经典的高血脂动物模型研究方

法[１０]ꎬ经消化道摄入造模剂ꎬ诱导时间相对较长ꎬ与
人类因膳食结构改变而形成的高脂血症相似ꎬ对于

调血脂药物的开发应用具有很高的价值ꎬ研究结果

显示ꎬ与正常大鼠比较ꎬ模型大鼠血清 ＴＣ、ＬＤＬＣ 水

平显著升高ꎬＡＩ 升高ꎬ提示高血脂大鼠模型建立

成功ꎮ
现代研究表明当归挥发油具有广泛的药理作

用ꎬ如双向调节子宫平滑肌、降压、抗心肌缺血、平
喘、增强免疫ꎬ尤其还具有抗血小板聚集、延长凝血

酶原时间[１１]、抗炎镇痛等作用ꎬ因此推测当归挥发

油可能通过抗凝血、抗炎等作用发挥其调节血脂的

作用ꎮ 本研究中各组大鼠给药 ３ 周后ꎬ氟伐他汀组

和当归挥发油高、中高剂量组 ＴＣ、ＬＤＬＣ 水平显著降

低ꎬＨＥ 染色结果显示ꎬ模型对照组大鼠胸主动脉血

管内皮结构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血管内皮细胞破

坏、平滑肌条排列紊乱等ꎬ当归挥发油高、中剂量可

改善上述病理变化ꎮ 但当归挥发油低剂量组大鼠

血清 ＴＧ、ＡＩ 有所升高ꎬ且对胸主动脉血管内皮结构

没有改善作用ꎬ推测可能是由于不同剂量的当归挥

发油对血脂的调节具有双向作用ꎬ具体机制还需进

一步研究ꎮ
长期高血脂可促使血管内皮细胞产生自由基ꎬ

氧化生物膜中多价不饱和脂肪酸ꎬ引起细胞损伤ꎬ
还对血管内皮细胞合成、释放 ＥＴ 和 ＮＯ 的功能也有

损伤作用[１２]ꎻＥＴ￣１ 通常以极低的生理浓度存在于

体内ꎬ但在伴有血管内皮损伤的病理过程中ꎬ其合

成、释放增加可达数倍或数十倍[１３]ꎻＮＯ 具有强大的

舒张血管、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减轻氧自由

基造成的血管内皮损伤的作用ꎻｖＷＦ 是目前文献中

公认的血管内皮功能的标记物[１４]ꎬ本研究结果显示

光镜下可见模型大鼠胸主动脉内膜结构明显改变ꎬ
血浆 ＥＴ￣１ 和血清 ｖＷＦ 水平明显增加ꎬ血清 ＮＯ 水

平显著下降ꎬ表明存在血管内皮损伤ꎮ 本实验研究

发现当归挥发油可改善损伤的血管内皮结构ꎬ降低

大鼠血浆 ＥＴ￣１ 和血清 ｖＷＦ 含量ꎬ升高血清 ＮＯ 水

平ꎬ表明当归挥发油对高血脂引起的血管损伤具有

一定的保护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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