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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白皮抗炎镇痛药理作用的研究

济宁医学院 (2 72 113) 刘善庭
带

李建美 王传功 司端运 李秀英 凌秀珍

摘 要 槐白皮水提物具有抗炎镇痛作用
。

能有效的拮抗组胺
、

二 甲苯
、

醋酸引起的大鼠足趾脉
、

小鼠耳肿和小鼠腹腔炎性渗出
。

亦能明显延长钾离子透入刺激引起的大鼠甩尾时间和热板法所致

小鼠舔后肢时间
。

较长时间用药还有增加小鼠胸腺
、

脾脏重量的作用
。

关扭词 槐白皮水提物 抗炎作用 镇痛作用

槐白皮为槐 S oP ho ra 少aP 0 ni ca L
.

皮去掉

外表干枯层的淡黄色的内皮
。

不少古医药名

著中有记载
。

为验证和发掘药物遗产
,

我们对

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药理研究
。

本文主要报

告它的抗炎镇痛的药理作用
。

1 材料
1

.

1 槐白皮 (采 自山东济宁地区
,

由本学院

中药教研室李丙绪副教授鉴定 )水提物
,

(简

称槐白皮 )
,

本研究组制备而成
。

1
.

2 大
、

小鼠均由本院动物供应中心供给
。

1
.

3 w Q
一

g E 钾离子透入痛阂测量仪
:

北京

海淀区电子医疗仪器厂生产
。

药理生理多用

仪 ;蚌埠无线电二厂生产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槐白皮抗醋酸
、

组胺
、

二 甲苯的致炎作

用

2
.

1
.

1 小 鼠 (体重 19 士 19 )雌雄各半
,

分给

药组和对照组
。

给药组让其常饮 5 %槐白皮

药液
,

后组饮 自来水
,

连续 1 2d
,

于最后一 天

尾静脉注射伊文思蓝 (0
.

5写)0
.

lm l/ 1馆
,

继

之腹腔注射 (o
·

6 % )醋酸 o
·

Zm l/ 只
。

2 0 m in

后
,

窒息处死
。

迅速剪开腹腔
,

用生理盐 水

(N S )冲洗
,

收集 冲洗液 10 m l
,

离心
,

取上清

液用 7 21 光度计比色测定(10 c m 比色皿
,

波

长 5 9 o n m )
,

其结果见表 1
。

表 1 槐白皮对醋酸致小民腹腔炎症的形嘀

组别 动物数(只 ) 测定值(荃士 s ) p 值

给药组

对照组 ::
0

.

0 80 士 0
.

02 3

0
.

1 5 7士 0
.

0 5 6

之 0
.

0 5

2. L 2 大 鼠 (体重 3 50 士 1 09 )雌雄各半
,

分

给药组和对照组
。

给药组大鼠灌胃 10 0 %槐

白皮 1
.

sm !/ 1 0 09 ;
对照组灌相应容积的 N S

,

每日 1 次
,

连续 1 3 d
,

未次灌胃 5 0 m in 后
,

分

别在各鼠右后肢 足趾注射 1%组胺 0
.

lm l和

N S o
·

lm l
。

于 1 5
、

3 0
、

6 o m in 各用千分尺测足

趾部厚度
,

求出 3 次测量的平均值进行统计

比较
,

结果见表 2
。

表 2 槐白皮对组胺致大良足趾肿的影响

组别 动物数量 (只 ) 足趾厚度 (m m )I士
s

尸 值

给药组

对照组

l0

1 0

2
.

7 3士 0
.

34

3
.

4 1士 0
.

5 3
< 0

.

0 5

2
.

1
.

3 小 鼠 (体重 20 士 2 9 )雌雄各半
,

将其

分为给药组和对照组
。

给药组每天 1 次
,

灌胃

, A d d r e
留

:
L iu S h a n tin g

,

Jin in M
e d ie a l C o lle g e ,

Ji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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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槐白皮 0
.

Zm l/ 1 0 g ,

对照组灌相应容积

的 N S
,

连续 1 4 d
,

于末次灌胃 so m in 后
,

用二

甲苯涂各 鼠左耳
,

IOm in 后处死
,

将各鼠左右

耳剪下并使之重迭
,

用 sm m 直径打孔器取

耳片
,

然后用分析天平称重
,

以左耳片重量减

去右耳片重量
,

利用差值进行结果比较
,

结果

见表 3
。

表 3 槐白皮对二甲苯致小鼠耳肿的影响

组别 动物数量 (只 ) 耳 片差值(m g )王士 s 尸值

药组

对 照组

1 5
.

2 0 士 1
.

1 9

1 7
.

1 4 士 1
.

0 3
< 0

.

0 5

2
.

2 槐白皮对大鼠和小鼠痛阑的影响

2
.

2
.

1 大鼠(体重 2 80 士 10 9 )雌雄各半分为

给药组和对照组
。

每组 6 只
。

给药组每天 1 次

灌胃 1 0 0 %槐 白皮 lm l/ 1 0馆
;
对照组灌相应

容积 N S
,

连灌 7d
,

于末次灌胃 50 m in 后进行

钾离子透入测痛实验
。

将大鼠俯卧固定在特

制的配有暗箱 (只暴露后肢及尾 巴 )的实验台

上
。

用 W Q
一

g E 钾离子透入痛阑测量仪上的

测痛电极置距大鼠尾根部约 Zc m 处
,

无关电

极固定于一侧后肢
。

通电后
,

以引起大 鼠甩尾

的 电流强 度 为痛反应 闭值
,

每测 1 次 间隔

lm in
,

连测 3 次取其平均值为该 鼠的基础痛

闭值
,

结 果痛 闭值 (m A ) (王士 s )
:

给药组 为

0
.

6 4 士 0
.

1 6
,

对 照 组 为 0
.

3 2 士 0
.

0 3
,

P <

0
.

0 5
。

2
.

2
.

2 大鼠 (体重 2 00 士 15 9 )雌雄各半
,

分

为给药组和对照组
。

每组 6 只
,

给药组常饮

5 %槐白皮药液
;
对照组常饮 自来水

,

连续喂

养 1 1d
,

于最后一天进行钾离子透入刺激疼

痛实验 (方法 同 2
.

2
.

1 )
,

结果痛 闭值 (m A )
:

给药组 为 0
.

48 士 0
.

0 6
,

对 照 组 为 0
.

33 士

0
.

0 7
,

P 值< 0
.

0 5
。

2
.

2
.

3 雌性小鼠(体重 20 士 1 9 )分为给药组

和对照组
,

每组 9 只
。

每天 1 次分别用 巧%

槐白皮 0
.

sm l/ 只灌胃和用等容积 N S 灌 胃
,

连续 6d
,

于末次灌胃后 50 m in 进行热板法致

痛实验
。

把铁板盒置于 55 士 0
.

5 ℃恒温水浴

的水面上
,

将预选好的小鼠分别放入盒 内
,

同
·

7 3 2
.

时开动秒表记录 小鼠舔后足的时间
,

以此反

应出现的时间作为痛阂值
。

每只小鼠连测 3

次
,

每次 间隔 sm in
,

求出 3 次所测平均值进

行组 间比较
,

结果痛阀值 (s )
:

给药组为 22
.

9

士 8
.

7
,

对照组为 1 5
.

7士 5
.

6
,

尸 值< 0
.

05
。

2
.

3 槐白皮对小鼠胸腺及脾脏重量的影响
:

小鼠 (体重 20 士 19 )雌雄各半
,

分为给药组和

对照组
。

给药组灌胃 100 %槐白皮 0
.

4 m l/ 只 ;

对照组灌等容积 N S ,

每天 1 次
,

连续 1 5d
。

于

最后一天处死
,

分别取出胸腺和脾脏
,

用分析

天平称重
,

结果 见表 4
。

表 4 槐白皮对小鼠脚腺
、

脾脏的形响 (x 士 s )

组别 动物数量
胸腺重量

(m g )

尸 值
脾胜重量

(m g )
尸 值

药组

对照组

9 3
.

2 5 士 1 0
.

1 1 1 9 7
.

5 0士 8
.

2 3

< 0
.

0 5 < 0
.

0 5
7 7

.

13 士 8
.

7 4 17 0
.

6 3士 7
.

1 3

3 讨论

从上述组胺致大鼠足趾肿
、

二 甲苯致小

鼠耳肿
、

醋酸致小鼠腹腔炎性渗出实验和钾

离子渗入法
、

热板法致痛实验及增加小鼠胸

腺
、

脾脏重量等实验
,

不难看出
,

槐白皮有抗

炎镇痛
、

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药理作用
。

此与古

代医学名著有关对槐白皮临床应用的记载相

一致
。

如《日华子本草》中的槐白皮煎膏止痛

长肉
,

消痛肿
; 《卫济宝书》中的洗疽疮

、

化毒

气
、

消脓汁
、

生肌肉
、

止疼痛 ;(( 救急方 》中的治

疗阴下湿疹成疮
; 《圣惠方》中的治疗牙齿疼

痛和江西《中草药学 》中的治疗火烫伤等
〔‘

’

幻 。

炎症常由种种病理性刺激使炎细胞释放

前列腺素
、

组胺
、

5
一

轻色胺和缓激肤等致炎
、

致痛物质而引起
。

前列腺素除本身有强大致

炎
、

致痛作用外
,

还能使其他致炎致痛物质相

互增 敏的放大作用
,

故在致炎致痛中起关键

性作用
。

而组胺等致炎致痛的作用相对较弱
。

槐白皮虽有拮抗组胺作用
,

但并不能使前列

腺素含量减少
,

反而有增加作用
〔3 , 。

结果提示

了槐白皮的抗炎镇痛作用不能单纯以抗组胺

等物质来解释
。

本药的抗炎可能还与提高机

体免疫力
、

广谱抗菌等作用有关川
。

镇痛作用



可能是在抗炎基础上 出现的
; 即炎症被控制

后
,

炎细胞释放致痛物质减少
,

从而降低或去

消了对外周痛觉神经 的刺激发挥止痛效应
。

槐白皮是否还有中枢镇痛作用以及抗炎镇痛

的有效成分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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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总黄酮抗心律失常作用研究△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21 0 0 29) 胡小鹰
寮

彭国平 陈法炎

摘 要 利用动物实验性心律失常病理模型
,

观察甘草总黄酮是否具有抗心律失常作用
。

结果表

明
,
5 0 一 100 m g /k g 甘草总黄酮可延长乌头碱诱发的小鼠心律失常潜伏期

、

减少氯仿诱发的小鼠心

室纤颤阳性率
;
25 ~ so m g / k g 甘草总黄酮可增加哇巴因诱发豚鼠出现室性早搏

、

室速
、

室颤和心搏

停止所用剂量
,

表明甘草总黄酮具有坑心律失常作用
。

关键词 甘草总黄酮 抗心律失常作用

甘草是最常用的中药之一
,

《伤寒论 》中

指出
:

脉结代
,

心动悸
,

灸甘草汤主之
。

临床上

亦有不少重用甘草治疗心律失常的报道
〔‘〕 。

药理研究表明
,

甘草有抗心律失常作用
〔“一 ‘〕 。

据报道
:

甘草中黄酮类成分有抗溃疡
、

抗菌
、

抗炎
、

解痉
、

降血脂
、

镇痛等作用
〔5〕 。

为探讨甘

草总黄酮是否具有抗心律失常作用
,

我们进

行 了动物实验观察
。

1 材料

1
.

1 药品及试剂
:

甘草总黄酮 (由本校中药

研 究室提供 )
、

利多卡因注射液 (江苏泰兴制

药 厂产 品 )
、

心 得安注射 液 (北京制 药 厂产

品)
、

乌头碱 (M e rc k 产品 )
、

氯仿 (上海试剂一

厂产品
,

A
.

R )
、

哇巴因 (Si g m a 产品)
。

1
.

2 动物
: Ic R 小鼠

、

豚 鼠由南京中医药大

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1
.

3 仪器
: LM S

一

ZB 型二道生理记录仪 (成

都仪器厂出品)
、

S R
一

07 1 型双踪示波器 (江苏

扬中电子仪器厂出品)
。

2 方法和结果

‘ A d d r e s s :

H u X ia o yin g
,

C o lle g e o f T C M
,
N a n

ji
n g U n iv e r s ity o f T r a ditio n a l C h in e s e

M
ed ie a l

,
N a n j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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