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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考察复方润喉茶的药理作用 ∀方法 体内 !体外抗病毒试验 体外抗菌试验 抗炎试验 镇痛试验以及

祛痰试验 ∀结果 复方润喉茶有明显的体内外抗病毒作用 体内抗流感病毒 ∞⁄ 为 生药 有较好的体

外抗菌作用 对肺炎球菌等 个菌株的最小抑菌浓度 ≤ 为 ∗ 生药 抗炎试验表明对抑制早期炎

症效果较好 而对中 !晚期炎症则效果不佳 此外还有镇痛 !祛痰等作用 ∀结论 复方润喉茶对急性咽喉炎有较好的

疗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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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方润喉茶由甘草 !菊花 !茶叶 !金银花 !桔梗 !桑

叶 !薄荷 味中药制成的袋泡茶 临床用于风热证急性

咽炎和急性喉炎 在将其开发成三类新药过程中针对

其功效 我们进行了抗病毒 !抗菌 !抗炎 !退热 !镇痛 !祛

痰等药效学试验 现总结报告如下 ∀

1  实验材料

1 1  药物及试剂

复方润喉茶 本所中药室 批号 本

品加 倍水 ε 浸泡 次 目筛过滤 合

并滤液浓缩成 生药 ∀ 酚红 以

溶解 再加生理盐水配成 溶液 ∀角叉菜胶 用

生理盐水配成 放置 后使用 ∀ 琼脂 琼脂

条加 蒸馏水 加热溶化 双层纱布过滤 ε 灭

菌 置于 ε 恒温水浴中 ∀ 醋酸 取冰醋酸

加蒸馏水至 用前新鲜配制 ∀

1 2  动物

小鼠 体重 ∗ 雌雄兼用 ∀ ≤ 种小鼠

体重 ? 雌雄兼用 ∀≥⁄种大鼠 体重 ?

雌雄兼用 ∀

1 3  其它材料

人喉癌传代细胞 ∞ 中科院细胞所 人胚肺

二倍体成纤维细胞 浙江省医科院 甲型流

行性感冒病毒 °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

所 呼吸道合胞病毒 中科院武汉病毒所 金黄色葡

萄球菌 !绿脓杆菌 !大肠杆菌 !肺炎克雷伯氏菌 !甲型溶

血性链球菌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肺炎球菌 !乙

型溶血性链球菌 !流感杆菌 浙医大微生物教研室 ∀

2  方法与结果

2 1  抗病毒作用

2 1 1  细胞毒性试验  以维持液将复方润喉茶 倍稀

释成 和 生药 浓

度 加入 或 ∞ 细胞单层 每种细胞接种

孔 ε ≤ 静置培养 逐日观察其毒性反应 不加

药物孔作细胞对照 ∀结果 和 ∞ 细胞培养物

中加入浓度达 生药 的药物培养 未出现

毒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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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体外抗呼吸道合胞病毒试验  孔 ≤ 细

胞培养板中接种 ∞ 细胞 ≤ ! ε 培养 ∀细胞

长成单层后 以无血清 ⁄ ∞ 洗涤 次 ∀ 空斑形成

单位 °ƒ 呼吸道合胞病毒毒种分别与等量各

浓度药物室温下作用 后接种至 ∞ 单层细胞

培养物中 ε 吸附 后吸去病毒 以无血清 ⁄ ∞

洗涤 次 ∀加入含不同浓度药物的 琼脂 ⁄ ∞ 培

养液 每孔 培养 后每孔加入 结晶

紫染色液 室温静置 后以自来水飘去琼脂覆盖层

计数空斑 ∀实验中同时设病毒阳性和病毒阴性对照 ∀

以阳性对照组的平均 °ƒ 数减去试验组平均 °ƒ 数的

差作为抑制数 计算相应抑制率 结果见表 ∀

表 1  复方润喉茶对呼吸道合胞病毒空斑形成抑制作用

复方润喉茶

药物浓度

#

°ƒ 数

Ξ ? σ
抑制数

抑制率

小柴胡汤

药物浓度

#

°ƒ 数

Ξ ? σ
抑制数

抑制率

病毒唑

药物浓度

Λ #

°ƒ 数

Ξ ? σ
抑制数

抑制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病毒阳性 未加药物 ?

 病毒阴性 未加药物

  由表 可知 复方润喉茶能抑制呼吸道合胞病毒

空斑形成作用 ∀

2 1 3  体内抗流感病毒试验  小鼠 体重 ∗

每组 只 雌雄各半 ∀各组动物分别按

和 灌胃 服药后即刻滴鼻吸入含最小

致死量的流感病毒液 Λ 感染后 再给药一

次 继后每天给药一次 ∀观察至病毒对照组全部死亡

记录各组动物死亡数 用 ≥°≥≥ 软件加权回归法计

算 ∞⁄ ∀结果表明复方润喉茶 !小柴胡汤 !病毒唑的

∞⁄ 可信限 分别为 ∗ ∗

和 ∗ 生药 ∀复方润喉茶的药效

强于小柴胡汤 ∀

2 2  体外抗菌作用

用琼脂平板二倍稀释法将复方润喉茶药液用肉汤

琼脂稀释成

和 生药 的琼脂平板 或血琼脂平

板 将肺炎球菌 !甲型链球菌 !乙型链球菌 !流感杆菌 !

金葡菌 !肺炎克氏菌 !大肠杆菌 !绿脓杆菌接种在上述

平板上 以无菌生长的浓度为最小抑菌浓度 ≤ 结

果各菌株的 ≤ 分别为

和 生药 ∀说明复方润喉茶有较

好的体外抗菌作用 ∀

2 3  抗炎作用

2 3 1  对角叉菜胶所致大鼠足跖肿胀的影响  大鼠

只 随机分成 组 各鼠编号 ∀给药前用自制软尺先

测定各鼠右足跖周径 然后按表 所列药物及剂

量灌胃给药 ∀对照组给以等体积生理盐水 ∀连续给药

∀未次给药后 给各鼠右后足掌心向踝关节方

向皮下注射 角叉菜胶溶液 只 ∀分别于注射

后 和 测量各鼠右后足跖周径并计算各鼠的肿

胀度 ∀肿胀度 致炎后右足跖周径 给药前右足跖

周径 给药前右足跖周径 ∀结果见表 ∀

由表 可见 复方润喉茶大剂量能显著抑制角叉

菜胶所致的肿胀 持续时间约为 ∀

2 3 2  复方润喉茶对大鼠琼脂肉芽肿的影响  大鼠

只 雌雄各半 ∀每鼠在背中线皮下准确注射 琼脂

溶液 ∀次日随机分成 组 按表 所列药物及剂量

灌胃给药 对照组给以等体积生理盐水 每天一次 连

续 周 ∀给药结束 处死动物 剥离出肉芽肿琼脂块

称取湿重 ∀结果见表 ∀

由表 可知 复方润喉茶对大鼠肉芽肿没有影响 ∀

2 3 3  复方润喉茶对二甲苯引起的小鼠耳肿的影响

 小鼠 只 雌雄各半 随机分成 组 按表 所列药

物及剂量每日给药一次 连续给药 最后一次给药后

将二甲苯 用磨平 号针头于每鼠右

耳前后两面均匀涂布 ∀ 后将动物处死 用直径

皮带冲将小鼠双耳同部位等面积切下 电子天平

称重 计算肿胀度 肿胀度 右耳片重量 左耳

片重量 左耳片重量 结果见表 ∀

由表 可见 复方润喉茶能显著对抗二甲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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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复方润喉茶对抗角叉菜胶所致肿胀作用 ν

组  别 剂  量
时间

对照组      ?  ?   ?  ?   ?

消炎痛组   ? 3 ? 3 ? 3 ? 3 ? 3

大剂量组 生药 ? 3 ? 3 ? 3 ? 3 ?

中剂量组 生药 ? ? ? 3 ? ?

小剂量组 生药 ? ? ? ? ?

注 与对照组比较 经 τ检验 , 3 Π . ; 3 Π . ; 3 Π .

表 3  复方润喉茶对大鼠琼脂肉芽肿的影响 ν

组  别 剂  量 琼脂块湿重

对照组   等体积生理盐水   ?

地塞米松   Λ ? 3

草珊瑚组 ?

大剂量组 生药 ?

中剂量组 生药 ?

小剂量组 生药 ?

注 与对照组比较 经 τ检验 , 3 Π

表 4  复方润喉茶对二甲苯引起耳肿胀的影响

组  别 剂  量 ν 肿胀度 Ξ ? σ

对照组    等体积生理盐水   ?

消炎痛组   ? 3

草珊瑚组 ? 3

大剂量组 生药 ? 3

中剂量组 生药 ? 3

小剂量组 生药 ?

注 与对照组比较 经 τ检验 , 3 Π 3 °

小鼠耳肿胀 说明有较好的抗炎作用 ∀

2 4  祛痰试验

用苯酚红法 小鼠 只 雌雄各半 随机分为 组 ∀

按表 所列药物及剂量灌胃给药 对照组给以等体积

生理盐水 ∀连续给药 ∀未次给药后 腹腔注射

酚红 后将动物处死 分离气管 剪

下自甲状软骨下至气管分支处的一段气管 放入盛有

生理盐水加一滴 的 溶液的试管中

振摇放置 ∀用 型分光光度计于波长 处测

⁄值 ∀用酚红作一标准曲线 根据标准曲线计算酚红

含量 ∀结果见表 ∀

结果表明复方润喉茶能显著增加气管的酚红排泌量

有较好的祛痰作用 ∀

2 5  镇痛作用

用小鼠扭体法  小鼠 只 雌雄各半 ∀随机分成

表 5  复方润喉茶的祛痰作用 ν

组  别 剂  量 气管段酚红排泌量 Λ #

对照组         ?

氯化铵组    ? 3

大剂量组 生药 ? 3

中剂量组 生药 ?

小剂量组 生药 ? 3

注 τ检验均与对照组比较 , 3 Π 3 °

组 按表 所列药物及剂量灌胃给药 对照组给以等

体积生理盐水 ∀连续给药 ∀未次给药后 各鼠

腹腔注射 醋酸溶液 观察注射后

内出现扭体 伸展后肢 腹部收缩内凹 臀部抬高 次

数 并计算镇痛百分率 ∀镇痛百分率 对照组扭体次

数 给药组扭体次数 对照组扭体次数 结果见表 ∀

表 6  复方润喉茶对小鼠的镇痛作用 扭体法

组  别 剂  量 ν 扭体次数 镇痛百分率

对照组   等体积生理盐水  ?

消炎痛组  ? 3

草珊瑚组 ? 3

大剂量组 生药 ? 3

中剂量组 生药 ? 3

小剂量组 生药 ? 3

注 与对照组比较 经 τ检验 , 3 Π 3 °

结果表明 复方润喉茶能明显减少腹腔注射醋酸

所致的小鼠扭体次数 说明有较好的镇痛作用 ∀

3  结  论

以上药效学实验结果表明 复方润喉茶具有明显

的体内 !体外抗流感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作用 其抗

病毒作用略强于小柴胡汤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肺炎克

雷伯氏菌 !大肠杆菌 !绿脓杆菌 !甲型溶血性链球菌 !乙

型溶血性链球菌 !流感杆菌及肺炎球菌有明显的体外

抗菌作用 对大鼠角叉菜胶所致足跖肿胀及二甲苯引

起的小鼠耳肿胀有明显的对抗作用 但对抑制大鼠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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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肿的效果不明显 说明复方润喉茶对抑制早期炎症

效果较好 而对中晚期炎症则效果不佳 此外还有较好

的祛痰作用和镇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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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制抗狂犬病血清作皮试致过敏性休克 1例

顾正平  刘晓刚 上海 上海市南汇县中心医院

  患者男 岁 ∀ 年 月 日因被疯狗咬伤

后 当日到县防疫站取狂犬病血清来我院门诊部注射

室作皮试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批号 作完皮

试 后 局部出现明显红肿 确认为皮试阳性 继续

观察 左右 患者突然尖叫一声 继之倒地晕厥 呼

之不应伴四肢抽搐 口吐白沫 立即急诊入院抢救 ∀查

体 神志不清 口唇紫绀 脸色苍白 肢体厥冷 °

° ° 次 次 次 双瞳孔

等大等圆 对光反应存在 ∀心肺听诊无异常 肝脾肋下

未触及 全腹平软 颈软 以往无药物过敏史 ∀临床确

认为血清皮试引起即速过敏性休克 立即给予吸氧 保

暖 以 葡萄糖 中加入地塞米松 静脉滴

注 行二路静脉补液 在一路补液中阿拉明 和多

巴胺 加入 葡萄糖 中 以 滴 速度

静脉滴注 ∀在 ∞≤ 监护和严密的 °观察下 后 患

者神志逐渐清醒 ∀ ° ° ° 次 次

次 上述症状明显好转 ∀因患者有感染

症状 给予静脉滴注盐酸洁霉素 及其他对症处理

体征稳定 后康复出院 ∀

讨论 本文 例由狂犬病血清作完皮试后引起即

速过敏性休克反应 报道较少见 ∀据有关资料记载 少

数人肌内注射后 可能出现荨麻疹 !发热 !淋巴结肿大

偶有蛋白尿 !呕吐 !关节痛 !瘙痒症等不良反应 ∀笔者

认为 本品系免疫球蛋白制剂 当异性球蛋白进入体内

后抗原和抗体相互作用而产生变态反应 ∀

收稿日期

能量合剂致过敏性休克 1例

冯德发 武汉 武汉市汉南区人民医院

  患者女 岁 ∀因脑外伤 于 年 月 日

来我院就诊 ∀检查 体温 ε 血压 ° 神清心

肺正常 ∀静滴能量合剂半小时 即出现头皮瘙痒 继而

四肢 !全身奇痒 恶心 呕吐 胸闷 气急 大汗 乏力 面

色苍白 腹痛 腹泻等症状 ∀查体 神志恍惚 瞳孔散

大 皮肤湿冷 体温不升 脉弱难触 心音遥远

次 ° ° 全身满布大小不等淡红色丘疹及搔

痕 ∀诊断 能量合剂致过敏性休克 ∀立即中止上药 同

时胸外按摩 !注射副肾素 !地塞米松 !吸氧等治疗 !休克

症状逐渐缓解 后患者神清 ° ° 次

除全身乏力外 胸闷 !气急等症状消失 ∀

讨论 此患者既往无药敏史 在注射能量合剂过程

中出现过敏性休克 可见常见药物的应用中也要注意

随时观察不良反应 ∀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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