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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咳停片的祛痰作用 通过初步析方评价该处方的配伍合理性 ∀方法 分复方组 咳停片 !无氯组 不含氯化铵

的咳停片 和氯化铵组 组 比较 组对小鼠气管酚红排泌和青蛙食道纤毛运动的影响 ∀结果 复方组 !无氯组 !氯化铵组均能

增强小鼠气管酚红排泌量 加快青蛙食道纤毛运动的速度 但复方组的作用强度明显优于无氯组或氯化铵组 ∀结论 氯化铵

与中药成分的协同作用证明咳停片是一个合理的处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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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停片 × × 是一个复方制剂 主要

成分为桔梗流浸膏 !远志流浸膏 !甘草流浸膏 !八角茴香油和

氯化铵等 ∀我们已经证明了该处方具有镇咳作用 ∀本研究

侧重了解该处方在祛痰方面的作用 并进行初步析方研究

评价其配伍合理性 ∀

1  材料

1 1  药品与试剂  酚红 上海化学试剂总厂所属上海试剂

三厂 批号 用生理盐水配制成 的浓度备用

氢氧化钠 浙江萧山化学试剂厂 批号 用去离子

水配置成 咳停片处方 母桔流浸膏 !桔梗流浸

膏 !远志流浸膏 !甘草流浸膏 !甘草浸膏 !

氯化铵 !碳酸钙 !八角茴香油 等成分制成

片 每片含氯化铵 ∀原料药由浙江省康恩贝研究开发

中心提供 ∀按处方将 片咳停片的原料药加蒸馏水至

即 片 ∀

1 2  动物  昆明种小鼠 体重 ∗ 雌雄各半 浙江省药

品检验所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合格证号 青蛙

左右 浙江大学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2  方法

2 1  实验分组  设复方组 × !无氯组 不含氯化铵的

× 和氯化铵组 组 每组 个剂量 氯化铵或氯化乙酰胆

碱组为阳性对照 生理盐水或任氏液组为阴性对照 具体见

表 和表 ∀

2 2  小鼠酚红排泌试验≈

将 酚红置电磁搅拌器上边混合边注射 酚红

体重 后脱臼处死动物 分离气管 避免

分离气管时出血 取喉结下至肺门的主气管 每一气管放置

一支 试管内 加生理盐水 震荡洗涤 后 加

混匀后 离心 取上清液于

型分光光度仪以 测定酚红含量 ∀标准曲线绘

制 取 ≅ ! ≅ ! ≅ 浓度的酚红

液在 测定 值 绘制曲线 ∀实验结果根据酚红标准

曲线的回归方程计算出小鼠的气道酚红排泌量 Λ ∀

2 3  青蛙食道纤毛运动实验≈

将毁脑脊髓后的蛙固定于板上 分离口腔上腭至食道末

端的粘膜 取 ≅ 粘膜平贴于板上 加以固定 定

时以任氏液湿润粘膜表面 ∀每只试验的蛙食道粘膜均先用

活性炭 半粒芝麻大小 测定一次 长度的运动时间 作

为粘膜标本的筛选 剔除运动时间 ! 的标本 ∀筛

选合格的粘膜标本以含受试药物的任氏液湿润 用同样大小

的活性炭粒再测定一次运动 长度的运动时间作为用

药后所需要的运动时间 并与加任氏液对照组比较组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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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异 ∀

2 4  统计

用微机和 ≥ ≥ 统计软件 ≥ • 2

≥ ∀ ∞⁄ 可信

限 和 ∞≤ 可信限 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

版软件计算 ∀具体方法见结果中的表注 ∀

3  结果

3 1  对小鼠气道酚红排泄的促进作用和拆方后的作用强度

比较  复方 !无氯 !氯化铵组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 均能促

进小鼠气道酚红排泄 见表 ∀复方组 ∞⁄ 可信限 为

∗ 无氯组为 ∗

氯化铵组为 ∗ ∀复方组促进小鼠

气道酚红排泄作用强度是无氯组的 倍 是氯化铵组的

倍 三者的强度依次为复方组 无氯组 氯化铵 ∀

表 1  咳停片对小鼠气道酚红排泄的促进作用 ¬ ? σ

组  别 ν
剂量 酚红排出量

Λ

酚红排泄

增加

生理盐水对照 ?

复方 ?

? 3 3

? 3 3

? 3 3 3

无氯 ?

? 3 3

? 3 3

? 3 3 3

氯化铵 ?

? 3

? 3 3

? 3 3

表注 复方 !无氯组剂量每 中含氯化铵 ∀统计方法 ⁄∏ 2

.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3 Π 3 3 Π 3 3 3 Π ∀

3 2  对蛙上腭和食道粘膜纤毛运动的增强作用和拆方后的

作用强度比较 复方 !无氯 !氯化铵和阳性对照药乙酰胆碱组

均呈剂量反应增加蛙上腭和食道纤毛运动 见表 ∀复方组

∞≤ 可信限 为 ≅ ≅ ∗ ≅

无氯组为 ≅ ≅ ∗ ≅

氯化铵组为 ≅ ≅ ∗ ≅

乙酰胆碱组为 ≅ ≅ ∗ ≅ ∀

复方组增强蛙上腭和食道纤毛运动的作用强度是无氯组的

倍 是氯化铵组的 倍 三者的强度依次为复方组 无

氯组 氯化铵 ∀

4  讨论

咳停片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铵 !甘草 !桔梗 !远志和八角茴

香油等 ∀文献报道甘草 !桔梗和远志单独应用具有祛痰作

用≈ 氯化铵具有促进小鼠气道酚红排汇≈ 增强大鼠气

道纤毛摆动频率的作用≈ ∀但至今尚未见有氯化铵与上述

中药成分组方的祛痰作用的报道 ∀本研究的结果证明氯化

铵单独应用具有祛痰作用 并呈量效关系 ∀在本处方中 氯

化铵与其他中药成分配伍 除了能增加镇咳作用外≈ 还能

增加祛痰作用 ∀在本研究中 把氯化铵从处方中撤除 结果

以桔梗 !甘草 !远志和桔梗等合伍的中药复方作用强度明显

下降 表明氯化铵与中药成分有协同作用 ∀此外 我们在镇

咳实验中也证明了它们的协同作用≈ ∀

两种实验方法的结果都表明 复方组的祛痰作用比无氯

组或氯化铵组强 证明了咳停片组方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

表 2  咳停片对蛙上腭和食道粘膜纤毛运动的促进作用 ¬ ?

σ

组  别 ν
浓度 纤毛运动时间 纤毛运动

时间减少

任氏液对照 ?
复方 2 ? 3 3

2 ? 3 3

2 ? 3

2 ? 3

任氏液对照 ?
无氯 2 ? 3 3

2 ? 3 3

2 ? 3

2 ?
任氏液对照 ?

氯化铵 2 ? 3 3

2 ? 3

2 ?
2 ?

任氏液对照 ?
乙酰胆碱 2 ? 3 3

2 ? 3 3

2 ? 3

2 ?

表注 复方 !无氯组剂量每 中含氯化铵 ∀统计方法 ⁄∏ 2

.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3 Π 3 3 Π 3 3 3 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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