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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叶马兰的抗炎镇痛作用研究

徐庆荣  张保功  刘  娟  杜秀娟  李  娜 滨州 山东省滨州医学院

摘要  目的 探讨全叶马兰的抗炎镇痛作用 ∀方法 用大白鼠足趾肿胀法和小白鼠耳廓肿胀法观察其抗炎作用 用大白鼠钾

离子皮下透入致痛法和小白鼠扭体法 观察全叶马兰的镇痛作用 ∀结果 全叶马兰能对抗新鲜鸡蛋清和二甲苯的致炎作用

并能加强哌替啶的镇痛作用 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差异非常显著 Π ∀结论 全叶马兰有明显的抗炎镇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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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山东各地 资源丰富 民间早已用其全草煎服治疗慢性支

气管炎 疗效很好 在 年我们为了探讨全叶马兰的药理

作用 对其根 茎 叶 全草的镇咳及中枢抑制作用进行了研

究 实验证明 全叶马兰有明显的镇咳及中枢抑制作用 全草

作用最强≈ ∀但对其抗炎镇痛作用未见有人报道 现将其

抗炎镇痛作用报道如下

1  材料

动物 大白鼠 由山东省卫生防疫站提供 小白鼠 由滨

州医学院动物室提供 ∀

药品 全叶马兰乙醇提取物 滨州医学院药理研究室制

备 哌替啶 沈阳制药厂生产 二甲苯和醋酸 上海试剂一厂

生产 地塞米松 山东新华制药厂生产 ∀

仪器 痛阈测量仪 • 2 ∞型 北京海淀电子医疗仪器

厂生产 二道生理记录仪 ≥ 型 成都仪器厂生产 ∀

2  方法[ 3 ,4]

2 1  抗炎作用

2 1 1  对抗新鲜鸡蛋清致大白鼠足趾肿胀作用 ∀ 足趾肿

胀法

取体重 大白鼠 只 雌雄不拘 随机

分为四组 药前用自制的容积测定仪测定左侧足趾容积 ∀然

后分别用下列药物灌胃 全叶马兰 组 体重 全

叶马兰 组 体重 地塞米松 体重 等容

量的生理盐水 ∀ 后每只大白鼠左侧足趾均皮下注射

新鲜鸡蛋清 ∀药后 ! ! ! 均以药前相

同的方法测定左侧足趾容积 ∀用药前后足趾容积之差作为

肿胀程度 ∀

2 1 2  对抗二甲苯致小白鼠耳廓肿胀作用 耳廓肿胀法

取昆明种小白鼠 只 随机分为四组 然后分别用下列

药物灌胃 全叶马兰 组 体重 全叶马兰 组

体重 地塞米松 等容量的生理盐

水 ∀给药 后 左耳涂 ∏ 二甲苯致炎 后颈椎脱臼处

死 ∀用直径 打孔器在左右两耳相同的部位打下耳片 ∀

称重 以左右耳片之差作为肿胀程度 ∀

2 2  镇痛作用≈

2 2 1  加强哌替啶的镇痛作用 ∀ 钾离子皮下透入致痛

法 ≈

取 大白鼠 只 雌雄不拘 随机分

为五组 药前每只大白鼠均用 • ± ∞型 痛阈测量仪测每

只大白鼠的痛阈值 次 作尾部皮肤致痛刺激 根据大白鼠

甩尾报痛时电流的大小 表示痛阈值的高低 取均数作为药

前痛阈值 ∀然后分别用下列药物灌胃 全叶马兰 组

体重 全叶马兰 组 体重 全叶马兰加哌替

啶 哌替啶 等容量的生理盐水 哌替啶均为 体重

阈下剂量 ∀药后 ! ! ! 均用药前相同方法测

得每只大白鼠的痛阈值 ∀用药前后痛阈值之差作为痛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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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度 ∀

2 2 2  加强哌替啶的镇痛作用 ∀ 扭体法

取昆明种小白鼠 只 雌雄不拘 随机分为五组 然后

分别用下列药物灌胃 全叶马兰 组 体重 全叶

马兰 组 体重 全叶马兰 组加哌替啶 哌替

啶 等容量的生理盐水 哌替啶均为 体重 阈下剂

量 药后 每只小白鼠均腹腔注射醋酸 药后

内观察是否出现扭体反应 ∀

3  结果

3 1  抗炎作用

3 1 1  对抗新鲜鸡蛋清致大白鼠足趾肿胀作用 ∀

实验表明 全叶马兰 组药后 ! 足趾肿胀程度

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有显著的差异 Π ∀

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 差异非常显著 Π

与地塞米松组比较无明显差异 Π ∀全叶马兰 药

后足趾肿胀程度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 Π

∀结果见表 ∀

表 1  全叶马兰抗新鲜鸡蛋清致大白鼠足趾肿胀作用 足趾肿胀法 ν

组   别 剂量
药后不同时间足趾肿胀程度 ¬ ? σ

全 叶 马 兰 ? ? ? ?

全 叶 马 兰 ? ϖ ? ϖ ? ϖ ? ϖ

地 塞 米 松 ? ? 3 3 ? ?

生 理 盐 水 ? ? ? ?

注 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 3 Π 3 3 Π ϖ Π

3 1 2  对抗二甲苯致小白鼠耳廓肿胀作用

实验表明 全叶马兰 组 药后小白鼠耳廓肿胀程度与

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 差异非常显著 Π 与地塞米松

组比较无明显差异 Π ∀全叶马兰 组 药后小白鼠

耳廓肿胀程度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有明显差异 Π

结果见表 ∀

表 2  全野马兰对抗二甲苯致小白鼠耳廓肿胀作用 ν

组别 剂量 左右耳片重量之差 ¬ ? σ

全叶马兰 ?
全叶马兰 ?
地塞米松 ?
生理盐水 ?

注 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 3 Π 3 3 Π ϖ Π

3 2  镇痛作用

3 2 1  加强哌替啶的镇痛作用 钾离子皮下投入致痛法

实验表明 全叶马兰 加哌替啶组 痛阈提高程度与生

理盐水对照组比较 差异非常显著 Π 全叶马兰

组 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有明显的差异 Π 全叶马

兰 组药后痛阈提高程度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

异 Π 哌替啶组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

Π 证明哌替啶是阈下剂量 结果见表 ∀

3 2 2  加强哌替啶的镇痛作用 扭体法

实验表明 全叶马兰 组加哌替啶组扭体反应动物数

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 差异非常显著 Π 全叶马兰

组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有明显差异 Π 哌替啶

组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 Π 证明哌替

啶是阈下剂量 结果见表 ∀

表 3  加强哌替啶的镇痛作用 钾离子皮下投入致痛法 ν

组   别 剂量
药后不同时间痛阈提高程度 ¬ ? σ

全叶马兰加哌替啶 ? ? ? ?

全 叶 马 兰 ? ? ? ?

全 叶 马 兰 ? ϖ ? ϖ ? ϖ ? ϖ

哌 替 啶 ? ϖ ? ϖ ? ϖ ? ϖ

生 理 盐 水 ? ? ? ?

注 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 3 Π 3 3 Π ϖ Π

表 4  加强哌替啶的镇痛作用 扭体法 ν

组别 剂量 扭体反应的动物数

全叶马兰加哌替啶 3 3

全叶马兰

全叶马兰 ϖ

哌替啶 ϖ

生理盐水

注 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 3 Π 3 3 Π ϖ Π

4  统计方法 计数资料用 ξ 检验 计量资料用 τ检验 ∀

5  讨论

动物实验证明 全叶马兰 组有明显的抗炎作用 并能

加强哌替啶的镇痛作用 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有非常显著

的差异 Π 全叶马兰 组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无

明显差异 Π ∀所以全叶马兰 组可试用于临床治

疗由物理 化学 免疫等因素引起的炎症 ∀用药后可以改善

红 肿 热 痛的症状 降低炎症反应对机体造成的损害 但对

细菌 病毒和其他微生物引起的炎症是否有对抗作用有待进

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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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新的化学成分研究

曹津铭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药剂科中药房

  黄芪为最常用的中药之一 ∀≈ 我们对膜夹黄芪≈ ∏2

∏ ƒ 根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 ∀共分离

得到七个单体 ∀经鉴定分别为 蔗糖 ∏ Β2谷甾醇 Β2 2

芒柄花素 ∏毛蕊异黄酮 芒柄

花素和毛蕊异黄酮系从黄芪属植物中分离出 ∀

药材为 ∏ ƒ 的根 系购自本市

中药集团有限公司 ∀本药材经药品监督检验所鉴定 ∀紫外

光谱用日立2 型紫外分光仪测定 红外光谱用岛津 2

型红外分光仪测定 核磁共振谱用 2∞ 2 型

核磁共振仪 × ≥为内标测定 质谱用 ≥2⁄ 型质谱仪

测定 ∀柱层析用硅胶为上海五四农场试剂厂生产 ∗

目 ∀薄层层析用 ∀硅胶 为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 ∀柱层层

析用聚酰胺为解放军 部队 厂生产 2 目 ∀纸

层析用滤纸为杭州新华滤纸 ∀试剂包括 乙醇 乙酸乙

酯 丁醇 甲酸 仿均为分析醇 ∀

1  提取分离

黄芪根粉 用乙醚连续回流提取得乙醚提取液 ∀残

留物用 乙醇回流提取 提取液减压浓缩后放置 析出粗

晶 乙醇重结晶得晶 ∀其母液中乙醇挥尽 所得浸膏状物

用乙酸乙酯萃取 ∀萃取液浓缩至约 加 聚酰胺拌匀

经 聚酰胺柱层析 ≅ 湿法装柱 ∀依次用水

和浓度递增的乙醇洗脱 ∀洗脱液减压浓缩后 经硅胶 薄层

层析 用乙酸乙酯2丁酮2甲酸2水 展开 紫外光下

观察 检查各流份 ∀从 乙醇洗脱部分 析出粗晶 乙醇重

结晶 得晶 ∀上述乙醚提取液回收乙醚 残留物挥尽乙醚

后用石油醚提取 ∀分为石油醚提取液和石油醚不溶物 ∀不

溶物 加适量乙醚溶解 加入 硅胶拌匀 ∀提取液经

浓缩后 约 加入 硅胶拌匀 ∀二者分别经 硅胶

柱层析 均有 ≅ 湿法装柱 ∀依次用氯仿和氯仿2

乙醇极性递增洗脱 ∀每一流份收集约 ∀洗脱液浓缩

后 经硅胶 薄层层析 用氯仿2乙醇 不同比例 展开 ≤

及碘显色 紫外光下观察 检查各流份 ∀不溶物经柱层析 由

氯仿洗脱部分依次得晶 与晶 ≈ 二者分别用甲醇和氯仿

重结晶 !氯仿2乙醇 洗脱物 经无水乙醇重结晶得晶

∏ ∀氯仿2乙醇 洗脱物 经乙酸乙酯重结晶 得晶 √ ∀

石油醚提取液 经柱层析 氯仿洗脱物 经氯仿重结晶 得晶

∀氯仿2乙醇 洗脱物 经无水乙醇重结晶 得晶 ∀

2  鉴定

2 1  晶 经鉴定为蔗糖 ∏ ∀≈

2 2  晶 的鉴定 甲醇重结晶 得无色片晶 ∀ 2 ε ∀

2 ∏ 反应阴性 ∀与 Β2谷甾醇标准品共薄层

值一致 混合熔点也不下降 ∀其红外光谱与 Β2谷甾醇标准

红外光谱一致 ∀故晶 鉴定为 Β2甾醇 Β2 ∀≈

2 3  晶 的鉴定 为无色针晶 ∀ ∗ ε ∀纸层析

值 ≤ ≈叔丁醇2醋酸2水

≈苯2醋酸2水 ∂Κ
¬

Ε

加

∀以上结果表明晶 为异黄酮类化合

物 且 ≤ 位有游离羟基 ∀ √
¬

2 共轭

≤ 2 2

≤ ∀ ⁄ ≥ 2 ≥ ≥ 2 ≤

≥ 宽 ≤ 2 ≥ 2

2 . 2 2 2

2 2 2 2 .

≈ 2 ≈ 2≤ ⁄ 开裂

⁄ 开裂 ∀以上 ∂ 与

文献报道芒柄花素一致 ∀用重氮甲烷常法制得甲基化物

2 ε ∀与文献报道芒柄花素甲基化物熔点一致 ∀综

上鉴定晶 为芒柄花素 ∀其结构为 2羟基2

. 2甲氧基异黄酮 ∀≈

2 4  晶 ∏的鉴定

为无色针晶 ∀ 2 ε ∀纸层析在紫外光下呈淡蓝

色斑点 熏后变为亮绿蓝色 ∀ 值 ≤

≈叔丁醇2醋酸2水 . 反应阴性 ∂Κ
¬

Ε ∀加

≤ ∀以上结果表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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