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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大蒜油对实验小鼠的镇咳祛痰作用 
 

陈佳敏，许志威*，鄢文佳，郑浩锋，梁盛华，田旭东，李维榕(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广州 510080) 

 
摘要：目的  探讨大蒜油对小鼠的镇咳祛痰作用。方法  以玉米油作为溶剂溶解大蒜油，将大蒜油分高(100 mg·kg1)、

中(50 mg·kg1)、低(25 mg·kg1)3 种浓度灌胃小鼠后，采用氨水引咳法观察大蒜油镇咳作用，同时取气管进行病理组织学

检查，并以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10 mL·kg1)作阳性对照。采用酚红气管排泌法观察大蒜油祛痰作用，并以盐酸氨溴索口

服溶液(4 mL·kg1)作阳性对照。结果  大蒜油的镇咳、祛痰作用与溶剂对照组比较有显著的差异性(P<0.05 或 P<0.01)，

并存在剂量效应关系；大蒜油还可抑制气管黏膜炎症、充血及黏液分泌，其综合药理作用优于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结

论  大蒜油具有显著的镇咳祛痰及黏膜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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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ussive and Expectorant Effects of Garlic Oil on Experimental Mice 

 
CHEN Jiamin, XU Zhiwei*, YAN Wenjia, ZHENG Haofeng, LIANG Shenghua, TIAN Xudong, LI Weirong 
(Medical Schoo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8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ntitussive and expectorant effect of garlic oil on experimental mice. 

METHODS  Corn oil was used to dilute garlic oil, and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high(100 mg·kg1), middle(50 mg·kg1) and 

low(25 mg·kg1) doses of garlic oil on mice. Then antitussive test was observed on mice with cough induced by ammonia water, 
and tissue slicing and HE staining were made to observe structure changes of tracheal tissue in each group. A phenol red 

excretion test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ectorant effect of garlic oil in mice. Dextromethorphan hydrobromide(10 mL·kg1) 

and ambroxol hydrochloride syrup 4 mL·kg1 were adopted for positive drug control. RESULTS  Garlic oil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mice with cough(P<0.05 or 0.01). There was an obvious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in the antitussive and 
expectorant effects of garlic oil in comparison with model group. In addition, garlic oil inhibited inflammatory reaction, 
congestion and mucous secretion in tunica mucosa tracheae. Moreover, garlic oil had better pharmacological actions than 
dextromethorphan hydrobromide. CONCLUSION  Garlic oil has significant antitussive, expectorant and tracheal mucosal 
protection efficacy. 
KEY WORDS: garlic oil; antitussive; expecto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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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又名胡蒜、葫、独蒜、独头蒜，是百合

科葱属植物的地下鳞茎。大蒜富含生物活性成分

和营养成分，作为民间用药在我国及世界各地皆

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医中大蒜具有“通五脏、达

诸窍、去寒湿、避邪恶、消臃肿、化积食”等功

能。目前已证明大蒜具有抗菌、抗病毒、降血脂、

降血压、抗氧化、提高免疫功能及抗肿瘤等功效。

大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大蒜油，其含量仅占大蒜

的 0.2%[1]。近年来国内外对大蒜油的研究较多，

但对其镇咳、祛痰作用的研究[2-4]报道甚少。本实

验对大蒜油的镇咳、祛痰作用进行研究，为开发、

利用大蒜油资源提供参考。 

1  材料 

1.1  动物 

SPF 级昆明小鼠，♀♂兼用，体质量约 40 g，

由中山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实验动物合格

证号：SCXK(粤)2011-0029。 

1.2  药品与试剂 

大蒜油(河南许昌元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

号：YH-140713，大蒜素含量约为 30%，药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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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启东

分公司，批号：16284，规格：0.15 g∶100 mL)；

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

公司，批号：A98033，规格：0.6 g∶100 mL)；10%

甲醛、苏木精-伊红染液、25%浓氨水、酚红、碳

酸氢钠、蒸馏水均由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实验室

提供。 

1.3  仪器 

UV 5200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元析仪

器有限公司)；WH-2000 型超声波雾化器(广东粤华

医疗器械厂有限公司)；SC-3612 低速离心机(科大

创新股份有限公司)；EG1160 病理切片包埋系统

(德国 Leica)；EG1120 制蜡机(德国 Leica)；倒置

生物显微镜(Olympus 公司)。 

2  方法[5-6] 

2.1  镇咳实验 

2.1.1  引咳实验  取昆明小鼠 50 只，随机分为 5

组，每组 10 只，♀♂各半，即氢溴酸右美沙芬糖

浆 [7](10 mL·kg1)处理组、溶剂对照组(玉米油处

理)、大蒜油低剂量组(25 mg·kg1)、大蒜油中剂量

组(50 mg·kg1)、大蒜油高剂量组(100 mg·kg1)。

连续给药 2 d，上、下午各一次。第 3 天上午给药

前禁食不禁水 12 h，给药 1 h 后，将小鼠放入

1 000 mL 的大烧杯并罩住烧杯口，用超声喷雾器

以 小风速向烧杯中通入 25%氨水，喷雾 15 s 后

关闭，观察并记录咳嗽潜伏期[2]及 2 min 内咳嗽次

数(以腹肌收缩，同时张大嘴为小鼠咳嗽 1 次)，计

算咳嗽抑制率[8]，并求出止咳活性[9]。咳嗽抑制率

=(空白组咳嗽数给药组咳嗽数)/空白组咳嗽数×

100%。止咳活性=给药组咳嗽抑制率/阳性药组咳

嗽抑制率×100%。 

2.1.2  气管黏膜上皮病理组织学检查  引咳后将

小鼠颈椎脱臼处死，仰卧位固定，暴露气管，剥

离气管周围组织，剪下部分气管标本用 10%的甲

醛溶液固定，按常规方法制作病理切片及 HE 染

色，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其气管黏膜上皮的病变，

以病变改善情况来显示大蒜油对轻微气道炎症的

治疗作用。 

2.2  祛痰实验 

2.2.1  酚红标准曲线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酚红，

加 5%碳酸氢钠溶液溶解，配成 1 mL 含 100 μg 酚

红的溶液，然后顺次稀释为每毫升含酚红 1，2，3，

4，5，6 μg，于 546 nm 处测得吸光度(A)。以酚红

剂量(C)为横坐标、吸光度(A)为纵坐标，制作标准

曲线，计算回归方程。 

2.2.2  酚红排泌实验  取昆明小鼠 50 只，随机分

为 5 组，每组 10 只，♀♂各半，即盐酸氨溴索口

服溶液处理组，溶剂对照组(玉米油处理)、大蒜油

低 剂 量 组 (25 mg·kg1) 、 大 蒜 油 中 剂 量 组

(50 mg·kg1)、大蒜油高剂量组(100 mg·kg1)。连

续给药 2 d，上、下午各一次。第 3 天上午给药前

禁食不禁水 12 h，给药 30 min 后，给小鼠腹腔注

射 0.25%酚红溶液 10 mL·kg1。1 h 后将小鼠颈椎

脱臼处死，仰卧位固定，暴露气管，剥离气管周

围组织，自甲状软骨下至气管分支前剪下一段气

管，要求每只小鼠剪下的气管等长，放入离心管

中，加入 5 mL 5%碳酸氢钠溶液，3 000 r·min1 离

心 5 min 后，取上清液，用分光光度计在 546 nm

处测量并记录吸光值。代入上述回归方程计算小

鼠酚红排泌量[10]。 

2.2.3  统计学方法  数据以 sx  表示，采用 SPSS 

17.0软件处理实验数据，并进行 t检验及方差分析。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镇咳作用 

3.1.1  引咳实验结果  与溶剂对照组比较，大蒜

油各组的小鼠咳嗽潜伏期均延长(P<0.01)，而小鼠

2 min 内咳嗽次数减少(P<0.01)，与溶剂对照组比

较具有显著差异；大蒜油的镇咳作用随剂量增加

而增加，高剂量组(100 mg·kg1)镇咳效果优于氢溴

酸右美沙芬糖浆处理组(P<0.05)。大蒜油的低、中、

高剂量组镇咳作用明显，其中中、高剂量组咳嗽

抑制率及止咳活性要比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处理

组强；且大蒜油的咳嗽抑制率及止咳活性随剂量

增加而增加，存在明显的量效关系。具体结果见

表 1 和表 2。 

表 1  大蒜油对小鼠的镇咳作用(n=10， sx  ) 

Tab.1  Antitussive effect of garlic oil on mice(n=10, sx  ) 

分 组 咳嗽潜伏期/s 咳嗽次数/次 

溶剂对照组 8.0±3.6 48.6±15.1 

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处理组 33.7±10.61) 25.2±10.01) 

大蒜油低剂量组 20.3±8.91)2) 30.6±7.51) 

大蒜油中剂量组 40.9±10.71) 21.6±7.01) 

大蒜油高剂量组 54.3±8.51)2) 14.6±7.01)3) 

注：与溶剂对照组相比，1)P<0.01；与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处理组相

比，2)P<0.01，3)P<0.05。 
Note: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1)P<0.01; compared with 
dextromethorphan hydrolbromide syrup treatment group, 2)P<0.01, 
3)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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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蒜油对小鼠咳嗽的抑制作用 

Tab. 2  Inhibitory effect of garlic oil on mice with cough 
分 组 咳嗽抑制率/% 止咳活性 

溶剂对照组   

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处理组 48.1  

大蒜油低剂量组 37.0  76.9 

大蒜油中剂量组 55.6 115.6 

大蒜油高剂量组 70.0 145.5 

3.1.2  气管黏膜上皮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  光镜

下观察，正常小鼠气管黏膜上皮的细胞组成和结

构见图 1A。溶剂对照组小鼠气管黏膜上皮脱落，

黏膜充血明显，大量炎性细胞浸润，黏膜分泌物

显著增多，见图 1B 箭头所示。大蒜油低剂量组小

鼠气管黏膜充血较溶剂对照组减弱，炎症细胞减

少，见图 1C 箭头所示。大蒜油中剂量组小鼠上述

病变显著好转，黏膜分泌物显著减少，黏膜上皮

再生，接近正常小鼠气管壁结构，见图 1D。大蒜

油高剂量组和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处理组小鼠病

变基本消失，与正常小鼠的气管壁比较基本无差

别，见图 1E 和 1F。 

 

 
图 1  各组小鼠气管黏膜上皮病理切片分析 
A正常组(400×)；B溶剂对照组(400×)；C大蒜油低剂量组(400×)；

D大蒜油中剂量组(100×)；E大蒜油高剂量组(400×); F氢溴酸右

美沙芬糖浆处理组(400×) 

Fig. 1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rachea mucosa 
epithlium in each mice group 
Anormal mice(400×); Bsolvent control group(400×); Clow dose 

group(400×); Dmiddle dose group(100×); Ehigh dose group(400×); 

Fdextromethorphan hydrolbromide syrup treatment group(400×) 

3.2  祛痰实验结果 

由酚红溶液标准曲线得回归方程为 y= 

0.119 7x+0.020 6。 

相对于溶剂对照组，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处

理组和大蒜油中、高剂量组能增加气道酚红的排

泌量(P<0.01 或 P<0.05)；同时，大蒜油各组的酚

红排泌量随剂量的增加而增加，且大蒜油高剂量

组(100 mg·kg1)增加酚红排泌的作用与盐酸氨溴

索口服溶液处理组相当。结果见表 3。 

表 3 大蒜油对小鼠的祛痰作用(n=10， sx  ) 

Tab. 3  Expectorant effect of garlic oil on mice(n=10, 

sx  ) 

分 组 酚红排泄量/µg·mL1 

溶剂对照组 0.38±0.12 

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处理组  0.68±0.111) 

大蒜油低剂量组  0.50±0.133) 

大蒜油中剂量组  0.58±0.112) 

大蒜油高剂量组  0.77±0.291) 

注：与溶剂对照组相比，1)P<0.01，2)P<0.05；与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

处理组相比，3)P<0.05。 

Note：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1)P<0.01, 2)P<0.05; compared with 

dextromethorphan hydrolbromide syrup treatment group, 3)P<0.05. 

4  讨论 

咳嗽是人体清除呼吸道内的分泌物或异物的

保护性呼吸反射动作，在一般情况下，咳嗽具有

重要的呼吸道防御功能；咳痰是呼吸道的反复感

染、异物、过热过冷的工期、刺激性气体或过敏

因素的刺激下，支气管分泌大量痰液。咳嗽、咳

痰是临床常见的症状，多种疾病(如感冒、急慢性

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炎等)均可出现，且咳嗽常

伴咳痰[11]。严重且持续的咳嗽、咳痰使病人不适，

可造成呼吸道组织和功能的损伤，并可引起全身

多种并发症。临床上的镇咳药、祛痰药的种类繁

多，作用机制也不尽相同，但多数药物具有不同

程度的各种不良反应。而中药镇咳，特别像大蒜

这种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食材，其不良反应相对

较小，而且对人体其他方面有很多益处[1]。 

本实验通过浓氨水诱发小鼠咳嗽，用大蒜油

提取物进行治疗，观察大蒜油的镇咳作用。结果

证明大蒜油对小鼠浓氨水引起的咳嗽有明显的抑

制作用，能明显延长咳嗽潜伏期，减少咳嗽次数。

大蒜油低、中、高剂量组镇咳作用显著，其中大

蒜油高剂量组(100 mg·kg1)的镇咳作用比氢溴酸

右美沙芬糖浆处理组(10 mL·kg1)强。大蒜油目前

主要用于护肝研究[12-13]。本实验参考相关文献中

大蒜油的剂量，通过预实验的结果，对剂量进行调

整，而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剂量是通过说明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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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用药剂量换算为小鼠剂量，二者具有可比性。 

轻微的气道炎症可能是咳嗽重要的发病机

制。本实验通过对引咳后小鼠气管做病理切片，

观察小鼠气管黏膜的变化。本实验结果显示，大

蒜油对小鼠气管黏膜炎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大

蒜油能减少黏膜充血及炎症细胞浸润，还能减少

气管黏膜分泌物，且与其剂量相关。大蒜作为民

间用药，被认为是天然抗菌药物，大蒜油对小鼠

气管黏膜轻微炎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可能与大蒜

油的抗细菌、抗病毒作用有关。 

本实验通过给小鼠腹腔注射酚红，利用酚红

部分从气管排泌的特点，用分光光度计测出气管

离心上清液内酚红的量。结果表明大蒜油中、高

剂量组能增加小鼠气管排泌酚红的量，与溶剂对

照组相比有统计学差异，说明大蒜油可以促进小

鼠气管的酚红排泌，增加小鼠气管痰液分泌量。

其中，大蒜油高剂量组(100 mg·kg1)的祛痰作用与

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处理组(4 mL·kg1)相当，提示

大蒜油具有明显祛痰作用。 

综上所述，大蒜油具有显著的镇咳、祛痰作

用，其稳定支气管黏膜的综合药理效应在一定的

实验条件下优于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但有关大

蒜油所含镇咳、祛痰的有效成分及作用机理尚待

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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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新塔花总黄酮对大鼠离体心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 
 

陈秋红 1，李钦 1，杨伟俊 2，赵吟 1，郑高利 1，张信岳 1*
(1.浙江省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杭州 310013；2.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药物研究所，乌鲁木齐 830004) 

 
摘要：目的  研究芳香新塔花总黄酮(Ziziphora clinopodioides flavonoids，ZCF)对大鼠离体心脏缺血再灌注(I/R)损伤的保

护作用。方法  SD 大鼠 40 只，随机分为 5 组：空白组，I/R 组，ZCF 低剂量组(12.5 mg·L1)，ZCF 中剂量组(25 mg·L1)，

ZCF 高剂量组(50 mg·L1)，采用 Langendorff 法建立离体大鼠心脏 I/R 模型。观察 I/R 期间室内压 大上升速率(+dp/dtmax)、

室内压 大下降速率(dp/dtmax)、左心室舒张压(LVEDP)、冠脉流量(CF)和心率(HR)。测定心肌组织中肌酸激酶(CK)、乳

酸脱氢酶(LDH)、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以及丙二醛(MDA)含量。结果  ZCF 高剂量组和中剂量组均可显著改善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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