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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药及其炮制品不同提取物镇痛作用的研究 
 

李珊，陈文明，欧阳荣*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剂科，长沙 410007) 

 
摘要：目的  研究乌药及其炮制品不同提取物的镇痛作用。方法  采用醋酸致痛模型和痛经模型，观察不同剂量乌药水

提物、醇提物、醚提物和不同剂量醋制乌药水提物、醇提物、醚提物对小鼠的镇痛作用。结果  醋酸致痛模型实验中，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乌药和醋制乌药水提、醇提高剂量组能明显减少小鼠扭体次数(P<0.05)；痛经模型实验中，与模型组

比较，醋制乌药水提和醇提高剂量组能明显减少小鼠扭体次数(P<0.05)。结论  乌药、醋制乌药的水提液和醇提液具有镇

痛作用，醋制乌药的镇痛作用优于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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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Analgesic Effects of Different Extract of Linderae Radix and It’s Process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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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nalgesic effects of different extract of Linderae Radix and Vinegar Lindera. 
METHODS  Used pain model induced by acetic acid and dysmenorrheal model, observed the analgesic effects of different 
doses of Linderae Radix and Vinegar Lindera aqueous extract, alcohol extract, ether extract effect on mice. RESULTS  In the 
experimental of pain model induced by acetic acid,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high dose aqueous extract, alcohol 
extract of Linderae Radix and high dose aqueous extract, alcohol extract of Vinegar Lindera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writhing times of mice. In the experimental of dysmenorrheal model,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high dose aqueous extract, 
alcohol extract of Vinegar Lindera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writhing times of mice. CONCLUSION  The aqueous extract, 
alcohol extract of Linderae Radix and Vinegar Lindera have analgesic effect, Vinegar Lindera have superior analgesic effect than 
Lin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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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药为樟科植物乌药 Lindera aggregate (Sims) 

Kosterm 的干燥块根，具有活血化瘀，理气止痛等

功效[1]。《开宝本草》载乌药可治“恶心腹痛，宿

食不消……”，临床上常与多种中药配伍，治疗寒

凝气滞所致的脘腹疼痛。乌药含有黄酮、生物碱

等成分[2]，不同产地乌药所含化学成分有所区别
[3]，现代研究表明乌药具有抗炎镇痛、抗氧化和保

肝等作用[4-6]。但是乌药镇痛的物质基础，以及乌

药镇痛的作用机制并未得到全面解答，乌药炮制

品的研究更是鲜见报道。本研究旨在研究乌药及

其炮制品不同提取物的镇痛作用，为乌药的深入

研究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与试药   

罗通定片(山西云鹏制药，批号：A131101)；

缩宫素(马鞍山丰原制药，批号：140119-1)；醋酸

(湖南师大化学试剂厂，批号：20030310)；己烯雌

酚(广州市汉普医药，批号：20140801)；95%乙醇

(天津市恒兴化学试剂，AR)；石油醚(60~90 ℃，

AR，天津市富宇精细化工)；乌药购自湖南，经湖

南中医药大学中药教授周新蓓鉴定为樟科植物乌

药[Lindera aggregate (Sims) Kosterm]的干燥块根。 

1.2  仪器   

UV-1800 紫外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AY-120

电子分析天平(日本岛津)；TG16-WS 台式高速离

心机(湖南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公司)。 

1.3  动物 

醋酸致痛模型小鼠，ICR 小鼠 140 只，SPF 级，

♀♂各半，18~22 g，合格证号：43004700010150；

痛经模型小鼠，ICR 小鼠 150 只，SPF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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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 g，合格证号：43004700009941；均购自湖

南斯莱克景达实验动物有限公司，实验动物生产

许可证号：SCXK(湘)2013-0004。 

1.4  药材提取 

1.4.1  水提物  取乌药(或醋制乌药)粉末 52 g，加

10 倍量水，水浴加热回流 2 h，过滤，滤液浓缩至

100 mL，得乌药(或醋制乌药)水提液 0.52 g·mL1。 

1.4.2  醇提物  取乌药(或醋制乌药)粉末 52 g，加

10 倍量 95%乙醇，水浴加热回流 2 h，过滤，滤液

置水浴锅蒸干，浸膏用水定容至 100 mL，得乌药

(或醋制乌药)醇提液 0.52 g·mL1。 

1.4.3  醚提物  取乌药(或醋制乌药)粉末 52 g，加

10 倍量石油醚(60~90 ℃)，按“1.4.2”项下方法自

“水浴加热”起制备得乌药(或醋制乌药)醚提液

0.52 g·mL1。 

1.5  分组给药[7] 

1.5.1  小鼠醋酸致痛模型实验[8]  取 ICR 小鼠 140

只，♀♂各半，随机分为 14 组，每组 10 只。分为

正常对照组，罗痛定组，乌药水提、醇提、醚提

高剂量和低剂量组，醋制乌药水提、醇提、醚提

高剂量和低剂量组。 

除正常对照组按 0.2 mL·(10 g)1 体质量给予

生理盐水外，其他各高剂量组分别按 2.6 g·kg1、

各低剂量组分别按 1.3 g·kg1，灌胃给予相应药液，

每天 1 次，连续灌服 3 d。末次给药 1 h 后，分别

腹腔注射 0.6%冰醋酸 0.2 mL·(20 g)1，记录 15 min

内各动物的扭体次数。 

1.5.2  小鼠痛经模型实验[9-10]  取 ICR 小鼠 150

只，随机分为 15 组，每组 10 只。分为正常对照

组，模型组，罗痛定组，乌药水提、醇提、醚提

高剂量和低剂量组，醋制乌药水提、醇提、醚提

高剂量和低剂量组。 

除正常对照组外，其他各组用己烯雌酚

1.5 mg·kg1，灌胃给药造模，每天 1 次，连续 12 d。

于第 10 天开始，连续 3 d，各高剂量组分别按

2.6 g·kg1、各低剂量组分别按 1.3 g·kg1，灌胃给

予相应药液，每天 1 次，正常对照组和模型组按

0.2 mL·(10 g)1体质量灌服生理盐水。末次给药 1 h

后，每只小鼠按体质量 20 U·kg1 腹腔注射缩宫素

致痛。观察记录 30 min 内每只小鼠扭体次数。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6.0 进行统计学处理，数据用

sx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

采用 LSD-t 检验，以 P<0.05 及 P<0.01 表示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乌药及醋制乌药不同提取物对醋酸致痛模型

小鼠的镇痛作用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罗痛定组小鼠扭体次数

明显减少(P<0.01)，醋制乌药及乌药水提、醇提高

剂量组小鼠扭体次数均明显减少(P<0.05)，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其他各给药组扭体次数有所减少，

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显示，乌药和醋

制乌药具有一定的镇痛作用，水提组和醇提组作

用显著，结果见表 1。 

表 1  乌药及醋制乌药不同提取物对醋酸致痛小鼠扭体次

数的的影响(n=10, sx  ) 

Tab. 1  Effects of writhing times on pain model mice 
induced by acetic acid from different extract of Linderae 
Radix and Vinegar Lindera(n=10, sx  ) 

组 别 剂量/g·kg1 扭体次数 

正常对照组  19.4±6.2 

罗通定组 0.031 2 6.8±6.52) 

醋制乌药水提高剂量组 2.6 12.5±7.61) 

醋制乌药水提低剂量组 1.3 14.9±6.9 

醋制乌药醇提高剂量组 2.6 12.5±6.31) 

醋制乌药醇提低剂量组 1.3 13.4±8.9 

醋制乌药醚提高剂量组 2.6 14.0±6.0 

醋制乌药醚提低剂量组 1.3 14.3±11.4 

乌药水提高剂量组 2.6 13.1±6.51) 

乌药水提低剂量组 1.3 14.5±5.8 

乌药醇提高剂量组 2.6 13.2±5.31) 

乌药醇提低剂量组 1.3 14.7±8.4 

乌药醚提高剂量组 2.6 13.9±7.9 

乌药醚提低剂量组 1.3 14.3±6.0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1)P<0.05，2)P<0.01。   

Note: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1)P<0.05, 2)P<0.01. 

2.2  乌药及醋制乌药不同提取物对痛经模型小鼠

的镇痛作用 

与模型组相比，正常对照组和罗痛定组小鼠

扭体次数明显减少(P<0.01)，醋制乌药水提、醇提

高剂量组小鼠扭体次数也明显减少(P<0.05)，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他各给药组扭体次数有所

减少，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显示，乌

药具有一定的镇痛作用，并且醋制乌药水提组和

醇提组作用显著，结果见表 2。 

3  讨论 

3.1  镇痛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乌药、醋制乌药的水提和醇

提高剂量组能明显减少醋酸致痛模型小鼠的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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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乌药及醋制乌药不同提取物对痛经模型小鼠扭体次

数的影响(n=10, sx  ) 

Tab. 2  Effects of writhing times on dysmenorrheal model 
mice from different extract of Linderae Radix and Vinegar 
Lindera(n=10, sx  ) 

组 别 剂量/g·kg1 扭体次数 

模型组  33.6±10.8 

正常对照组  18.5±6.92) 

罗通定组 0.031 2 12.3±4.82) 

醋制乌药水提高剂量组 2.6 23.1±9.81) 

醋制乌药水提低剂量组 1.3 27.0±9.0 

醋制乌药醇提高剂量组 2.6 22.9±8.01) 

醋制乌药醇提低剂量组 1.3 27.4±11.2 

醋制乌药醚提高剂量组 2.6 26.3±8.2 

醋制乌药醚提低剂量组 1.3 27.1±12.5 

乌药水提高剂量组 2.6 25.6±8.3 

乌药水提低剂量组 1.3 27.9±9.2 

乌药醇提高剂量组 2.6 23.8±10.8 

乌药醇提低剂量组 1.3 27.4±8.3 

乌药醚提高剂量组 2.6 25.6±7.6 

乌药醚提低剂量组 1.3 28.9±9.0 

注：与模型组比较，1)P<0.05，2)P<0.01。   

Note: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1)P<0.05, 2)P<0.01. 

次数，说明乌药、醋制乌药都具有镇痛作用。其

中醋制乌药水提、醇提高剂量组能明显减少痛经

模型小鼠的扭体次数，而乌药提取液未能明显减

少痛经模型小鼠的扭体次数，说明乌药醋制后镇

痛作用增强，乌药与其炮制品存在镇痛差异，推

测导致差异的原因如下：①醋酸致痛模型和痛经

模型的疼痛机制不同，一个是醋酸刺激腹腔引起

疼痛，一个是缩宫素诱发痛经引起疼痛，2 个模型

疼痛方式和触发方式都不相同，可能导致镇痛差

异的产生；②乌药给药浓度偏低，可能导致痛经

模型中乌药未表现出明显的镇痛作用，本研究实

验设计了高、低两个剂量，显著减少疼痛小鼠扭

体次数的都是高剂量组，说明镇痛作用呈剂量相

关，浓度过低会影响镇痛效果的表达，导致差异

的产生。③乌药炮制后其镇痛活性物质浓度增加，

或炮制使乌药生成了镇痛活性更强的新物质，因

此有了更强的镇痛活性，导致差异的产生。 

3.2  3 种提取物的镇痛差异 

本研究中乌药提取选用水、95%乙醇和石油醚

3 种溶剂，实验中乌药水提物和醇提物能显著减少

疼痛小鼠扭体次数，而醚提物不能，水提物和醇

提物具有相似的镇痛效果，而醚提物与水提物、

醚提物存在镇痛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推测可能

是乌药镇痛活性物质易溶于水和醇，却不易溶于

醚。根据文献报道[11-12]，乌药含有糖类、氨基酸、

生物碱、黄酮、蒽醌、醛、酯、甾体等化学成分，

其中易溶于水的主要有糖类、氨基酸，易溶于醇

的有生物碱、黄酮、蒽醌、醛、酯、甾体等。自

然界黄酮多以苷类形式存在，生物碱也容易成盐，

而黄酮苷和生物碱的盐都易溶于水，黄酮类和生物

碱类具备易溶于水和醇而不易溶于醚的条件，推测

黄酮或生物碱类可能是乌药镇痛活性物质所在。 

3.3  醋制乌药的炮制 

取乌药饮片 500 g，加入用 100 mL 蒸馏水稀

释的 100 g 食醋搅拌，闷润 90 min，待醋液被吸尽

后，置锅内用文火加热拌炒至微干，表面微焦，

放凉，即得醋制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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