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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胆汁炙前后对热证模型大鼠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和体温的影响 
 

王静，陈悦，袁子民*
(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 大连 116600) 

 
摘要：目的  观察黄连经猪胆汁炮制前后对热证模型大鼠血清中甲状腺激素水平及体温变化的影响。方法  采用口服附

子、干姜、肉桂水煎液与皮下注射外源性致热因子(干酵母混悬液)，复制热证模型大鼠。灌胃给予黄连、猪胆汁和胆黄连

药液，测定大鼠血清中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FT3)、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逆-三碘甲腺原氨酸(rT3)及大鼠体温。结果  与

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体温显著性增高(P<0.001)，血清 FT3、FT4、rT3 含量均显著性降低(P<0.01)；与模型组大

鼠比较，3 h 的猪胆汁组和胆黄连组体温显著性降低(P<0.01)，黄连、胆黄连可显著升高 FT3 含量(P<0.05)，猪胆汁可显

著性降低 FT4 含量(P<0.05)，rT3 无显著性变化。结论  猪胆汁和胆黄连在 3 h 内可拮抗大鼠体温的升高，黄连和胆黄连

可拮抗热证大鼠血清中 FT3 含量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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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n Serum Thyroid Hormone and Body Temperature Before and after Coptidis Rhizoma 
Processed with the Pig’s Bile on the Febrile Rats  

   
WANG Jing, CHEN Yue, YUAN Zimin*(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alian 1166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erum thyroid hormone and body temperature before and after Coptidis 
Rhizoma processed with the pig’s bile on the febrile rats. METHODS  A febrile type model was established with Aconitum 
carmichaeli Debx., Zingiber officinale Rosc. and Cinnamomum cassia Presl. decoction in rats, and then were given an injection 
of dry yeast subcutaneously to produce and release pyrogen, and the body temperature of adjusting point was raised up, so the 
febrile model was established successfully. The febrile model rats were administrated with Coptidis Rhizoma, pig’s bile and the 
bile processed Coptidis Rhizoma, respectively. Recording the body temperature of every rat, blood sample were drawn for 
detection of serum FT3, FT4 and rT3.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 the model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body temperature(P<0.001), but lower levels of serum FT3, FT4 and rT3(P<0.01).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he 
body temperature after 3 h decreased significantly(P<0.01) in the pig’s bile group and the bile processed Coptidis Rhizoma group. 
Coptidis Rhizoma and the bile processed Coptidis Rhizoma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evel of FT3(P<0.05), the pig’s bile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level of FT4(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on rT3. CONCLUSION  The pig’s 
bile and the bile processed Coptidis Rhizoma can antagonize the increase of the body temperature of rats. Coptidis Rhizoma and 
the bile processed Coptidis Rhizoma can improve metabolism in febrile rats by antagonizing the decrease of FT3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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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味苦、性寒，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

之功效。历代本草对黄连加工炮制方法的记载颇

多，其中，经猪胆汁炮制后的胆黄连，药性改变，

寒性增强，是中药炮制理论中“寒者益寒”的经

典实例。本实验采用附子、干姜、肉桂的水煎液

与外源性致热因子(干酵母混悬液)相结合，复制热

证大鼠模型[1-2]。通过给予黄连、猪胆汁、胆黄连

寒性药进行治疗，观察黄连经猪胆汁炮制前后对

热证模型大鼠体温、血清中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

(FT3)、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和逆-三碘甲腺原

氨酸(rT3)的影响，为研究胆黄连的炮制及作用机

制提供依据。 

1  材料 

1.1  仪器   

MC-3B 电脑数字式体温计(欧姆龙大连有限

公司)；HC-2062 高速离心机(安徽中科中佳科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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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有限公司)；分离胶管(分离胶+促凝剂，江苏康

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2  试剂与药品   

黄连、附子、干姜、肉桂均购自大连权健中

药饮片有限公司，经辽宁中医药大学鉴定教研室

李峰教授鉴定黄连为毛茛科植物黄连 Coptis 

chinensis Franch.的干燥根茎；附子为毛茛科植物

乌头 Aconitum carmichaelii 的子根；干姜为姜科多

年生草本植物姜 Zingiber officinale Rosc.的干燥

根茎；肉桂为樟科植物肉桂 Cinnamomum cassia 

Presl 的干燥树皮。干酵母(安琪酵母有限公司，批

号：20140302)；猪胆汁购于大连猪肉市场。 

1.3  动物 

SPF 级 Wistar 大鼠，♀，体质量(200±20)g，

由辽宁长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合格证号：

SCXK(辽)2010-0001。大鼠适应性喂养自由饮水，

室温(23±2)℃下放置 1 周，预养期间测定大鼠肛

温，2 次测定时间间隔 30 min，剔除体温波动大于

0.5 ℃者。 

2  方法  

2.1  造模药物及中药水煎液的制备 

2.1.1  造热证模型药物的制备  将附子、干姜、

肉桂按 1∶1∶1 的比例合煎，浓缩成 1 g·mL1。 

2.1.2  黄连水煎液的制备  取黄连饮片，加水闷

润 1 h(每 100 g 黄连片，加水 40 mL)，95 ℃下翻

炒 19 min 后，取适量称重，加 10 倍量水浸泡 0.5 h，

煎煮 1 h，绢布滤过，药渣再加 8 倍量水煎煮 1 h，

滤过，合并 2 次滤液，浓缩成 0.1 g·mL1(相当于

黄连生药量)。 

2.1.3  胆黄连水煎液的制备  取黄连饮片，加猪

胆汁水溶液(猪胆汁∶水=6 g∶40 mL)拌匀，闷润

1 h(每 100 g 黄连片，加胆汁水溶液 40 mL)，95 ℃

下翻炒 19 min，即得胆黄连炮制饮片。同上述黄

连水煎液提取法制成 0.1 g·mL1(相当于黄连生药

量)的胆黄连水煎液。 

2.1.4  猪胆汁液  取鲜猪胆汁适量，加水混合均

匀，制成 0.006 g·mL1 猪胆汁溶液。 

2.2  分组与造模   

50 只 Wistar 大鼠适应性饲养 3 d 后，随机分

为空白对照组、模型组、黄连组、猪胆汁组、胆

黄连组 5 组，每组 10 只。 

每日早 8∶00，空白对照组每鼠每日灌胃 4 mL

生理盐水，其余各组大鼠每只每日灌胃 4 mL 造热

证模型药物，持续造模 15 d。造模第 16 天开始，

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他组每日上午 8∶00 灌胃造

热证模型药物，每日 16∶00，黄连组、猪胆汁组、

胆黄连组分别灌以黄连水煎液 4 mL、猪胆汁液

4 mL、胆黄连水煎液 4 mL，空白对照组和模型组

分别给予等量生理盐水，中药预防治疗连续 15 d。 

2.3  体温测定   

实验第 31 天，模型组、黄连组、猪胆汁组、胆

黄连组皮下注射 20%干酵母混悬液[2 mL·(200 g)1]，

记录每组大鼠在 0，3，6，9 h 的体温变化。并于

第 31 天晚上禁水禁食。 

2.4  标本采集及测定  

于实验第 32 天，模型组、黄连组、猪胆汁组、

胆黄连组上午 8∶00 皮下注射 20%干酵母混悬液

[2 mL·(200 g)1]，30 min 后，黄连组、猪胆汁组、

胆黄连组分别灌以黄连水煎液 4 mL、猪胆汁溶液

4 mL、胆黄连水煎液 4 mL，于 11∶00 颈动脉取

血，室温放置，2 500 r·min1 离心 15 min，取血清，

20 ℃保存。血清中 FT3、FT4 和 rT3 含量由沈阳

金域医学检验所测定。 

2.5  数据处理   

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数据以 sx  表示，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体温测定结果   

模型组与空白对照组大鼠相比，体温显著性

增高(P<0.001)；与模型组比较，在 3 h 内黄连组、

胆汁组和胆黄连组体温显著性降低，其中胆黄连

组体温降低 显著(P<0.001)。结果见表 1。 

表 1  黄连胆汁炙前后对热证模型大鼠体温的影响(n=10, 

sx  ) 

Tab. 1  Influence on bodies’ temperature of the febrile rats 
before and after Coptidis Rhizoma processed with the pig’s 
bile(n=10, sx  )  

组别 
剂量/

g·kg1

体温/℃ 

0 h 3 h 6 h 9 h 

空白对照组 — 37.90±0.62 37.91±0.62 37.92±0.77 37.89±0.55

模型组 — 38.20±0.45 39.48±0.641) 39.90±0.581) 39.35±0.351)

黄连组 2 37.92±0.88 38.96±0.372) 39.84±0.541) 39.36±0.65

猪胆汁组 0.12 38.49±0.79 38.47±0.573) 40.26±0.301) 39.78±0.43

胆黄连组 2 38.09±0.48 38.29±0.624) 39.42±1.081) 39.10±0.51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1)P<0.001；与模型组比较，2)P<0.05，3)P<0.01，
4)P<0.001。  

Note: Compared with normal group, 1)P<0.001;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2)P<0.05, 3)P<0.01, 4)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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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血清生化指标改变   

模型组大鼠血清 FT3、FT4 和 rT3 与空白对照

组相比显著降低(P<0.01)，黄连组和胆黄连组大鼠

血清 FT3 与模型组比明显增高(P<0.05)，猪胆汁组

大鼠血清 FT4 与模型组相比明显降低(P<0.05)，

rT3 没有显著性变化，结果见表 2。 

表 2  各组大鼠血清 FT3、FT4 和 rT3 测定结果(n=10, 

sx  ) 

Tab. 2  Results of FT3, FT4 and rT3 of the rats’ serum in all 
the groups(n=10, sx  ) 

组别 FT3/pg·mL1 FT4/ng·dL1 rT3/pg·mL1 

空白对照组 3.53±1.00 2.03±0.45 0.16±0.05 

模型组 1.92±0.132) 1.14±0.222) 0.10±0.022) 

黄连组 2.40±0.392)3) 0.98±0.172) 0.12±0.031) 

猪胆汁组 2.01±0.572) 0.86±0.222)3) 0.11±0.032) 

胆黄连组 2.66±0.952)3) 0.90±0.292) 0.12±0.07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1)P<0.05，2)P<0.01；与模型组比较，3)P<0.05。 

Note: Compared with normal group, 1)P<0.05, 2)P<0.01;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3)P<0.05. 

4  讨论 

根据中医临床“物极必反”原则，选用温理

药造模，借鉴酵母制热原理的造模方法，造成热

证模型，使模型组大鼠体温、血清中 FT3、FT4

和 rT3 均与空白对照组产生显著性差异(P<0.01， 

P<0.05)。黄连味苦性寒，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

毒的作用，成分主要含有季胺型生物碱[3]，猪胆汁

具有清热、润燥、解毒的功效[4]，主要含有胆汁酸

及胆酸盐类化学成分，故用猪胆汁炮制黄连，不

但起协同作用增加黄连的寒性，也同样增加生物

碱在小肠内的吸收，增强解热疗效。 

由结果可知，猪胆汁和胆黄连解热效果 好，

黄连在 3 h 时解热效果较好，可以看出猪胆汁不单

单是只起到辅助作用的辅料，还具有一定的药效

协同作用，可以更深入地影响主药的性味[5]。但可

能由于黄连主要含有的小檗碱极性较大，在肠道

的吸收较差，所以只是在 3 h 内体现了显著的解热

效果。在生化指标方面，模型组均呈现甲状腺功

能减弱，黄连与胆黄连的治疗可以促使其恢复正

常水平，这与有关文献报道实热证早期时是交感

神经和垂体-肾上腺系统机能增强，随后垂体-甲状

腺系统机能也随之提高[6]，会呈现甲状腺功能亢进

相违背，其原因可能是实热证的研究进展还只是

处于发展阶段，对于实热证的造模方法及检测指

标还未有相对统一的标准，每个报道的结果只能

说明单一方面的问题，对于实热证的确切发热机

制及多种指标的内在联系也还未明确，所以对于

实热证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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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3Kα抑制剂BYL719 抑制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及血管生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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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 PI3Kα 抑制剂 BYL719 对人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HUVEC)增殖

与血管生成的影响。方法  采用 MTT 法测定 BYL719 对 HUVEC 活力的抑制作用；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BYL719 对其细胞

周期的影响；体外小管形成实验观察 BYL719 对血管生成的影响；Western blot 检测 Akt、p-Akt、cyclinD1 和 CDK4 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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