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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报道青篙不 同提取物的解热
,

耐高温
,

抗炎
,

镇痛及抑菌作用实验结果
。

动物实验证 明
,

青篙酸为抑菌有效成分之一
,

食若亭为抗炎成分之一
。

关键词 青篙 解热 耐高温 杭炎 镇痛

青篙为常用中药
,

药性苦寒
,

具有清热
、

解暑
、

除骨蒸的功效
。

用于温病
,

暑热
,

骨蒸

劳热
,

疟疾
,

痢疾
,

黄疽及疥疮痛痒等证
。

我

们对中药青篙清热解暑功效有关 的药理作用进

行了初步研究
。

本文药理实验证明
,

青篙水提

物及溶媒提取物有非常明显的解热
、

耐高温
、

抗炎作用
,

和一定的镇痛
、

抑菌作用
。

其中青

篙酸为抑菌有效成分之一
,

蓑著亭为抗炎有效

成分之一
。

从实验药理学角度为中医临床用青

篙作为清热解暑药的传统用药经验
,

提供了实

验依据
。

10 株来 自北京中 日
、

友谊等几个医院
。

各菌株均

由本实验室在胰酶消化大豆膝琼脂 T( s A ) 斜面

上传代保存
。

用于乙型键球菌及肺炎球菌的培

养基为补充以 5% 兔血的 T s A
。

试验所用 T s A 为

英国O X O I D公司产品
。

T S A 平 板 是 以 T S A为

基础
。

补充以 5%脱纤维兔血制成
。

动物 昆明种小鼠
,

体 重 17 一 2 69
,

每 次

实验体重相差在馆之内
。

除镇痛实验热板法用

雌性外
,

其它实验雌雄兼用
。

大白 鼠 体重 为
1 60 ~ 2 3 0 9, 每批实验体重相差不超过 6 09 ,

均

用雄性
。

材 料

药物 青篙 A : r e 。 ` s i a a o n 。 。 L
.

(本 所

屠吻吻鉴定 ) 主要采自北京市区
,

部分药品购

自北京药材公司
,

北城批发部
。

实验所用样品

由本所化学室提供
。

青篙水提物药效 实 验 为

3 00 %的水溶液 ( 1 0 1相当于生药 3 9 )
,

急性毒

性实验用 5 0 0%的流浸膏
。

乙酸乙醋提取物 为 青

篙水提物的乙酸乙酷提取部分
,

正丁醇提取物

为继乙酸乙醋后之正丁醇提取部分
,

残水部分

为溶剂提取后的水溶液
,

分别配成所需浓度备

用
。

提 自青篙的蓖若亭 (s
c o P o l e t ni ), 用吐温

一 80 助溶配成混悬液
,
临用前配制

。

抑菌试 验

所用供试样品为青篙生药乙醚提取物及乙醇提

取物
。

青篙酸按比例配成乳剂
。

试验菌样及培养基 金黄色萄葡球菌
,

大

肠杆菌及乙型溶血性键球菌各即株
,
均为北京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分离物
。

肺炎球菌

一
4 4 ,

方法与结果

一
、

解热实验

1
.

对正常大鼠体温的影响

取大鼠测肛温两次
,

求平均值为正常药前体温
。

灌 胃给 药 2 夫
,

上 下午各一次
。

分别于末次

给药后 l , 2 ,

及 3小时各测肛温一次
。

以给药前后

差值表示
。

表 1结果表 明
,

青篙水提物 ( 1 / 6 L D S 。 ,

27
.

0 9 / k g组 )对正常大鼠体温有明显降温作用
。

2
.

对大 鼠鲜酵母人工发热的影响

( 1) 不同部分的解热作用 于注射鲜酵母

前测量每只大鼠的肛温 2 次 (两次间隔 1小时 )
,

取平均值为正常 肛温
。

用无菌生理盐水 配 成

15 %鲜酵母混悬掖
。

分别注射于大鼠颈背部皮

下
, 2

.

om l/ l o o g体重
。

于注射酵母后第 5小时开

始灌胃给药
,
侧量给 药 后 1 , 2 , 3及 4小时的肛

温变化
。

以正常肛温和给药后不同时间的肛温

差值表示
。

表 2结果表明
,

市售青篙 (花前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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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青篙水提物对大鼠正常体温的影响 C

给药后不同时间 (劝体温变化

药 物
剂 量

(g /k gx a )

正常体温

对照 (蒸馏水 )

青篙水提物 2 7
.

0X 4

5 4
.

0火 4

8 3
.

8士 0
.

4 1

8 3
.

9 士 0
.

4 7

8 3
.

7士 0
.

4 4

12 3

一 0
.

4士 1
.

42一 0
.

3士 1
.

3 3一 0
.

6 士 1
.

5 5

一 1
.

2士 2
.

2 12 )一 1
.

0土 1
.

5 32 )一 0
.

9 士 1
.

6 1

一 0
.

6 土 2
.

6 0一 0
.

4士 1
.

2 4一 0
.

4土 1
.

99

注
:

① , 士 s n ② n = 2 0 ③与对照组比较
王》 P < 0

.

0 5 2 )P < 0
.

0 1 ” ) P < 0
.

0 0 1 (下同 )

乙酸乙醋提取物及正丁 醇提取物均有明 显 退

热作用
。

(2 ) 不同批生药的解热作用 取大鼠于注

射酵母后第 5小时 口
`

服灌 胃 给药 (方法同上 )
,

分别测量给药后 1 , 2 , 3及 4 小时的肛温
。

表

3结果表 明
,

第一批青篙水提物 (花前期 ) 的解

热作用明显优于第二批青 篙 水提物 (花蕾期 )
,

二者 l / 3 L D 。 。

等毒剂量相互 比 较 (t 测验 ) 在给

药后 3 和 4小时有明显差异 (t 值分 别为 2
.

巧和

2
.

2 9 , P < 0
.

0 5 )
。

表 2 市售青篙提取物对鲜酵母人工致热大鼠体温的影响 C

剂 量

( g八名 )

给药后不同时间 (动体温变化

药 物 正常体温
致 热 后
第 5小时
体 温

一

一
一~ 一一一~~ ~ ~ ~ 一~ 一一~ ~ -一~ ~ ~ ~一 -一 - -一- 一~ 目

一
一

一
-
- 一

, 甲

一- -
,

一 一 -

一
~ -

-
一 - ~

一
-

.

一
.

-
~

一对照 (蒸馏水 )

乙酸乙醋提取物

正丁醇提取物

2
.

0

4
.

0

3 7
.

1 土 0
.

7 0

3 7
.

2 土 0
.

6 0

3 7
.

3 士 0
.

2 2

38
.

9 土 0
.

5 1

3 9
.

2 + 0
.

6 0

3 9
.

2 士 0
。

6 6

十 0 6 士 0
.

8 9

一 0
.

8 士 工
.

3 6 2 )

一 0
.

2 士 0
.

8 9 门

+ 0
.

2 士 0
.

4 4

一 0
.

4 士 0
.

7 3 1 )

一 0
.

2 土 0
.

6 6

一 0
.

5 士 0
.

4 4

一 0
.

7 士 0
.

8 2

一 0 5 土 0
.

7 0

一 0
.

9 士 0
.

5 4

一 1
.

4 土 0
,

51

一 0
.

9 士 0
.

85

表 3

剂量

( g / k 吕)

不同批市售青篙的水提物对鲜酵母人工致热大鼠的解热作用比较 C

鼠
数
(只 )

致 炎 后
正常体温 第 5 小时

体 温

给药后不同时间 ( h )体温变化

样 品

对照 (蒸馏水 )

第一批样品 (花前期 )

第二批样品 (花蕾期 )

3 7
.

9土 0
.

2 6

3 7
.

6 土 0
.

3 7

3 8
.

0 士 0
.

4 0

3 8
.

0 土 0
.

2 2

3 8
.

0 土 0
.

5 8

3 7
.

6 土 0
.

3 4

3 8
.

2 士 0
.

2 7

3 9
.

0 士 0
.

2 4

3 9
.

4土 0 63

3 9
.

5 士 0
.

6 1

3 9
.

2 土 0
.

2 9

3 9
.

0 士 0
.

7 4

3 9
.

0 士 0
.

5 3

3 9
.

3 士 0
.

3 2

十 0
.

2 士 0
.

1 9

一 0 5 土 0
.

4 2 3 )

一 1
。

3 士 1
.

2 2 2 )

一 1
.

9 土 1
.

0 7 2 )

一 0
.

1 5 士 0
.

6 1

一 0
.

5 土 0
.

9 5 1 )

一 0
.

9 士 0 8 6 2 )

十 0
.

0 士 0
.

4 2

一 1
.

1 土 0 7 7 2 )

一 1
.

1 土 0
.

6 9 2 )

一 1
.

2 土 1
.

0 5
2 )

一 0
.

2 土 0
.

9 0

一 0
.

5 士 0
.

4 8

一 0
.

6 土 0
.

7 6

一 0
.

1 土 0
.

3 7 一 0
.

1 土 0
.

2 6

一 0
.

7 士 0
.

7 1 一 0
.

5土 1
`

38

一 1
.

2 士 0
.

8 5 2 ) 一 1
.

0 士 0
.

9 5 1 )

一 0
.

8 土 0 4 2
2 ) 一 0

.

4 士 0
.

3 4

一 0
.

4 士 0
.

2 6 一 0
.

3 士 0
.

7 8

一 0
.

1 士 0
.

9 3 一 0
.

14 土 0
. 二

8

一 0
.

6 士 0
.

7 6 一 0
.

4 士 1
.

0 0

印寸一了序J5tl俘t八0

八no山八5山介左,
.

.̀.

…
OOU曰ùHùnnùn1二n舀一勺山几J任八匕

(3 ) 不同药用部位的解热作用 实验用北

京市售青篙 (花前期 )
,

分别 将生药叶
、

茎选

出
,

制备所需浓度水提物样品
,

用 l/’ 3 L D 5 。

剂

量给大鼠一次灌胃给药后 l 小时
,

按上述方法

进行实验
。

表 4结果表明
,

青篙叶与茎对鲜酵母

人工致热的大鼠
,

均有明显的退热作用
。

其作

用时间和作用强度相近似
。

二
、

耐高温实验

表 4 市售青篙不同药用部位解热作用比较 C

剂量 鼠数
正常体温

( g八 g ) (只 )

致 热 后
第 5 小时
体 温

给药后不同时间伍 )体温变化
药用部位

对照 (蒸馏水 )

叶水提物

茎水提物

3 9
.

2

3 9
.

2

1 0

9

9

3 7
.

1 士 0
.

7 0

3 7
.

2 土 0
.

2 7

3 7
.

2 土 0
.

3 3

3 8
.

9士 0
.

5 1

3 9
.

4 土 0
二

3 9

3 9
.

3 士 0
.

2 4

十 0
.

6 士 0
.

8 9

一 0
.

4 土 0
.

6 9
2〕

一 0
.

2 土 0
,

51 2 )

+ 0
.

2 士 0
.

4 4

一 0
.

7 士 0
.

了8 工)

一 0
.

3 士 0
.

5 4 1 )

一 0
,

5 士 0
.

4 4

一 1
.

1 士 0
.

54 1 )

一 0
.

6 士 0
.

6 9

一 0
.

9 士 0
.

5 4

一 1
.

4 土 0
.

7 2

一 0
.

9 土 0
.

5 7

分别测量药前正常腋下皮肤温度两次
,

求

平均值为前对照
。

口服灌胃给药 4次 (3 天内 )
。

末次给药后 1小时
,

入温箱前测量烤前 体 温
。

将小鼠放串笼 内 (每小格一只鼠 )
,

分批放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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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弓士。
.

5℃ )内烤 20分钟后
,

立即取出测量各 外
,

其它。部分
一

(全草水提物
,

正丁醇提取物
,

鼠的皮肤温度
。

分别计算烤后与烤前
,

烤后与 乙酸乙醋提取物 ) 烤后写药箭皮肤温度差值两

药前皮肤温度差值
,

并进行 t测验
。

表 5结果表 非常显奢
。

说明有耐高摄的作用 (给全章水提

明
,

全草水提物
,

正丁醇提取物烤后与烤前皮 物和提取物的小鼠烤后皮肤温度明显低于对照

肤温度差值非常显著
。

除残水部分无明显作用 组的小鼠 )
。

表 5 青篙提取物对高温环境小鼠体温的影响
`

C

(名/ k g x d ) (只 ) 烤前体温 烤后与药前差值

88

OóO口

对照 (蒸馏水 )

全草水提物

正丁醇提取物

乙酸乙醋提取物

残水部分

1 0 0
。

0 X 4

2
.

0 X 4

1
。

0 X 4

10 0
.

0 X 4

3 5
.

6士 1
.

92

3 5
.

8土 0
,

34

3 5
.

8 士 0
.

3 4

3 6
.

1士 0
.

2 3

3 5
.

6 土 0
.

2 3

烤20 m ni 后体温 烤后与烤前差值

4 1
。

6 土 0
.

8 8 5
.

9 士0
.

7 6

3 9
.

5 士 0
.

6 8 3 习士 王
.

2 2 2 )

3 8
.

8 士0
.

90 2
.

8 土 2
.

3 33 )

4 0
.

3 士 0
.

82 5
.

5 士 0
.

7 9

4 1
。

7 士 0
_

5 4 6
.

2 土 0
.

7 6

6
.

0 士 0
.

68

3
,
7 土 0

,

8万
3 )

3
.

0土 1
.

2 2 3 )

4
.

1土 0
.

7 6 3)

6
.

眨士口
,

7 1

三
、

抗炎实验

1
.

对大鼠
、

小鼠酵母 性足肿胀的影响

取大鼠或小鼠随机分组
,

分批给药
,

末次

灌胃给药后 1小时
,

分别于大鼠或小鼠右 跺 关

节皮下注射 10 % 的药用酵母 粉 上 清 液 0
.

1 或

。
.

s m l , 用 7 1 5 0足容积测定仪
,

测量致炎前和致

炎后 1 , 2, 3, 4及石小时足拓及踩关节的容积差为

关节肿胀程度的指标
。

实验结果进 行 t测 验
。

表 6结果表明
,

青篙水提物对大鼠酵母性 关 节

炎有非常明显的抗炎作用
。

表 7结果表 明
,

莫

著亭有非常明显的抗炎作用
。

说明它是青篙抗

炎有效成分之一
。

表 6 青篙水提物对大鼠酵母性足肿胀的影响 m l

药 物
剂 量

( g / k g x d )

鼠数

(只 )

注射致炎物后不同时间 ( h )足肿胀程度

1 2 3 4 5

对照 (蒸馏水 )

青篙水提物 30
.

0 X 4

6 0
。

0 X 4

0
.

86土 0 2 4

0
.

3 8士 0
.

15
2 )

0
.

6 1土 0
.

1 5
1 )

0
.

7 1士 0
。

2 4

0
.

3 6士 0
.

2 0 1 )

0
。

6 9士 0
.

1 2

0
.

5 4士 0
.

2 1

0
.

2 1 士 0
.

1 5 1 )

0
.

4 8士 0
.

0 7

0
.

3 7士 0
.

1 9

0
.

2 6士 0
.

2 2

0
.

3 3土 0
,

l p

0
.

3 4土 0
。

2 4

0
.

2 1士 0
.

1 2

0
。

2 9土 0
.

0 7

厅矛丹O

表 7 青篙抗炎成分食若亭对小鼠酵母性足肿胀的影响 m l

剂 量 鼠数 注射 致炎物后不同时间 ( h )足肿胀程度
药 物

一
_ _ _ _ _

—
( m g / k g ) (只 ) 1 2 3 4 5

0000

对照 (燕馏水 )

莫若亭 1 2 0
。

0

6 0
。

0

3 0
.

0

0
.

0 4 士 0
.

0 4

0
.

0 3 士 0
.

0 4

0
.

0 4士 0
.

0 4

0
.

0 3士 0
.

0 4

0
.

0 3士 0
.

0 4

0
.

0 1土 0
.

0 4 2 )

0
.

02 士 0
。

0 4

0
.

01 生 0
.

0 0 2 )

0
.

04 士 0
.

0 4

0
.

0 2 士 0
,

0 0 2 )

0
.

0 2 士 0
,

04 2 )

0
.

0 1士 0
.

0 43 )

0
.

0 2 士 0
.

0 0
J

0
.

0 2 士 0
.

0 4

0
.

02 土 0
.

Q4

0
.

0 1 士 0
.

0 4 1 )

0
.

0 1土 0
.

0 0

O `
公仓土 0

.

0
.

心0 士 仓
.

ù勺̀口一勺5,人1山,占,土

对照 (蒸馏水 )

莫若亭 1 2 0
.

0

0
.

1 0 士 0
,

0 3

0
.

0 5 土 0
.

0 3 3 )

0
.

0 7 土 0
。

0 3

0
.

0 3 士 0
.

03 2 )

0
.

q s 土 0
.

0 0

0
.

0 1 士 0
。

0 3 3 )

0
.

0 3 土 0
.

0 3

0
.

0 2 士 0
.

0 3

0
.

0 0士 0
.

0 0
2 )

0
.

0 3 土 0
.

03

0
.

0 0 土 0
.

0 3 2 )

功10

2
.

对小鼠蛋清足肿胀的影响

取小鼠口服灌胃给药 6次
,

末次给药后 1小

时
,

将新鲜蛋清 0
.

0 5 m l皮下注于小鼠右课关节

处
。

按上述酵母性关节肿方法进行实验
。

结果

表明 (表 8)
,

青篙水提物对小鼠蛋清性关节炎

有非常明显的抑制作用
,

两批实验结果相似
。

4 6

3
.

对二甲苯诱发小鼠耳部炎症的影响

小鼠一次口服灌胃给药 1小时后
,
将二

一

甲

苯 0
.

05 m l涂于小鼠左 耳
。

15 分 钟 后 用 直 径

0
.

8。 m的圆形不锈钢冲子将左右耳廓神 下
,

分

别称重
,

以左右耳重量之差作为肿胀程度的指

标
。

对照组耳朵环片重最 为 25
.

8 土 始
·

33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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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青篙水提物对小鼠蛋清性足肿胀的影响 m 1

泼尼松

第二批 对照 (蒸馏水 )

青篙水提物

15
.

0X 6

0 3
.

0X 6

6 0
.

0X 6

0
。

IX I

0
.

06 士 0
.

0 3

0
.

0 5士 0
.

0 3

0
.

06 士 0
.

0 3

0
.

0 4士 0
,

0 0

0
.

0 3 士 0
.

0 0 1 )

0
.

0 4土 0
.

0 3

0
.

0 7 士 0
.

0 0

0 0 3 士 0
。

0 0

0
.

0 1 土 0
,

0 0 2 )

0
.

0 0 士 0
.

0 3 2 )

0 、
0 3士 0

.

0 0

0
.

0 3 士 0
.

0 0

0
。

0 2 土 0 0 0

0
.

0 0士 0
.

0 0 1 )

0 00 土 0
.

0 0 2 )

0
.

0 1士 0
.

0 3

0
.

0 1 士 0
.

0 0

0
,

0 0 土 0
.

0 0

0
.

0 0 土 0
.

0 0

0
.

00 士 0
。

0 3

一 0
.

0 1 土 0
。

0 0

0
.

0 0土 0
.

0 0

0
.

0 0 土 0
.

00

0
.

0 0 士 0
.

0 0

一 0
.

01 士 0
。

0 0

nQ甘11
一.占八“11,上11, 1

1 5
.

0 X 6

3 0
.

0 X 6

泼尼松

6 0
.

0 X 6

0
.

1 X l

0
.

1 5土 0
.

0 6

0
.

1 0士 0
.

0 3

0
.

0 7 士 0
,

0 6
2 )

0
。

0 5土 0
.

0 0
3〕

0
.

0 9 士 0
.

0 0 1 )

0
.

0 6土 0
.

0 3

0
.

1 1 士 0
.

0 3

0
.

1 2 士 0
.

0 6

0
.

0 5土 0
.

0 0

0
.

0 4 士 0
.

0 0

0
.

0 8士 0
.

0 3

0
.

0 5士 0
.

0 3

0
.

0 7 士 0
.

0 3

0
.

0 3土 0
.

0 3 1 )

0
.

0 0 士 0
.

0 0 3 )

0
,

0 5 土 0
.

0 3

0
.

0 2 士 0
.

0 3

0
.

0 3士 0
.

0 0

0
.

0 1 土 0
.

0 3
1 )

0
.

0 0 士 0
.

0 0 3 )

0
.

0 3 士 0
.

0 0

0
.

03 土 0
.

0 3

0
.

0 1士 0
.

0 0

0
.

0 0 土 0
.

0 0
2 )

0
.

0 0 士 0
.

0 3 2 )

青篙水提物 2 5
.

0 , 5 0
.

0和 1 0 0
.

0 9 / k g剂量 组
,

分 别 为 2 0
.

0 士 7
.

6 9 , 2 4
.

5 士 1 2
.

0 9 , 1 6
,

8 士

6
.

9 6m g ,

大剂量组与对照组比
, p < 0

.

0 5 ,

重

复实验结果相似
。

说明青篙水提物对二甲苯致

炎小鼠耳部炎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四
、

镇痛作用

1
.

对小鼠甩尾反应痛闭的影响

按常用方法 (水浴 温 度 49 ℃ 土 。
.

5℃ ) 小

鼠经预先筛选
,

剔除在 3秒钟内甩尾 和 60 秒 内

不甩尾者
,

选出合格小鼠
,

分批进行实验
,

分

别于末次灌 胃给药后 1小时
,

测定给药后不 同

时间痛闭变化 (尾进人水浴开始时间到甩尾发

生的时间为其痛 l阂 )
。

表 g两批实验结果表明
,

青篙水提物能明显延长小鼠的痛阂反应时间
。

具有一定的镇痛作用
。

2
.

对醋酸所致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

实验

批次

第一批

表 9

剂 量 鼠
药 物 数

( g / k g X d ) (只 )

青篙水提物对小鼠甩尾反应的影响

痛 阂 值

药前 药后 l h 药后 2五 药后 4五

对照 (蒸馏水 )

青篙水提物

强痛定 ( i p )

1 9
。

6 X 3

3 9
。

2 X 3

5 8
.

8 X 3

0
。

1 X l

9
.

9士 3
.

7 2

1 0
.

7 土 3
.

2 6

1 1
.

8土 3
.

9 8

9
.

9 土 3
.

7 5

1 1
.

2 土 6
.

4 2

1
.

4 士 6
.

4
.

6 士 9
.

一 0
.

4 士 7
.

7 8

7
.

6 士 4
.

9 8 2 )

1
。

2 土 6
。

4 4

4
.

1士 7
.

6 1

4
.

4 土 1 0
.

9 6

药后 3 h

一 3
.

0 土 4
.

1
。

8 土 8
。

9
.

1 士 8
.

9 4
1 )

6
.

2 士 9
.

7 7

1 5
.

2 士 1 4
.

7 1 2 )

2
.

7 士 7
.

4 1 1 )

3
.

5 士 5
.

5 5 2 )

一 0
.

1士 5
.

4 8

一 2
.

8 士 5
.

0 3

1
.

6士 7
.

2 6 1 )

一 4
.

8 士 5
。

5 1

5
.

1 士 5
.

1 6

0
.

8士 11
.

1 4

7603
一70昭

一勺J笠2,JC合
曰
土1山1上,二,1

月任通
山一匀,口,土,一

气土11第二批 对照 (蒸馏水 )

青篙水提物 1 3
。

1 X 3

1 9
.

6 X 3

3 9
。

2 X 3

1 2
.

8土 4
.

2 3

1 3
.

5 士 5
.

1 6

12
.

3 土 3
.

7 2

1 0 9土 4
。

3 6

0
.

0士 6
.

5 9

9
.

1 土 1 1
.

3遵2 )

1 5
.

0 士 1 3
.

3 6 2 )

4
.

7士 1 1
.

1 5

一 2
。

8士 3
.

5 3

3
.

3 士 5
.

4 6 2 )

0
。

l 士 6
.

8 9

一 3
.

6 土 4
。

2 6

7
.

3 士 9
.

2 8

1
.

0 士 9
,

3 9

0
.

2 士 8
.

4 0

1
.

9 土 16
.

3 9

2
.

1 士 4
.

6 4

一 0
.

2 6 士 9 2 4

5
.

9 士 1 3
.

0 1

12
,

8 士 1 2
.

51 2 )

取小鼠末次口服灌 胃给药 1小时 后
,

腹 腔

注射 l %醋酸生理盐水 (临用前新 鲜 配 制 )
,

。
.

l m l/ I O g体重
,

观察注射醋酸后 30 分钟 内 小

鼠扭体次数
。

表 10 结果表明
,

青篙水提物有明

显减少小鼠扭体次数的作用
。

五
、

抑菌实验

实验采用琼脂稀释法
。

在融化的 T S A (或

T s A平板 ) 培养基中加人不同浓 度 的 青篙 制

剂
,

倾注成不同药物浓度的平板
,

置 37 ℃过夜

做无菌检查
。

由 2 4小时试验菌斜面培养物上刮

中国中药杂志 1 0 93 年第 18 眷第 1 期

表 10 青篙水提物对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

药
物 (
豁

量 鼠数
k g x d ) (只 ) 扭体反应次数

抑制率
(肠 )

3 8
.

3 士 2 0
.

7 9

2 5
.

9 士 1 2
.

2 3
飞 )

2 3
.

5 士 1 7
.

3 3 1 )

0
.

0 0 土 0
.

0 0 3 )

3 2
.

3

3 8
、

6

1 0 0
。

0

一”,月工了了工几̀2
1.一11

对照 (蒸馏水 )

青 篙水提物

杜冷丁

1 9
.

6 X 3

3 9
。

2 X 3

0
.

0 5 火 1

取少许菌落置 Zm l 0
.

05 %酵母粉水 中制成悬

液
,

比浊至麦氏比浊 管 1
书

的 1/ 2 ,

再用酵母粉

水进一步稀释备用
,

各菌稀释倍数不同
。

稀释

后用微量加液器取菌液 1 0川分别点种于不同药

4了



物浓度的平板培养基上
,

同时接种不 含药平

板作为对照
。

将接种后的平板置 37 ℃培养箱中

培养 24 小时
,

观察并记录不同 药 物 浓 度下细

菌生长被抑制的情况
,

计 算 半 数 抑菌 浓 度

(I C如 ) 及最 低 抑 菌 浓 度
。

结 果 见 表 n
,

1 2
。

实验结果表明
,

青篙粗提物对金黄色葡萄

球菌的抑菌力最强
。

青篙酸乳剂对某些革兰氏

阳性细菌如枯草杆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白色

葡萄球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最低抑菌浓度为

0
.

5一 1
.

om g / 。 l
。

表 11 青篙粗提物对细菌生长抑制作用的比较

z e 。。
(二 g /m l)

试 验 细 菌
青 篙
水煎剂

青篙乙醚 青篙乙醇
提 取 物 提 取 物

自吐qJ八IjOdQ甲即
口

,JJ.1八」内匕才一O幼,ù
峨.上

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 肠 杆 菌

乙 型 链 球 菌

肺 炎 球 菌

1 7
.

6

1 31
,

9

2 6 3
.

9

> 2 0 0

表 比 青篙酸对革兰氏阳性菌的抑菌实验结果

青篙酸浓度
试 验 细 菌

无 药

对照 2
.

0 0 0
。

5

二 g / m1

最低抑

0
.

2 5 菌浓度

乙酸乙醋及正了醇分部提取物
,

具有明显的解

热和耐高温作用
。

水提物对酵母性关节肿
,

蛋

清性关节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水提物大剂量

组 ( l 。鲍生药 / k g体重 )
,

对二 甲苯致炎小鼠耳

廓炎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提 自青篙的单体莫

若亭为中药青篙抗炎有效成分之一
。

青篙水提物能明显提高小鼠甩尾的痛闭反

应时间
,

对化学刺激剂醋酸诱发的扭体反应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
。

青篙粗提物 (乙醚和乙醇提取 部分 )
,

青

篙酸对革兰氏阳性细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从青篙叶与茎的水提物解热实 验结 果 表

明
,

二者均有非常明显的解热作用
。

不同批购

入的北京市售青篙的解热作用强度比较
,

可以

看出第一批 (花前期 ) 比第二批 (花蕾期 ) 的

解热作用强
。

前者 L D 。。 1 6/ 剂量组有明显的解热

作用
,

而第二批 购人样品的 L D 。 。

1/ 6剂量组无

解 热 作用
。

二者 1 / 3 L D 。 。

等毒剂量组与较
。

给

药后第 3 , 4小时
,

有 明 显差异 (t 侧验 )
。

可能

提示青篙的解热活性物质在花前期含量较高
。

不同批次购入的北京市售青篙 (花前期与

花蕾期 )
,

水提物急性毒性 L( D 。 ) 及可 信 限

( P = 0
,

9 5 )
,

分 别 为 1 1 7
.

2 士 2 6
.

5 和 1 2 1
.

3 士

12
.

5 9生药 / k g体重
。

而自采青篙 (花期 为主 )

水提物为一6 1
.

3 士 7 4
.

8 9生药 / k g体重
。

+十+十一一一一一+一
十十+十金黄色葡萄球菌

白色葡萄球 菌

菌菌

杆

球

草

肠枯

注
:

+ 细菌生长 一 细菌生长被抑制

讨 论

实验结果表明青篙水提物
,

水提物分别以

1 9 0 1年 4月 1 2日收稿

当归注射液对急性脑缺血大鼠治疗作用

机理的实验研究
`

(简报 )

王 玉升 邹明辉 付 蔓华 王秀云

(河南省 中医研究院

陈国华 刘惠霞 李立

郑州 4 5 0 0 0 4 )

采用 F ur l。 w 氏方法
,

从大鼠颈动脉注射花

生四烯酸
,

造成大鼠急性脑缺血实验模型
,

观

察当归注射液的治疗作用及探讨其作用机理
。

给药组腹腔注射当归注射液 (8 g / k g )
,

对

照组腹腔注射同等容量的生理盐水
。

实验结果

表明
:

①当归治疗组大鼠脑电图在 给 药后 30

m ni 频率和幅度明显恢复
,

60 o ni 能恢 复到缺血

前的 50 % ~ 60 %
,

24 0 o ni 实验结束时 脑电频率

幅度能恢复至缺血前的 80 % ~ 90 写
; 而对照组

.

本课题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8 7 7 0 5“ 号提供资助

中国中药杂志 1 9 0 3年第 1 8卷第
,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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