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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感复方是用于疏风解表、抗炎退热，疗效显

著的临床验方，由连翘、大黄、厚朴、薄荷、荆芥穗等

10 余味中药组成。为了开发利用此药物，根据方剂

中药材成分性质，确定了 3 种提取方法。本研究将

3 种提取方法得到的提取物，进行抗炎退热药效实

验。并以活性成分含量、药效实验双重指标进行评

价，对结果进行比较研究。

1 材料

1.1 药品 复方中各味中药购于天津中医药大学

保康医院中药房。

1.2 动物 W istar大鼠，雄性，体质量（240±20）g，

天津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室提供。

1.3 药品 酵母（安琪发酵食品有限公司）；阳性对

照药阿司匹林（青岛海洋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0507214）；地塞米松（天津金耀氨基酸有限公司，批

号为 0506081）。角叉菜胶为 sigm a 公司产品。

2 实验方法与结果

2.1 药品制备 1）水提法：加入 10、8、6 倍水，分别

提取 40、30、20 m in，合并提取液浓缩至适当体积。

2）70% 醇提法：加入 10、8、6 倍 70% 乙醇分别回流提

取 40、30、20 m in，合并提取液回收乙醇浓缩，加水至

一定体积；3）按一法得到的提取物，80 ℃下分两次

加入 0.5% 絮凝澄清剂（ZTC）1+1 絮凝剂，搅拌、放置

24 h，离心、过滤除去絮状物，浓缩至适当体积。方法

Ⅰ、Ⅲ均分别收集挥发油，加吐温-80 制成乳剂后混

入提取物中。不同提取方法指标成分峰面积均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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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提取方法指标成分高效液相色谱（H PL C ）峰面积均值比较

较结果见表 1。

2.2 抗感复方不同提取方法对酵母引起的大鼠发

热解热效应比较 参考方法[1]建立酵母大鼠发热模

型。将大鼠头身固定后，用医疗体温计（石蜡油涂布）

从大鼠肛门插入 6 cm ，保留 2 m in 即可读数，实验前

测 2 次基础体温，选择合适的实验大鼠（温差≤0.3 ℃、

体温在 35.5～37.5 ℃）。体温合格大鼠随机分为 5 组，

分别为酵母发热模型组（灌胃给予等量蒸馏水）、阳

性药组（灌胃给予阿司匹林 0.3 g/kg）、抗感复方 3 组，

分别灌胃 3 种提取液（相当于生药 15.3 g/kg）。造模

前连续给药 4 d，2 次 /d，上下午各 1 次，末次给药前

大鼠皮下注射 10% 鲜酵母液 3 m L /kg，同时给药。然

后测定 0、0.5、1、2、3、4、5、6、7、8 h 动物体温变化，

结果见表 2。

2.3 抗感复方不同提取方法对角叉菜胶所致大鼠

足跖肿胀抗炎作用比较[2] 健康 W istar大鼠随机分

为 4 组，用标记笔在右后肢标记一个测量圈，然后测

定每只鼠右后肢正常足跖容积后，给药组分别灌胃抗

感复方Ⅰ、Ⅱ、Ⅲ提取液（分别给予生药 15.3 g/kg），

阳性药组（灌胃给予地塞米松 0.03 g/kg），模型组给

予等容积的蒸馏水。2 次 /d，连续 3 d，于末次给药后

予每只大鼠右后肢足跖皮下注射 1% 角叉菜胶混悬

液 0.1 m L /只致炎。随后测量 1、2、3、4、6 h 大鼠足跖

容积，记录结果。以致炎前后足跖容积的差值作为

肿胀度，计算各组肿胀度。结果见表 3。

2.4 抗感复方不同提取方法对大鼠棉球肉芽肿抗

炎作用比较 健康 W istar大鼠，雄性，随机分为 4 组

（同 2.3 项下）。实验初始，腹腔注射 10% 水合氯醛

3 m L /kg 麻醉大鼠，腹部切口，将两个灭菌棉球[每

个棉球质量（50±1）m g，高压灭菌，50 ℃烘箱烤干]分

别植入大鼠两侧腋窝部皮下，待大鼠清醒后开始给

药，1 次 /d，连续 7 d，第 8 d 颈椎脱臼处死大鼠，剥

离棉球肉芽组织，置 60 ℃烘箱烘干致恒质量，精密

称量，减去原棉球质量即为肉芽肿组织质量。结果

见表 4。

2.5 统计处理 结果均以（x±s）表示，组间差异性

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3 讨论

3.1 解热效应 从表 2 可以看出，用药后与模型组

相比，复方提取物均有降低酵母所致的大鼠体温升

高的效应，复方水提物（包括经絮凝澄 ZTC1+1 处

理）解热作用更为明显（P<0.01），与阿司匹林作用接

近，与同一时间点的发热模型组相比较（P<0.01）。水

提物和阿司匹林的解热作用特点各不相同：阿司匹

注：与发热模型组同时间比较，LP<0.05，LLP<0.01，与模型组比较，LP<0.05，LLP<0.01。

制备法

水提法

70% 醇提法

水提絮凝剂沉降法

连翘酯苷（Forsythoside）

403 753

382 594

379 936

厚朴酚（M agnolol）

143 416

268 130

119 694

和厚朴酚（H onokiol）

188 717

316 642

157 078

大黄素（Em odin）

96 807

210 204

84 398

大黄酚（Chrysophanol）

196 672

422 331

175 186

表 2 抗感复方不同提取方法对酵母所致大鼠发热解热效应的比较（x±s）

组别

模型组

阳性药组

70% 醇提组

水提组

絮凝剂组

n

8

8

8

8

8

剂量

（g/kg）

0.3

15.3

15.3

15.3

0 h

36.74±1.19

36.01±0.62

36.51±0.86

36.46±1.01

36.58±0.73

0.5 h

37.28±0.93

36.60±0.60

37.08±.073

36.91±0.58

37.00±0.50

1 h

37.60±0.65

37.40±0.25

37.42±0.52

37.13±0.46

37.31±0.43

2 h

37.60±0.41

37.49±0.36

37.60±0.33

37.36±0.48

37.54±0.29

3 h

37.36±0.31

37.29±0.58

37.03±0.57

37.08±0.28

37.60±0.85

4 h

37.61±0.33

37.10±0.33L

37.94±0.50

37.50±0.42

37.77±0.40

5 h

38.10±0.59

37.40±0.83L

38.20±0.72

37.52±0.36

37.99±0.32

6 h

38.88±0.56

38.00±0.80L

38.76±0.54

38.06±0.38L

38.00±0.65L

7 h

39.18±0.33

38.48±0.39LL

38.79±0.46L

38.48±0.35LL

38.62±0.29L

8 h

39.16±0.45

38.36±0.41LL

38.89±0.40L

38.09±0.54LL

38.40±0.25LL

表 3 抗感复方不同提取方法对角叉菜胶所致大鼠足跖肿胀抗炎作用比较（x±s）

注：与致炎模型组同时间比较，LP<0.05，LLP<0.01。

组别

模型组

阳性药组

70% 醇提组

水提组

n

8

8

8

8

剂量

（g/kg）

0.03

15.3

15.3

1 h

0.535±0.150

0.303±0.190L

0.604±0.244

0.385±0.121

2 h

0.333±0.210

0.305±0.095LL

0.498±0.233L

0.469±0.065

3 h

0.382±0.169

0.305±0.095LL

0.483±0.140L

0.377±0.040L

4 h

0.285±0.113

0.215±0.090LL

0.492±0.118LL

0.269±0.026L

6 h

0.248±0.119

0.149±0.107LL

0.693±0.179LL

0.188±0.037L

致炎后不同时间肿胀度

发热后不同时间体温

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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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主要特点是起效快（4 h 起效），复方水提物虽起

效慢，但达 8 h 仍见明显的解热作用，

3.2 抗炎效应 从表 2、3 可以看出，与同一时间点

的炎症模型比较，复方提取物均有抗炎作用，复方

水提物解热抗炎效应明显（P <0.01），而醇提物对

角叉菜胶所致大鼠足跖肿胀及大鼠棉球肉芽肿无

作用。

3.3 连翘活性成分与药效 连翘酯苷来源于方中

君药连翘，属于苯乙醇苷类，可溶于水、乙醇，故在

水、乙醇中提取完全，水提取、稀醇提取连翘酯苷含

量均较高。苯乙醇苷类具有较强的抗菌活性[3]。另外

水溶性分成连翘酚也具有抗菌活性。连翘中的挥发

油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双球菌、白色念球菌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4]，复方中的其他大量挥发油成分

均具有药理活性。水提后加入挥发油制备的提取物

利于以上成分发挥药效，这应该是水提物药效好的

原因之一。

3.4 其他活性成分与药效 大黄素、大黄酚、厚朴

酚来源于方中臣药大黄和厚朴，是已明确的抗炎、

解热、行气的活性成分，易溶于乙醇。醇提法可将此

类成分提取完全，醇提法活性成分含量远远高于水

提法。而药理实验却得出几乎完全相反的结果，即

水溶液提取物抗炎解热药效最佳。提示在中药复方

研究中仅从已知的活性成分含量简单评价提取分

离方法是不够可靠的，必须结合紧扣复方功效而设

计的药效学实验方法。中药复方是一个复杂的巨系

统，完全弄清复方中对疾病有治疗作用的化学成分

非常困难。已认知的活性成分也会受到其他成分的

作用、制约和拮抗，还会在生物体的代谢中分解或

转化，这些都不能保证活性成分含量与药效正相

关。抗感复方中一定还存在一系列极性较强的、具

有抗炎退热作用的活性成分有待去研究。因此，目

前有必要探讨中药复方有效部位（药效成分群）研

究，结合药效研究的方法，才是完整的评价体系。

3.5 絮凝澄清剂与乙醇对抗感复方处理结果比较

ZTC1+1 天然澄清剂是一种以天然多糖等为原料

制成的高分子物质，安全、无毒，常用于中药水提物

的澄清处理，可除去蛋白质、鞣质、多糖等大分子物

质。有研究表明其保留活性成分含量、临床疗效均

优于水提醇沉处理[5]。本研究结果表明：抗感复方水

提物抗炎退热效应显著，但出膏率高，在后续制剂

研究中会遇到困难。利用絮凝澄清技术处理复方水

提物，在保留药效的前提下除去杂质，是值得研究

推广的好方法。尤其对复方解表中药，水提取符合

传统饮片制备方法，澄清技术加之挥发油包合技术

的应用，将是此类复方中药很有前途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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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模型组比较，DP<0.05，DDP<0.01。

表 4 抗感复方不同提取方法对大鼠棉球肉芽肿

抗炎作用比较（x±s）

组别

模型组

阳性药组

70% 醇提组

水提组

n

8

8

8

8

剂量（g/kg）

0.001

15.300

15.300

用药前后棉球质量变化

0.124±0.022

0.065±0.006DD

0.154±0.029D

0.088±0.007DD

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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