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 沙 参 类 研 究
镇咳祛痰药理作用比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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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路珊 金蓉笃

摘婆 对常用的 种沙参类生药进行了镇咳
、

祛痰药理作用比较
,

结果表明莱阳参
、

河南 沙参
、

饱沙参
、

川藏沙参镇咳作用明显
,

川藏沙参
、

无柄沙参
、

泡沙参祛痰作用明显
。

关健词 沙参 中药药理 镇咳 祛疲

沙参具有养阴清肺
,

止咳祛痰等功效
。

目前沙参类中药 分成 南沙 参 沙参 和北沙参

莱阳参
,

中国药典 。年版收载的南沙参为桔梗科植物杏叶沙 参
。。。 ‘ 。

和轮叶沙参且
。 。户人夕 。 的根

,

北沙参为伞形科植物珊瑚莱

‘ 。 。 、 的根
。

据调查
,

目前用作沙参 的 原植物多达 余

种〔〕
,

为了对沙参类生药作出科学的评价
,

确保用药准确有效
,

我们在有效成分分析〔
,

〕基

础上
,

对常用的 种沙参类生药进行了镇咳
、

祛痰药理作 用比较
。

戈材料

实验材料 见表
。

动物 昆明种小 鼠
,

体重
,

雌雄

各半
,

购于南京药物研究所动物室
。

方法与结果

样品溶液的配制 分别称取表 所列 种

沙参药材粉末
,

置 索氏提取器中
,

用

乙醇提取
,

回收乙醇
,

浸膏加少量蒸馏水
,

在超声波振荡器中振荡使之成混悬 液
,

稀 释

成
,

备用
。

其余药品
、

试剂以市售
。

镇咳试验 〔吐〕与结果 小鼠 只
,

随机分

成 组
,

每组 只
。

第 组灌胃给予 等容量的

蒸馏水 第 组灌 胃给予止咳剂量的可待因
,

分

别作为空白及阳性对照
,
其余 组分 别 灌 胃

给予药材提取液
。

给药 后
,

在   的广

口瓶中
,

喷 浓氨水
,

蒸发
,

然后把小

表 沙参类生药与产地

样 品 产 地

沙参
”  江苏南京

河南沙参 ‘ “ 入 ” ”

河南篙县

无柄沙参月
。 。 ‘

贵州关岭

石沙参 刀 河南 登封

泡沙参通
 四川马尔康

杏叶沙参 人“ 。 ” ”
河南登封

华东杏叶沙参 人 ” 几 刀 ￡ ‘ 人“

“” 江西高安

川藏沙参 了

四川若尔盖

轮叶沙参月
 了 贵州关岭

莱阳参 人。  

山东莱阳

以上样品存中 国药科大学药材标本室

鼠置广 口瓶中
,

刺激
,

立即取出
,

置 , 。。 ,
的锥形瓶中

,

用听诊器测听小鼠在 内的

咳嗽次数和潜伏期
。

结果见表
。

莱阳参
、

河南沙参
、

泡沙参
、

川藏沙参具有明显的镇 咳 作

用
,

镇咳作用强度莱阳参 河南沙参 泡沙参 川藏沙参 沙参 可待因 杏 叶沙参 无柄

沙参 石沙参 轮叶沙参 华东杏叶沙参
。

莱阳参
、

河南沙参
、

杏叶沙参
、

泡沙参
、

无柄沙

参
、

华东杏叶沙参
、

石沙参对潜伏期有明显延长作用
。

祛痰试验与结果 小鼠 只
,

随机分成 组
,

每组 只
。

第 组灌胃给予等量 的蒸馏

  ,  ,
  ,

现址 北京医科大学生药学教研室 ”现址 云南省 昆明中药厂



表 镇咳实验结果

潜 伏 期
生药 空白 尸空白 可待因 尸可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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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1一前t空 白

、

尸空白
、

t可 待因
、

尸可待因为各组的潜伏期与空 白对照组及阳性对照组的比较结果

2一后 t空 白
、

尸空白
、

t可待因
、

尸可待因为各组的咳嗽次数与空白对照组及阳性对照组的比较结果

水
,

作为空 白对照
,

其余 10 组分别 灌 胃给 予

药材提取液
。

给药30 m in 后
,

每只小鼠腹 腔注

射0
.25% 酚红溶液o

.
25m l

。

l h 后处死
,

立 即剖

露气管
,

用注射器缓慢注入5% N aH C O
3
溶液

1
.
5m l, 然后缓慢吸出

,

如此重复3次
,

洗 出

呼吸道中排出的酚红
,

合并3次洗出液
,

用 目测

法测出酚红含量
,

结果见表3
。

祛痰作用强度

为
:
川藏沙参> 无柄沙参> 泡沙参> 杏叶沙参

> 河南沙参> 莱阳参> 华东杏叶诊参> 沙参>

轮叶沙参
。

3 讨论

3
.
1 从实验结果

一

可以看出沙参的祛痰作 用 比

莱阳参好
,

莱阳参的镇咳作用比沙参好
。

表3 祛痰实验结果

样 品

酚红 浓度

林g / I O m l

尸 备 注

燕 馏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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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沙 参

泡 沙 参

杏叶沙参

华东杏叶
沙 参

川藏沙参

轮叶沙参

莱 阳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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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药典收议的南沙参为沙参

二

4 d
e 。o 夕互o ra str‘et a 和轮叶沙参A

.oert‘e‘lla士a的 根
,

但药

理实验表明沙参和伦叶沙参的镇咳
、

祛痰作用都较差
,

而药典未收载的川藏沙参
、

泡沙参
、

杳叶沙参镇咳
、

一

法痰作用都较好
,

有效成分含量也较高
,

建议下版药典收载
。

3

.

3 本文采用的镇咳实验方法是文献以〕的氨水引咳法的改进
。

原方法小鼠一直 置 于氨水刺

激中
,

死亡率较高
,

本法可 以降低死亡率
。

我们还对广口瓶的最佳体积
、

氨水用 量
、

蒸 发

时间和刺激时间进行了试验
,

结果表明采用 120 0m l的广口 瓶
,

氨水用量 IOm l ,

蒸 发 时 间

305 ,

刺激时间 ‘此
,

空 白组 5:n in 内的咳嗽次数一般在85 ~ 100 次之间
,

易于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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