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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

筛 选 发现其

水提取液在 0 1 9 / k g剂量灌胃小鼠
,

可缩短小鼠出血时间及加快血液的凝固
,

还有一定镇痛作用
;

其醇提取物在 l m g / m l浓度下可以增强离体豚鼠回肠的收缩
,

可被一定浓度的阿托品
,

朴尔敏或

苯海拉明所对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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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平味苦
,

有清热解毒
、

活血祛疲的作用
,

民间用于治疗急性乳腺炎
、

急性扁桃体

炎
、

肠炎
、

菌痢
,

妇女闭经 以及疗疮
、

肿毒
、

跌打损伤等〔 l 〕
。

本植物主要产于云南
、

四川 等

地
,

同属植物共 1 3种
,

其中 4 种见有药理作用的报道〔 2一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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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未见对本品 的活性报道
。

为开发

利用药物资源
,

特选用四川产的本植物进行系统研究
。

1 材料

1
.

1 样品
:

拔毒散原植物采于西昌米易地 区
,

经本所肖小河及昆明植物所冯国相鉴 定为5
.

sz ec h“ e n : :̀ M at
s u d a 。

取 全草 干品按民间用法水煮制得 1 : 1煎剂 ( A E升 另取全草 干 品

用氯仿回流提取 3次
,

合并滤液
,

挥去溶剂得的浸膏为氯仿提取物 ( I )
,

氯仿提取后的残渣再

用 9 5 % 乙醇 回流 3 次
,

挥去溶剂得浸膏
,

为 乙醇提取物 (亚 )
,

经前 2种溶剂提取后的残 渣 用

水提取得的浸膏为水提物 ( ! )
。

以上 4种样品均为本所植化研究室陈幸提供
。

1
.

2 动物
:

18 一 22 9正常昆明远交系小 鼠
,

3 00 一 4 0 09 豚 鼠
,

均由本所动物研究室提供
,

符

合一级动物标准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A E及 I 对 小鼠断尾出血时间的影响
:

正常小 鼠 55 只
,

分成 6组
,

分别灌 胃 1 0 、 5 9 / k g

A E和 亚
、

生理盐水 ( N s) 及静脉注射肝贵 ( H eP )
。

给药 h1 后在距小鼠尾尖约 cZ m处剪断尾
,

记录出血 时问
。

结果见丧 1
。

经重复实验证明 1 0 9 / k g A E能缩短出血时间
,

与对照组比较有

显著意义
。

2
.

2 A E对小 鼠外周血凝时间的影响
: 选择剪尾 出血时间在 3 m in 以上的小鼠

,

分成 5组
,

分

别灌胃N s
、

A E l o
、

5
、

19 / k g 以及静脉注 射肝素
,

h1 后摘眼球使 血 自然滴于载玻片上
,

每

隔半分钟用针头挑动血滴一次
,

直到出现血丝 (即凝血 )为止
,

记录凝血时间
。

结果 (表2 )表明

5
、

10 9 / k g A E能缩短凝血时间
。

2
.

3 A E对小鼠的镇痛作用
:

采用热板法进行实验
,

选择痛闹值在 30 m in 内的雌性小鼠
,

分

为 5组
,

每组 10 只
,

测定 2次正常值后
,

分别灌胃 A E 10
、

5
、

1 9 / k g
、

N S及皮下 注 射。
.

59 /

k g水杨酸钠
,

之后于 l
、

2
、

3
、

4 h分别测定痛阂各 2次
。

结果表明
,

A E 5 9 / k g组在 3h 能 延

长小鼠痛阂的作用
,

出现镇痛作 J月佼水杨酸钠慢 (见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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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拔毒散对小鼠出血时间影晌 (丽 土 s )表2 拔毒放对小有凝血时间的影晌 (牙士 s)

组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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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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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剂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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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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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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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亚对离阵豚 鼠肠管的影响
:
将正常豚鼠

禁食 24 ~ 4 8 h ( 白由饮水 )
,

取出回肠管
,

用 台

氏液冲洗后
,

取 Z c m左右长的一段置于盛有

台氏液并充氧的浴槽中
,

平 衡 30 m in 后 用

L M S一 Z B二道生理仪记录正常运动曲线后
,

加试药或赋形刘于浴 槽让其均匀分布于浴槽液中 ( 2 5 5 )
,

立刻记录 2~ 4 m i n
的活动 曲线

。

结果

表明 I
、

亚及 1 3个样品中只有 I 有明显增加肠管张力的作用
,

其作用可被阿托品
、

朴尔敏及

苯海拉明所对抗
。

表 3 拔毒散对小鼠痛闭 (热板法 )的影响 ( 万 士 S , s )

2 h 3 h 4 h
阑h痛

组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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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前

N圣
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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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2( m l/ 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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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组给药前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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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拔毒散作为清热解毒
、

活血祛痕药在四川民间使川
,

但至今国内外尚无本品的药理活性

报道
。

为开发
、

寻找新药
,

本所 与日本合作对本品进行生药
、

植化
、
生物活性等 的 系 统 研

究
。

经初步生物活性筛选发现本品的水提物具有一定止血
、

镇痛作用 , 而醇提物 无 止 血 作

用
,

但对离体回肠的活动有增强作用
,

其作用可被乙酞胆碱对抗药阿托品
、

组织胺对抗药朴

尔敏及苯海拉明所对抗
,

从而提示醇提取物具有类似M胆酸样和 H
;

受体激活等作用
。

以上结

果提示本 品的水提物及醇提取物的生物活性是不 同的
,

在临床使用时要注意针对性
。

作为出

血性疾病可用水煎服用
;
作为肠炎

、

菌痢可选用醇提物
,

采用中医
“ 下法 ”

排除肠道有害物

质
。

本文 的研究为整理民间用药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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