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喉舒宝口服液的药理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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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喉舒宝 口服液 (H S B )以木蝴 蝶
、

麦冬
、

知母
、

蛇胆等多种中药成分组成
。

药理实验表明
:

H S B 具有抑菌
、

消炎
、

镇痛
、

镇咳
、

祛痰的作用
。

毒性小
,

小鼠灌胃 L D S。
> 咒 5 9 /k g

。

提示 H S B 是治疗

急
、

慢性咽炎 的较好药物
。

关键词 喉舒宝 口服液 (H S B ) 急
、

慢性咽炎 药理作 用

由广西龙州制药厂生产的喉舒宝 口服液

(H SB )为多种 中药成分组成
,

按照传统 中医

药理论该药方具有清热解毒
、

滋阴润燥
、

宣肺

止咳的功效
。

临床实验表明该 口服液治疗急
、

慢性咽炎有很好的效果
。

本文对其药理作用

进行了研究
。

l 实验材料

L l 药物
:
H sB 由广西龙州制药厂提供

,

由

木蝴蝶
、

麦冬
、

知母
、

蛇胆等 中药水煎醇提制

成
,

批号 9 4 0 一0 2
,

含生药 3
.

7 59 / m l
,

4 C 冰箱

保存
,

临用时用蒸馏水稀释至所需浓度
;
草珊

瑚含片
,

江中制药厂生产
,

批号 93 0 42 9
,

临用

时用蒸馏水研成混悬液
;
橘红痰咳液

,

由化州

橘红等十几味中药制备而成
,

由广东化州中

药厂生产
,

批号 9 3 0 6 0 6
。

1
.

2 动物
:

昆明种小鼠
、

S D 系大鼠由本所实

验动物研究室提供
; 豚鼠市售

。

1
·

3 菌种
:

广西 医大微生物教研室提供
。

2 方法和结果

2. 1 镇痛作用
〔‘〕:

体重 18 一 2 09 小鼠 40 只
,

随 机分 为 4 组
,

分 别灌 胃给药 H S B 2 2
.

5
、

5
.

69 / k g (按 生药量 计 )
,

草珊瑚含片 29 / k g
,

空 白对照组同法予以等量蒸馏水
,

连续给药

4 d
,

于末次给药 30 m in 后
,

各 鼠分别腹腔注

射 。
.

6 %醋酸溶液 0
.

Zm l/ 只
,

记录小 鼠出现

扭体反应的时间 (潜 伏期 )及 30 m in 内扭体

反应次数
,

与空白对照组进行组间比较
,

结果

见表 1
。

H S B 明显延长小 鼠扭体反应的潜伏

期
,

亦能明显减少扭体反应次数
,

说 明 H SB

有明显的镇痛作用
。

表 1 对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士
s )

组别 剂量 (g / k g ) 潜伏期 (s ) 扭体次数

H SB 2 2
.

5 19
.

6 士 5
.

1
, 悦 怪

2
.

3士 1
.

5
书 , 赞

H SB 5
.

6 17
.

0 士 5
.

6
, 资

3
.

0士 1
.

4
怪 苍 .

草珊瑚含片 2
.

0 1 1
.

5 士 4
.

6
二

1 1
.

0 士 3
.

2
· ! ,

空白对照 蒸馏水 7
.

1士 1
.

6 21
.

2 士 6
.

1

与空白对照组 比较
· 尸< 0

.

05 二 尸< 0
.

0 01

2. 2 对豚 鼠机械刺激引咳法的作用
〔2〕 :

选取

体重为 3 0 0 ~ 5 0 0 9 的豚 鼠 32 只
,

雌雄兼用
,

均 匀分成 4 组
,

分组及剂量见表 2
。

灌 胃给

药
,

连续 7d
,

于末次给药后开始实验
。

豚鼠腹

腔注射 戊巴 比妥钠 15 m g / k g
,

轻度麻醉
,

背

位固定
,

暴露气管
,

于距锁骨 1
.

sc m 的气管

前面开个小孔
,

插入刺激毛
,

对气管粘膜进行

机械刺激
。

刺激分别于末次给药后 1 5
、

30
、

60
、

9 0
、

1 2 Om in 进行
。

每次刺激后若一次咳嗽

都不出现
,

说明该药有镇咳作用
。

结果进行

X 之

统计处理
。

见表 2
。

H S B 对豚 鼠机械刺激

所致的咳嗽反应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
。

表 2 对豚鼠机械刺激引咳法的作用

组别
剂量 豚鼠数 出现咳嗽

(g / k g ) (只 ) 豚鼠数 (只 )
于值 尸 值

H S B 8
.

5

H S I飞 2
.

2

橘红痰咳液 6 m l/ k g

空自对照 蒸馏水

12
.

4 4 4

9 6 0 0

12
.

4 4 4

< 0
.

0 0 1

< 0
.

0 1

< 0
.

0 0 1

2
.

3

2
.

3

抗炎和抑制炎性渗出试验

对 角叉菜胶所致大 鼠足肠肿胀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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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3 〕:

大 鼠 32 只
,

体 重 15 0 一 2 0 09
,

雌 雄兼 0
.

05 m l
,

每隔 1h
,

测量大鼠两后躁关节 的周

用
,

随机分成 4 组
,

分组及剂量见表 3
。

灌胃 长
,

差值即为肿胀程度
。

结果表明
:
H S B 能显

给药连续 4d
,

于末 次给药后 30 m in
,

于大 鼠 著降低角叉菜胶所致的大鼠足踢肿胀程度
,

右 后 足 环 键 膜 下 注 射 1 %的 角 叉 菜 胶 作用持续至少 5h
。

结果见表 3
。

表 3 对角叉菜胶致大鼠足踌肿胀的影响‘士
s )

组别
剂量 鼠数

(g / k g ) (只 )

H SB 1 0

H S B 2
.

5

草珊瑚含 片 l

空 白对照 蒸馏水

8 0
.

13 8 士 0
.

0 5 0
’ .

0
.

2 5 0 士 0
.

1 1 9
. 禅 .

0
.

6 0 0 士 0
.

0 8 9
赞 甘 肠

15 0 士 0
.

1 0 4
.

2 2 5士 0
.

1 7 1

3 4 4 士 。
.

3 5 0 士 0
.

0 8 2
‘ .

1 0 7
.

6 3 1士 0
.

6 8 1士 0
.

14 4
月 件

14 6
书

8 0
.

2 9 4士 0
.

0 90 0
.

4 7 5士 0
.

0 6 5

0
.

5 6 0土 0
.

1 50 份

0
.

5 6 9士 0
.

1 22
书

0 6 3 1士 0
.

0 1 3 3

0
.

7 38 士 0
.

14 1 0
.

8 4 4 士 0
.

12 4

0
.

6 3 1士 0
.

0 7 9
“ .

0
.

6 50 士 0
.

0 7 6
.

0
.

6 8 1士 0
.

13 6

0
.

7 88 士 0
.

15 2

与空 白对照组比较
·

尸< 。
.

01 二
‘

尸< 。
.

01 ⋯
尸< 。

.

0 o 1( 下同 )

2
.

3
.

2 对 棉球 植入 肉芽肿 的影响川
:

大 鼠

4 。只
,

体重为 1 50 一 2。馆
,

雌雄兼用
,

均匀分

成 4 组
,

按棉球肉芽肿法致炎
。

分别每天灌 胃

给药 H SB 2
.

5
、

1 9 / k g (按生药量计 )
,

草珊瑚

含片 1
.

0 9 / k g
,

和等容量蒸 馏水
,

7d 后 处死

大鼠
,

取出肉芽肿放置 60 C烤箱 2 4h 后分别

称重
。

结果见表 4
。

H S B 能显著抑制大 鼠内芽

组织增生
。

表 4 对棉球植人肉芽肿的影响‘士
s )

组别 剂 量 (g / k g ) 鼠数 (只 ) 棉球肉芽肿重量 (m g )

H SB 2
.

5 1 0 6 3
.

3 5士 7
.

3 0

⋯
H SB 1 1 0 6 3

.

3 9士 5
.

8 0

⋯
草珊瑚含片 1 1 0 7 5

.

3 9士 6
·

9 0
‘ ’

空白对照 蒸馏 水 10 8 6
·

97 士 7. 48

2
.

3
.

3 对 小 鼠腹 腔 毛细 血管通 透性的 影

响
〔5 〕 :

取体重 1 5 一 2 29 小鼠 4 0 只
,

雌雄各半
,

分组及剂量见表 5
。

小鼠连续灌胃给药 4d
,

于

末次给药后 3 o m in
,

尾静脉 注射浓度 为 2 9 /

l o o m l 的伊 文思兰 溶液 。
.

巧m l/ 只
,

并同时

腹腔注射 0
.

6 %
。

醋酸溶液 0
.

Zm l/ 只
,

ZOm in

后处死小 鼠
,

剪开 腹腔
,

用 sm l 蒸馏水冲洗

腹腔数次
,

吸取腹腔洗出液约 5 ~ 6m l
,

16
·

7/

S
离心 sm in

,

在 7 2 2 光栅分光光度计 5 9 o n m

处测定吸收度 O D
。

结果见表 5
。

H S B 可降低

毛细血管通透性
,

抑制炎性渗出
。

2
.

4 对小鼠的化痰作用
〔5〕 :

体重 19 一 2 19 的

小鼠 40 只
,

雌雄各半
,

分组及剂量见表 6
。

小

鼠连 续灌 胃 4d
,

于末 次给药后 30 m in
,

腹腔

注射浓 度 为 5g / l o o m l 的 酚红溶 液 0
.

lm l
,

3 0 m in 后处死动物
,

剥去气管周围组织
,

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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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甲状软骨至气管分支处的一段气管
,

放进

盛有 lm l生理盐水的试管 中
,

再加入 0
.

lm l

浓度为 lm o l/ L 的 N aO H 溶液
,

在 5 4 6n m 波

长处 测 定 吸收度 O D
,

计算酚 红 含量 伽g /

m l)
。

结果见表 6
。

H SB 有增强气管排泌酚红

的作用
,

即有化痰作用
。

表 5 对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响‘士
s )

组别 剂量 (g / k g ) 鼠数 (只 ) 腹腔洗出液 吸收度 (O D )

H SB 22
.

5 10 0
.

2 92 士 0
.

0 9 2

⋯
H SB 5

.

6 10 0
.

3 0 9 士 0
.

0 6 4
. 井 “

草珊瑚 含片 2 10 0
.

4 11士 0
.

1 0 2
·

空白对照 蒸馏水 10 0
.

5 5 4士 0
.

1 4 6

表 6 对小鼠的化痰作用‘士
s )

组 别 剂量 (g / k g ) 鼠数 (只 )气管酚红排泌量年 g / m l)

H SB 2 2
.

5 10 2
.

8 0士 0
.

4 3

⋯
H SB 5

.

6 10 2
.

4 8士 0
.

3 9 二
番

草珊瑚 含片 2 10 2
.

3 6士 0
.

5 8
-

空自对照 蒸馏 水 10 1
.

6 9士 O
,

3 8

2
.

5 抑菌试验川
:

取供试 品 H S B 和草珊

瑚含片适量加水配成原液
,

1 : 5
、

1 :

10
、

1 :

2 0
、

1 , 4。的浓度
,

灭菌后使用
,

采用平皿挖

洞灌药法检测不 同浓度供式品的抑菌作 用
,

结果见表 7
。

H S B 对 5 种菌均有不同程度的

抑菌作用
。

2
.

6 毒性试验
:

急性毒性试验表 明
,

H S B 小

鼠灌 胃 L D S。

> 22 59 / k g (按生药量计 )
。

长期

毒性试 验 结 果 表 明
,

H SB 高 剂 量 每 日达

46
·

7 9 / k g (为临床 日用剂量的 1 0 0 倍 )
,

低剂

量 为 23
·

4 9 / k g 时供试 大 鼠一般状况 良好
,

血象检查及血液生化学检查各项指标均无明

显改变
。

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表明 H S B 对大
·

9 9
·



鼠心
、

肝
、

脾
、

肺
、

肾
、

肾上腺
、

脑
、

胃肠
、

膀胧及

生殖器官无明显毒性作用
。

因此 H S B 毒性

低
,

长期服用对血象
、

肝
、

肾功能无明显影响
。

表 7 抑菌试验结果

稀释度 原液 l
,
5 1

, 1 0 1 ,
2 0 1

, 4 0

样品 (1 ) (2 ) (1 ) (2 )(l )(2 ) (l ) (2 ) (1 )(2 )

甲型链球菌 一 一 一 + 一 + 一 + + +

乙型链球菌 一 一 一 + 一 + 一 + + +

肺炎球菌 一 + + + + + +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一 十 + + + + + + + +

大肠杆菌 一 + + + + 十 十 + + +

(l) 为 H SB (2 )为草珊瑚含片
“
一

”

为细菌不 生

长有抑菌作用 厂+
”

为细菌生长无抑菌作用

3 结论

文献记载木蝴蝶具润肺止咳
、

解郁平肝
、

收敛疮 口 的功能
,

临床用 于治干 咳
、

声音嘶

哑
、

咽痛
〔, 〕。

知母
、

麦冬具解热
、

抗菌
、

清炎
、

镇

咳
、

祛痰
、

镇静作 用
〔8
.93

。

蛇 胆 汁 可清 热 祛

痰
〔, “, 。

H S B 以木蝴蝶
、

知母
、

麦冬
、

蛇胆为主

要成分
,

用 于治疗急
、

慢性咽炎理论 根据可

靠
。

H S B 有 明显的镇痛
、

镇咳
、

抗炎
、

抗渗出

作用
,

还能增强呼吸道的分泌功能
,

体外抗菌

试验表 明 H S B 对 甲
、

乙型链球菌
、

葡萄球菌

等与急
、

慢性咽炎致病有关的细菌有不同程

度的抑菌作用
。

药效试验结果与 H S B 治疗

急
、

慢性咽炎的临床疗效相吻合
。

毒性试验结

果表明
,

H S B 毒性低
,

使用安全
,

值得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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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

的征文通知
为 了推动 中药新药的研 究与开发

,

总结与交流在中药新药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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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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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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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研究与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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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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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征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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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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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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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治疗艾滋 病
、

肝炎
、

种瘤
、

老年病
、

心脑

血管疾病等方面的中药新药和保健品的研究及临床报道
。

(6) 现代仪器分析在制定 中药新药质

量标准 中的应用
。

2 征文要求
:

凡应征的论文应是未发表过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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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论文字数限在 30 00 字以 内(包括图表

和 文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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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超过 30 条)
,

上述文章均附

1 50 字左右 的中
、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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誊写在 40 0 字稿纸上
,

并附单位介绍信
。

截稿 日期为 1 99 6
一

05
一

1 5
。

论文寄至
:

天 津市鞍山 西道 3 08 号《中草药》杂志编辑部
,

邮编 3 0 01 93
,

并在信封上注明《征文 》

字样
。

《中草药》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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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