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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风藤及其代用品药理作用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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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 择经典 的实验指标
,

对 海风藤 及其 3 种代用 品山药
、

石楠 藤及毛药 的药理作用进行 了

比较研究
。

结果表 明海风藤
、

山药 和毛药在抗 炎
、

镇 痛和抗血 小板聚集方面均有效
,

其中海 风藤作

用最 强
,

其次 为山药
、

毛药
。

石楠藤没有 明显的抗炎作用
,

其抗血小板 聚集及止痛作用稍强 于毛药
。

关键 词 海风藤 山药 毛药 药理作用

海风藤 P护e r k a d su r a (Ch o is y )O h w i为

胡椒科胡椒属植物
,

中医传统上用作行气止

痛
、

祛风除湿
。

目前各地也有用其同属植物石

楠 藤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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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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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代替其供临床药用
。

但

这 4 种药之间的质量标准和药理作用是否确

定相似而可以代用
,

还未有科学根据
,

为此
,

我

们对 4 种药从抗炎
、

镇痛
、

抗血小板聚集三方

面进行了药效学评价
,

同时还对 4 种药的急性

毒性进行了研究
。

1 材料

1
.

1 药品
:

海风藤
、

石楠藤
、

山药
、

毛药均采

集于福建
,

以 95 % 乙醇分别提取浓缩至所需

浓度
,

临用前生理盐水配制
。

4 种药品均由本

所资源室冯毓秀研究员 鉴定和提供
。

A D P 由

中 国科 学 院 上 海 生化 研 究 所 生 产 (批 号
:

8 9 0 2 0 4 6 )
。

1
·

2 动 物
:

昆 明种小 鼠
,

(2 0 士 2 ) g
,

W is t a r

大鼠
,

(2 5 0 士 3 0) 9
,

雌雄兼用
,

中国医 学科学

院实验动物研究所提供
。

动物合格证号
:

京动

管质字 (1 9 9 4 )第 0 5 2 号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抗炎作用的比较(lj
:

小 鼠随机分 14 组
,

每组 10 只
,

第 1 组为对照组
,

给予生理盐水
,

第 2 组为阳性对照组
,

给强的松
。

其余 4 个药

各设 3 个等 毒性 剂量 组 (详见 表 1 )
,

共 12

组
。

ip 给药
,

每只 鼠在给药后 3 0 m in 用 1 %

巴豆油致炎液 0
.

05 m L 涂于左耳
,

4 h 后用

直径 s m m 的角膜环钻将同部位左右耳廓冲

下
,

分别称重
,

以左右耳重量之差作为肿胀程

度的指标
,

结果见表 1
。

表 1 海风藤及其代用品抗炎作用

(鼠耳肿胀法
n ~ 1 0

,

又士 ; )

组 别 剂 量 肿胀度 抑制率(% )

对照组 一 2 1
.

3 7士 3
.

0 2 一

海风藤 1/ 3 L D S。 8
.

8 0 士 4
.

9 0 ”
‘

6 1
.

3 2

1/ 5 L D S。 13
.

8 8 士 3
.

0 2
健 , 件 3 7

.

4 9

1八 0 L D 5o 13
.

2 5 士 4
.

3 0
‘ 怪 苍

3 6
.

9 0

3 L D 5o

5 L D 5o

1 0 L D 5o

18
.

2 0 士 2
.

3 9

19
.

63 士 3
.

2 0

17
.

2 5 士 6
.

2 0

13
.

50 士 2
.

7 5

13
.

60 士 1
.

17

18
.

50 士 6
.

4 8

17
.

70 士 6
.

0 7

1 6
.

38 士 3
.

9 6

1 2
.

7 5士 4
.

1 0

10
.

()O

8
。

2 0

1 7
.

8 6

3 L D 5o

5 L D 5o

1 0 L D 5o

3 L D S 。

5 L D 5 o

1 0 L D
5 o

3 8
.

0 3

3 5
.

2 5

1 1
。

9 0

1 2
.

2 5

2 3
.

3 9

3 9
.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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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攻

关项 目
,

对鹰香
、

五加皮
、

海风藤进行药理活性
、

毒性研究
,

分别获得 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颁 发的 中医药科 技进步一等
、

二等
、

三

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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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表明海风藤和 山药 的抗炎作用

均随剂量的增加而增加 ; 毛药的抗炎作 用则

随剂量的增加而减弱
,

这可能是 由于 毛药 毒

性较大所致
。

石楠藤则不表现抗炎活性
。

2
.

2 镇痛作用的 比较 〔幻

2
.

2
.

1 小 鼠扭 体法
:

雄性 小 鼠随机 分为 6

组
,

每组 10 只
,

正常对照组给生理盐水
,

阳性

对照组给乌头碱
。

其余 4 组为给药组
,

每只小

鼠分别 iP 给药 (剂量见表 2 )
,

30 m in 后每只

ip 0
.

5 %醋酸 0
.

2 m L
,

记 录注射 醋酸后 15

m in 内小 鼠扭体次数
,

结果见表 2
。

裹 2 海风藤及 其代用品的镇痛作 用

(小鼠扭体法 n 一 10
,

万士s)

组 别 剂 量 扭体 次数 (15 m in 内) 抑制率 (% )

对 照组 一 1 3
.

90 士 1
.

30

海 风藤 1 / S L D S。 1
.

9 0士 2
.

7 0 “
‘

8 6
.

5 1

石 楠藤 1 / S L D S。 5
.

8 0士 3
.

1 0 “
‘

5 8
.

2 7

山 药 l / 5 L D S。 4
.

1 0士 3
.

1 0
“ “ ‘

7 6
.

5 0

毛 药 1/ 5 L D S。 7
.

2 0士 4
.

1 0
‘ 赞 ’ 4 8

.

2 0

乌头碱 0
.

1 m g / k g l
·

8 0士 2
·

1 0 “
‘

8 7
·

4 1

与对照组 比较
: ’

“尸< 0
.

0 01

从表 2 可以看 出
,

海风藤等 4 种药对小

鼠醋 酸 致痛 均 有 明 显 的镇 痛 作 用
,

在 1/ 5

L D
S。

剂量下作用强弱依次为海风藤
、

山药
、

石

楠藤和毛药
。

2
.

2
.

2 热板 法
:

把雌 性小 鼠置于热板 表面

(温度 55 ℃ )
,

以小鼠出现舔后足的时间作为

该 鼠的痛闭值
,

连续测试 2 次的平均值作 为

给药前 的基础痛闭
,

留用 15 5 一 30
5 之间的

小 鼠
,

随机分为 6 组 (同 2.. 2
.

1 )
,

给药剂量见

表 3
,

给药后 1 5
、

3 0
、

6 0
、

9 0 及 1 2 0 m in 时测痛

阑
,

超过 6 0 5 者将小 鼠取出
,

以 60 5 计
。

从表 3 可见海风藤在 1 / 1 0 L D S。

剂量下
,

对小鼠热板致痛的止痛效果最好时间是给药

3 0 m in
,

到 6 0 m in 止痛效 果降低 了一半左

右
。

山药在 1 /1 O L D
S。

剂量下
,

止痛作用开始

时间从 1 5 m in 可持续到 1 2 0 m in 均有效
,

其

最大痛闭提高百分率低于海风藤
。

石楠藤和

毛药的作用不明显
。

2
.

3 对 A D P 引起体 外血小 板聚集作用 的

影响 (比浊法 )〔
3〕 :

先制备大 鼠富含血小板血

浆 (P R P )和贫血小板血浆 (PPP )
。

用 PPP 和

P R P 调整血小板聚集仪最大和最小透光率
。

取 PR P 0
.

4 m L 加入硅化好的 比色杯 中
,

温

育 3 m in 后分别加入生理盐水 (对照杯)和 4

种药各 0
.

5 m L
。

4 种药分别设 2 个浓度 (详

见表 4)
,

再 加人 A D P 0
.

05 m L 诱导血小板

聚集
,

用血小板 聚集仪记录 PR P 聚集程度
。

以血小板聚集抑制率和 最大聚集百分率 比较

海风藤及 3 种代 用品抑制血小板 聚集的强

度
,

结果见表 4
。

表 4 海风藤及其代用 品对 A D P 引起血小板聚集

的抑制作用 (n 一 8
,

无士 , )

组别
剂量 血 小板 聚集

(m g / m L ) 抑 制率 (% )
血小 板最大
聚集率 (肠 )

对照组

海风藤

石楠藤

山 药

毛 药

6 6
.

5 0 士 1 3
.

4 0

2 6
.

4 0 士 6
.

50

3 1
.

22 士 12
.

80

2 0
.

80 士 14
.

50

66
.

30 士 6
.

6 0

3 0
.

0 0 士 13
.

4 9

2 8
.

20 士 13
.

00

15
‘

0 0 士 1 1
.

50

8 0
.

5 0士 1 2
.

2 0

2 9
.

3 0 士 1 2
.

8 0
修 替 苦

6 1
.

8 0 士 11
.

0 0 关 倪

54
.

66 士 14
.

8 0
苍 蔑

6 2
.

80 士 16
.

8 0
笼

2 8
.

80 士 7
.

3 6 赞 等 苍

6 1 40 士 12
.

0 0 怜 畏

5 7
.

4 0 士 13
.

6 6
备 普

68
.

60 土 11
.

6 0

105105105105

与对照组 比较
: ’

尸< 0
.

0 5 “ 尸< 0
.

01 “
’

尸< 0
.

0 01

痛 闭

提高值

表 3

用药后平均痛阂一 用药前基础痛闭

血小板 聚集

抑制率 (% )

用药前基础痛阐
X 1 0 0%

海风藤及其代用品镇痛作用的比较

(小鼠热板法 n 一 10
,

万士s)

血小板最大

聚集率 (% )

对照管血小板聚集率一 给药管血小板聚集率

对照管血小板聚集率

X 10 0 %

量上里皇里丝卫壁里邀鱼氢里
又 10 0 %

9 0

。别 , , , 5 m in 。

黔魔夏岔弋;戈盆
, 2。m in

对照组

海风藤

石楠藤

山 药

毛 药

乌头碱

一 2 1
.

70

l / 10 L D s。 1
.

4 9

1 / 1 0 L D S。 2 2
.

00

l / 1 0 L D S。 3 1
.

10

1 / 1 0 L D S。 3 0
.

60

0
.

0 25 m g / k g 3 2
·

70

2 0
.

00

6 4
.

4 7

2 7
.

1 2

3 6 10

3 0
.

9 0

4 0
.

9 0

21
.

5 0 1 8 25

32
.

7 0 2 1 40

31
.

0 7 2 2 00

47
.

9 0 4 6
.

00

24
.

7 0 2 5 5 5

81
.

7 0 2 9
.

70

19
.

5 0

19
.

50

18
.

60

29
.

30

2 2
.

40

2 5 40

表 4 数据表明海风藤及代用品对 A D P

引起 的血小板聚集均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
,

海

风藤和 山药的作用相 当
,

最大抑制率达 66 %

以上
,

毛药和石楠藤的作用次之
。

2
.

4 急性毒性实验〔们 :

小鼠雌雄各半
,

随机

分为 8 组
,

每组 10 只
,

禁食 24 h 后给药
。

海

.

6 7 8
.



风藤
、

石楠藤和 山药给药后 30 m in 小 鼠呈活

动迟缓状
,

l h 后呼吸抑制直至缓慢死亡
。

而

毛药给药后 Z m in 一 3 m in 出现全身震颤
、

肌

张力增加
、

四肢强直等中枢兴奋状态
,

30 m in

左右急速死亡
。

上述 4 药均在 6 h一 12 h 左

右死亡率达高峰
,

24 h 后各组存活小 鼠逐 渐

恢复正常
。

按寇 氏法求得各药的 L D
S。

见表 5
。

表 5 海风藤及其代用品的 L D , 。(王士 s ,

m g / kg )

组 别

海风藤

石楠藤

给药途径 L D 5o

lp

i P

::
药药山毛

海风藤

石楠藤
终
1 g

终
lg

2
.

4 0 士 0
.

1 3

2 18 士 0
.

1 1

1
.

7 6士 0
.

1 1

1
.

0 5士 0
.

0 5

5
.

80 士 0
.

5 1

6
.

9 5士 0
.

4 0

10
.

7 1士 1
.

2 1

3
.

6 5士 0
.

2 0

药药毛山

实验结果表明 4 种药毒性 由小到大的顺

序依 次为
:
19 给药 山药

、

石楠藤
、

海风藤
、

毛

药
,

ip 给药海风藤
、

石楠藤
、

山药
、

毛药
,

其中

毛药毒性最大且中毒症状明显
。

3 讨论

我们按照海风藤的传统用法选择经典的

实验指标对海风藤及其 3 种代用 品石楠藤
、

山药 和毛药从抗炎
、

镇痛及抗血小板 聚集三

方面进行 了 比较研究
。

实验结果证实海风藤

具有消炎止痛
、

活血化痪的作用
,

山药具有海

风藤相同的药理活性及相 似的活性强度
,

因

此认为山药可作为海风藤 的首选代用品
。

本

研究还发现石楠藤 的抗炎作用不 明显
,

止痛

及抗血小板聚集作用均弱于海风藤与 山药
。

而毛药在 4 种药中毒性最大
,

中毒症状 明显

且镇痛及抗血小板聚集等作用又较弱
,

因而

认为毛药不宜为海风藤的代用 品
,

对毛药的

使用应慎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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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中国药科大学 学报》创刊 干 1 9 5 6 年
,

是 由中国药科大学主办
,

经 国家科委批 准出版的药学学术期 刊
。

本

刊立足本 校
,

面向全 国
,

刊载药 物化学
、

生药学
、

中药学
、

药剂学
、

药物分析
、

生物制药
、

药理学等学科 及其相关

学科 的研究原著
,

辟 有研 究论文
、

研 究简报
、

技术 交流
、

快讯
、

综述等栏 目
。

欢迎全国药学科研工作者踊跃投稿

并 订阅本 刊
。

本 刊为双月刊
,

大 16 开
,

每期 8C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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