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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华盖咳喘饮经临床验证具有镇咳
、

祛痰
、

消炎等作用
,

主要用于防治急慢性支气管炎
,

对支

气管扩张
、

顽固性肺结核病也有较好的疗效
。

本研究证明
:

该方剂确具明显的镇咳
、

祛痰
、

平喘
、

消炎的作用
,

对溶血性链球菌
、

结核杆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

并对小鼠的免疫功能有增 强 作用
,

且与机体所处的免疫状态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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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盖咳喘饮从临床验方整理而得
,

由杜衡
、

陈皮
、

百部
、

党参
、

丹参
、

川贝
、

甘草等组

成
。

据中医理论
,

以扶正固本为基础
,

按病情轻重及痰液稀浓
,

研究设计优化组合成 I
、

I

号方剂
。

近 40 年实践证明疗效可靠
。

本实验较系统地观察其镇咳
、

祛痰
、

平喘
、

消 炎 等 作

用
,

并对其抑菌作用及对免疫功能的影响进行研究
。

1 实验材料

药物
:
华盖咳喘饮为市购中药用常规方法煎制

、

过滤
、

浓缩而成的 50 %煎液
,

p H 7
.

1 ,

置

于 4℃保存备用
。

无水硫酸钠为上海试剂总厂第四分厂生产 ; 酚红为军事科 学 院 提供
。

动物
:
昆明种小鼠体重 2 0

.

12 士 1
.

2 2 9
,

雌雄各半
,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动 物中心提供 ;

豚鼠 27 8 士 1 2
.

59
,

雌雄兼用
,

由本院动物科提供
。

2 方法和结果

2
.

1 镇咳试验

2
.

1
.

1 二氧化硫致咳法 c1 〕:
预防作用

:
取小鼠 60 只

,

随机分 3组
,

每组 20 只
,

雌雄各半
。

用药

组分别灌入 I
、

l 号药 1
.

6 9 / k g ; 对照组灌入等量的生理盐水
,

30 m in 后用二氧化硫致 咳法

引咳
,

分别观察并记录致咳后 5 、 2 0 、 6 0 、 1 2 0 、 2 4 0m i n 时 9 0 5
内咳嗽次数

,

结果见 表 1
。

表 1 华盖咳喘饮 I
、

I 号对映嗽的顶防作用 ( 万 士 5 0 )

箭
。

住事
L g J

潜伏期
( m i n )

致咳次数
/ 9 0 5

连续观察咳次 / 9 0 5

5位 i n 2 0 m i n 6 0m i n 1 2 0 m i n 2 4 0m i n

2 0 3 0
。
0 5 士 3

。
2 7 15

。
4 士 7

。
7 0 3 5

。
0 0士 7

。
2 3 5 5

。
4 0士 8

。
3 1 4 4

。
7 1士 11

。
4 0 3 5

。
6 0士 1 1

。
2 1 2 4

。
3 4 士 9

。
2 6 12

。
0 0土 11

。
7 3

2 0 3 1
。
5 2 士 2

。
8 1 1 9

。
4 1士 4

。
3 6 2 1

。
0 0 士 8

。
1 0 16

。
7 0 士 6

。
4 0 6

。
0 0士 4

。

6 0 10 1
。
0 0士 1

。
6 0 0

。

2 0 3 1
。
3 4 士 3

。
1 0 2 3

。
7 1 士 2

。
13 1 0

。
5 0 士 1

。
5 0 2 7

。
5 土 0

。
5 1 2 2

。
0 1士 1

。
4 3 9

8 0士 2
。

。
3 1士 1

。
2 3 3

。
7 5士 2

。

3 8 0 。

5 0 士 1
。

6 5士 2
。

对照组工号药n号药

治疗作用
:
取小 鼠60 只

,

随机分 3组
,

每组 20 只
,

雌雄不拘
。

用上述方法引咳
。

记录 9 05 内小鼠

咳嗽次数后
,

其中两组分别灌入 I
、

I 号药 1
.

6盯 k g进行治疗
,

余组给予等量的生理盐水
,

观

察方法同前
,

记录药后 20
、

60
、 1 2 0 、 2 40 m in 时 9 05 内咳嗽次数

,

结果见表 2
。

2
.

1
.

2 拘椽酸致咳法〔 2 〕:
取豚鼠15 只

,

体重 2 42 士 1 1
.

59
,

雌雄兼用
,

随机分为 3组
。

将 豚

鼠置于密闭透明的喷雾室内
,

以 7 9
.

89 k P a的压力通过玻璃喷雾头喷入 1 7
.

5 % 构 椽 酸 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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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华益咳喘饮 I
、

l 号对咳嗽的洽疗作用 ( 了 士 5 0 )

小鼠
体重

用药后咳次/ 9 0 5

组别 n 致咳次数/ 9 05
20m i n 0 6m i n 2 1Qm i n 24 0 m i n

对照组 20 3 1
.

0 4 士 1
.

9 4 8 1
.

8 0 土 3
一
9 9 2 6

.

2士 3 1
.

3 4 27
.

30 士 9
一

30 39
.

4 3士 7
。
0 230

.

12士 。
.

0 ` 2 1
.

3 3士 1 1
.

0 1

I 号药 20 30
.

20 士 2
.

0 1 15
.

7 0 士 5
。

13 5 2
.

4 1士 1 1
.

9 0 1, 7 0士 2
.

0 0 1
。
2 士 1

.

4 7 0
。

2 0士 0
.

通0 1
. 2 土 1

。
4 7

11 号药 2 0 3 1
.

1 6士 2
。

1 4 1 6
.

1 9士 1
。 4 1 2 8

.

0 3 士 3
.

0 4 1
。

5 1土 0
。

5 0 0
.

8 4士 0
.

5 1 0
。

0 7土 0
。 2 6 0

.

0 0士 0
.

0 0

l m in 后终止喷雾
,

而后记录 s m in 内咳嗽次数
,

咳嗽以听到声音为准
,

选 s m in 内咳次达 10 次

以上的豚 鼠备用
。

按咳次及体重随机分 3组
,

分别灌入同前剂量的 I
、

I 号药及生理盐水
,

30 m in 后用同样条件测试
,

结果见表 3
。

表 3 华盖咳喘饮对拘粉破致咳的作用 ( 了士 5 0 )

药前咳嗽 药后咳嗽

组别
潜伏期 ( m i n ) 致咳次 / s m i n 潜伏期 ( 口 in )

对照组

I 号药

n号药

4
。
0 1士 0

。
7 1

3
。
2 7士 0

。
3 2

4
。

1 1士 0
。
2 9

1 4
。
9 0士 2

。
1 4

1 6
。
1 3士 1

。
9 6

1 6
。

4 7土 0
。
9 1

3
。
9 8土 1

。
1 0

6
。

9 0士 0
。

6 4

5
。
9 6士 1

。
1 3

咳嗽次数 / s m in

1 4
。

1 9士 1
。

4 4

4
。
0 1士 1

。
17

4
。
8 1土 2

。
2 0

2
.

2 祛痰作用
:
小鼠 60 只

,

随机分 3组
,

雌雄不拘
,

分别灌入同前剂量的 I
、

I 号 药 液 及

等量的生理盐水
,

30 m in 后按酚红祛痰法 〔约灌洗呼吸道
。

用 7 2 1一分光光度计检测酚红 排 出

量
,

结果见表 4
。

2
.

3 平喘作用〔幻 :
取豚鼠 12 只

,

随机分 2

组
,

一组灌入 I 号药 1
.

6 g/ k g
,

二组灌入 等

量的生理盐水 , 30 m in 后用 2 %乙酞胆 碱 和

。
.

1 %磷酸组胺混合液喷雾致喘
,

以致喘 潜

伏期及晕倒症状为观察指标
,

结果表明
,

用

药能明显延长潜伏期 8
.

4 士 o
.

ll m in
,

但无 1

例晕倒
。

表 4 华盖咳喘饮 1
、

I 号的祛痰作用

( 了士 S D )

组别 n
件季
L g 少

酚红排出量

( 卜g / m l )

0
。
5 1士 0

。
0 1 3

0
。

9 4土 0
。

0 1

1
。
3 4土 0

。
0 3

排出增加百

分率 ( % )

对照组 2 0 3 1
.

4 2士 3
.

1 4

I 号药 2 0 2 9
。
9 7士 2

。
5 7

11 号药 2 0 3 0
。
9 7士 2

。
` 1

8 4
。

3 1

1 6 2
。
1 5

2
.

4 抗菌作用
:
用微生物学常规体外试验方法对多种细菌进行培养

,

结果证明该方剂对呼

吸道常见病菌如
:
肺炎球菌

、

溶血性链球菌
、

结核杆菌均有抑制作用
,

最小抑菌浓 度 ( M 一

I C ) 依次为 1 : 3 2
、

1 : 1 6
、 一: 5 ( 镜检结核菌表面生长M I C为 1 : 2 0 ,

深部生长一, 3 )
。

3 讨论

祖国医学对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生和发展进行研究
,

初步明确病因与 2个因素有关
:

一是

六淫外邪的侵袭 ; 二是脏腑功能的衰退
。

咳
、

痰
、

喘
、

炎与肺
、

脾
、

肾功能衰退有关
。

现代

医学认为病因有三方面
:
一是垂体

一
肾上腺皮质功能的低下 ; 二是机体免疫功能低下

;
三是

植物神经功能素乱
。

针对病因研拟的华盖咳喘饮
,

内含杜衡能散风去寒
,

活血定痛平喘 , 百部能明显抗菌
,

对各种呼吸道常见菌及人型结核杆菌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 丹参除对心血 管
、

脂 代

谢
、

中枢神经系统有作用外
,

对结核杆菌等也有抗菌作用 , 陈皮具有促消化功能
,

有增加肾

上腺素作用
,

可 用于湿痰奎塞性咳嗽
、

并可缓解胸闷等
;
川贝母可润肺散结

,

止咳化痰〔 3〕
。

( 下转 第 5 3 5 页 )

5 3 2
.



从表 5 看出
,

晒千率最高的也是试验 3

验 1 和试验 2 晒千率也明显低于对照
,

这说

明 由于氮的增加
,

体内水分 加大
,

晒干率下

降
,

随着氮的减少
,

晒干率增加
,

合理的肥

料配比会使晒千率增加
,

试验 3 的晒干率就

略高于对照
。

2
.

5 追施无机氮对加工红参的影响
:

有人认

为人参施无机肥会影响红参的成货率
,

加工

过程中人参会破裂
。

就此 问题对本试验不同

试验的人参傲了加工红参的观察 ( 表 6 )
。

而晒干率最低的是试验 6
,

为单施氮试验
,

试

表 6 不同追肥对加工红参的影晌

试验号 加工人参数 (支 ) 破裂数 (支》 破裂率 ( % )

从加工情况看
,

施无机肥对加工红参的成货率没什么影响
。

而且肥料配方合理还会使成

货率提高
。

表中的处理 3 就没有破裂现象
,

这也说明不施肥的土壤中若各种营养 成 分不 相

当
,

也会使人参内的 各种有机成分含量和组成有所不同
,

因而导致其质量和加工成货率有所

不 同
。

如果根据人参的吸肥规律来调节土壤中的营养成分
,

使土壤中各种营养比例适中
,

会

有利于人参的品质与加工
。

3 小结

3
.

1 抚松县第一参场的腐殖土上追施氮磷的最佳配比为
:

N
:
P

Z
O 。

( l : 2
.

6 )
。

3
.

2 在人参上合理追施无机肥氮和磷
,

不会降低人参的晒干率
,

还有助 于晒 干率 的提高
。

3
.

3 在人参上合理追施氮和磷
,

不但不会降低红参加工的成货率
,

还会提高红参的成货率
。

3
.

4 合理追施氮和磷
,

不会使人参烂根
,

也不会降低保苗率
。

( 1 9 0 3一 0 9一 2 0收稿 )

( 上接第 53 2 页 )

党参能增强机体抵抗力与抗炎作用
,

能促进腹腔 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

对
“
虚证

”
有增强免

疫的功能 ; 而甘草也有抗炎作用
,

对
“
虚证

”
的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有增强作用

,

可抑制

变态反应
,

增强免疫功能
,

能拮抗组织胺
、

乙酞胆碱
、

慢反应物质对离体支气管平滑肌收缩

作用 〔们
。

该方 中所含的滋阴类中草药可对抗糖皮质激素反馈性抑制作用〔 5〕
。

许多临床 及实

验资料表明各种虚证患者或老年人等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免疫功能低下
,

因此对这些病人采用

补方治疗有
一

定的作用〔 6〕
。

本方 剂为临床验方
,

临床资料已表明
,

其可对症治疗外
,

尚具有扶正固本作用
。

本次试

验证明其确有镇咳
、

祛痰
、

平喘
、

消炎等作用
,

能明显增强免疫功能
,

对呼吸道常见菌均有

明显抑制作用
。

本方剂扶正固本作用可能与增强免疫功能有关
,

详尽机理仍需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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