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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实验与临床观察
·

牛齿根与牛黄的解热及镇静作用比较

山东中医学院( 济南 2 50 0 14 ) 郭淑 民
庵

苏燕生 “ 王汝娟

摘 耍 比较了牛齿根与牛黄
、

人工牛黄的解热及镇静作用
,

实验结果表明
.

牛齿根的解热及镇静

作用比人工牛黄更接近于牛黄
。

关桩词 牛齿根 牛黄 人工牛黄 解热作用 镇静作用

牛黄是名贵中药
,

应用于解热镇静
、

强

心
、

消炎
、

利胆等方面
。

但因价格昂贵
,

临床多

以人工牛黄代替之
,

而人工牛黄尚需改进
〔 , ’ 。

因此寻找新的牛黄代用品是很必要的
。

有报

道用牛齿根代替牛黄治疗小儿热病惊风有奇

效
〔2〕 ,

为此我们曾做过牛齿根与牛黄
、

人工牛

黄的成分 比较
〔 , 〕 。

本文报道牛齿根与牛黄
、

人

工牛黄的解热及镇静作用的比较
。

1 原料的来源及处理

牛黄产于 山东
,

人工牛黄产于内蒙
,

牛齿

根产于山东 (在济南市农贸市场收购 )
。

取 30

余头老黄牛的新鲜颗齿根
,

剔除牙髓
,

洗净
,

烘干 ( 8 0 ℃烘 7 ~ s h
,

l o 5 C烘 3h )
。

粉碎
:

上述三药分别研磨
、

球磨并过 2 00

目筛
。

经烘干粉碎过筛后
,

每头牛可得牛齿根

粉约 8 9
。

药液的配制
:

将上述 3 种药粉分别以轻

甲基纤维素钠为助悬剂配成 0
.

2 9 /m l 的混

悬药液
。

2 方法
2

.

1 解热作用
:

取体重 2
.

5 士 0
.

sk g 的健康

家兔
,

雄雌 (不孕 )兼 用
,

测肛温 (温度计深入

sc m 左右
,

两次误差不超过土 0
.

2℃ )
,

筛选出

体温 38 ~ 39 C的 30 只合格家兔
,

随机分为 4

组
,

牛黄组及对照剂组分别为 5 只
,

人工牛黄

组及牛齿根组分别为 10 只
,

然后注射伤寒
-

副伤寒甲
、

乙三联菌苗 ( l m g k/ g )约 l h
,

体温

升高 I C左右
,

分别灌服药液 (0
.

2 9 k/ 妒及对

照剂
。

对照剂为同浓度助剂
。

数据见表 1
。

3

种药物都不同程度的能使伤塞
一

副伤寒甲
、

乙

三联菌苗所致家兔体温下降
,

其中以牛黄解

热最快
,

且强
,

约 h2 体温即下降至正常
,

牛齿

根仅次于牛黄
,

比人工牛黄效果好
。

表 1 实验家兔体温 ( C )

组别 牛黄 人工牛黄 牛齿根 对照利

动物数 (只 ) 5 10 10 5

正常体温 3 8
.

9士 0
.

3 3 8
.

8士 0
.

4 3 8
.

9士 o
·

4 3 9
.

0士 o
·

3

致热后 l h 4 0
.

6士 0
.

3 4 0
.

6士 0
.

7 4 0
.

8士 0
.

5 4 0
.

3士 0
.

2

药后 0
.

s h 4 0
.

3士 0
.

4 4 0
.

4士 0
.

4 4 0
.

5士 0
.

3 4 0
.

1士 0
.

4

药后 1
.

o h 3 9
.

6士 0
.

6 39
.

9士 0
.

舀 3 9
.

9二 少
.

4 4 0
,

2士 0
·

3

药后 1
.

5 h 3 9
.

2士 0
.

4 3 9
.

7士 0
.

3 39
.

6士 0
.

2 1 0
.

2士 0
.

4

药后 2
.

o h 3 9
.

0士 0
.

6 3 9
.

1土 0
.

6 39
.

2士 0
.

4 4 0
.

1士 0
.

3

药后 2
.

s h 3 9
.

1士 0
.

4 3 9
.

3士 0
.

6 39
.

2 士 0
.

5 3 9
.

9士 0
.

4

药后 3
.

o h 3 9
.

1士 0
.

5 3 9
·

2士 0
·

4

药后 3
.

s h 3 9
.

1士 0
.

3 3 9
.

7士 0
.

3

药后 4
.

o h 3 9
.

1士 0
.

5 3 9
.

2士 0
.

5

药后 4
.

s h 3 9
.

0土 0
.

4 3 9
.

4士 0
.

4

药后 5
.

o h 3 9
.

0士 0
.

4 3 9
·

2士 。
·

5

药后 5
.

s h 3 9
.

1士 。
.

4 3 9
.

1士 0
.

4

药后 6
.

oh 3 9
.

0 士 0
.

4 3 9
.

2士 0
.

4

2
.

2 镇静作用

2
.

2
.

1 直接观察法
:

体重 20 士 2
.

鲍 小鼠 80

只
,

雄雌兼用
,

观察其正常活动情况
,

随机分

为 4 组
,

灌胃给药 (0
.

29 k/ g ) 给药后可观察

到给药组小鼠活动逐渐减弱
,

直至安静不动
。

用棍棒触 鼠尾及 鼠须时反应较迟钝
,

仅翻正

反射依然存在
,

无 1 例睡眠
,

无 1 例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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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3组情况不相上下
,

对照组小鼠活动正常
。

2
.

2
.

2 3 种药液对小鼠自主活动的影响
:

取

小鼠 4 0 只随机分 4 组
,

小鼠条件及给药同

前
。

药后 h1
,

每次取各组小鼠 2 只
,

同时放入

GJ
一

7 90 6 型三光道光 电活动记录仪中
,

适应

环境 s m in 后记录 1 0m in 内各组 小鼠的活动

数
,

结果见表 2
。

牛齿根显示出抑制小鼠自主

活动的作用
.

但作用弱于牛黄接近人 工牛黄
。

表 2 药物对小良自主活动的影响 x( 士 s )

组别

牛黄

实验 次数 (鼠数 ) 小鼠 自土活动数 尸 值

人工牛黄

牛齿根

对照剂

2
.

2
.

3

5 ( 10 )

5 ( 1 0 )

5 ( 10 )

5 ( 10 )

5 60
.

4士 17 6
.

1

5 9 3
.

8士 19 1
.

0

5 98
.

0士 2 0 9
.

3

7 5 6
.

2士 17
.

卜 七玉

`了 门
.

( ) 1

< 0
.

0 5

( 0
。

0 5

批放于转速 为 1 5 r / m in 的滚棒上
,

能于棒上

停留 Zm in 而 不跌落的即为合格
,

不合格再

重复 2 次
,

若能达到 Zm in 不跌落也为合格
,

如此选出 80 只小鼠
,

分组给药 同前
。

于药后

3 0
、

6 0
、

g o m i n 将小鼠放于滚棒上接受实验
,

记录各动物在滚棒上停 留时间并计算跌落百

分率
,

结果见表 3
。

用药组与对照组于用药后

60
、

g o m in 后差异显著
,

牛齿根与牛黄
、

人工

牛黄 一样具有降低小鼠协调运动作用
。

2
.

2
.

4 对戊巴 比妥钠 闽下催眠作用的影响
:

取前述 同样的小鼠 80 只
,

分组给药同前
,

药

后 3 o m i n i p 戊 巴妥钠 z sm g / k g ,

每 Zm i n 进

行一次翻正反射实验
。

以翻正反射消失 l m in

滚棒实验
:

将前述相同条件的小鼠分

农 3 小眼滚格实验结果

落下动物数 /动物总数 表演时间 ( s )

组别
3 0 m in

14 / 2 0

1 4 / 2 0

1 3 / 2 0

5 / 2 0

6 0m l n

18 / 2 0

17 / 2 0

1 7 / 2 0

5 / 2 0

9 0 m i n

18 / 2 0

1 7 / 2 0

16 / 2 0

5 / 2 0

3 0 m in 6 0m i n

牛黄

人工牛黄

牛齿根

对照剂

70
.

4士 3 0
.

7

7 1
.

0士 2`
.

6

7 2
.

6士 3 1
.

2
.

1 00
.

1士 2 3
.

1

6 0
.

4士 2 7
.

4

6 0
.

8士 30
.

2

6 2
.

2士 2 8
.

1二
1 0 1

.

7士 2 2
.

6

5 9
.

2士 2 1
.

3

5 9
.

9士 2 7
.

1

62
.

7士 2 6
.

6

…
1 10

.

8士 1 8
.

3

哥
P > 0

.

0 5
. 母

P < 0
.

0 1
卜

” P < 0
.

0 0 1

以上者为动物睡眠指标
。

记录入睡并统计处

理
。

结果 见表 4
。

所试药物对戊巴比妥钠均显

出协同作用
,

牛齿根不如牛黄和人工牛黄
。

衰 4 3 种药物对戊巴比妥钠阅下催眠的形响

组别 动物数 ( f芝) 入睡数 (只 ) 入睡率 ( % ) 尸 值

牛黄 2 0 1 7 8 5 < 0
.

0 1

人工牛黄 2 0 15 7 5 `
之0

.

0 1

牛齿根 20 11 55 < .0 05

对照剂 2 0 3 15

2
.

2
.

5 延长戊巴 比妥钠睡眠时间的实验
:

选

上述相同小鼠 80 只
,

分组给药也同前
,

药后

3 o m i n 后 由腹腔注射 戊巴 妥钠 ( 3 5m g / k g )
,

结果见表 5
。

牛齿根有延长戊巴比妥钠睡眠

时间的作用
,

但作用远不如牛黄及人工牛黄
。

表 5 延长戊巴比妥钠睡眠时间实验

组别 动物数 (只 ) 睡眠时间 ( m in) 尸值

牛黄 2 0 1 5 9
.

7士 4
.

3 < 0
·

0 1

人工牛黄 2 0 1 42
.

5士 5
.

5 < 0
·

0 1

牛齿根 2 0 1 0 8
.

3士 5
.

1 ( 0
·

0 5

对照 2 0 9 6
.

2士 3
.

6

3 结果与讨论

3
.

1 牛齿根对发热家兔有解热作用
,

降温效

果不如牛黄
,

但优于人工牛黄
。

3
.

2 通过观察牛齿根
、

牛黄
、

人工牛黄对 小

鼠一般行为
,

自主活动及滚棒实验
,

表明牛齿

根与牛黄
、

人工牛黄一样对小鼠自主活动及

被动活动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3
.

3 牛齿根有催眠作用
,

有延长戊巴比妥钠

睡眠时间的作用
,

效果不如牛黄和人工牛黄
。

综上所述
,

牛齿根不仅金属元 素的含

量
L3〕 ,

而且在解热
、

镇静作用方面也与牛黄接

近
,

在某些方面甚至优于人工牛黄
。

这不仅可

以解释用牛齿根代替牛黄
,

治疗小儿热病惊

风有奇效的原因
,

而且也为牛齿根代替牛黄
、

人工牛黄提供了实验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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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母多糖降血糖活性研究

安徽大学现代实验技术中心
、

生物系 (合肥 2 3。。29) 王 靖
辛

葛盛芳 陈 琦 李国贤

摘 要 治疗糖尿病中药
“
玉液汤

”
中

,

知母是主药
。

本文研究了百合科植物知母多糖的降血糖活

性
。

知母根茎经热水提取
、

乙醉沉淀
、

稀碱脱蛋白
,

得到的多糖给小鼠灌胃
,

结果表明知母多糖可使

小鼠的血糖及肝糖元含量明显降低
,

而血脂含量几乎没有变化
。

若为腹腔给药
,

该多糖也有降血糖

活性
。

灌胃四氧啥陡高血糖小鼠
,

其血糖含量也有明显下降
。

关挂词 知母 多糖 降血糖活性

l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

知母购 自合肥 中药批发站
,

由安

徽大学生物系周瀚儒教授鉴定
。

实验中所用

试剂均为分析纯或化学纯
。

动物为昆明种小

鼠
,

体重 2 59 左右
,

雌雄各半
,

由中国科技大

学动物房提供
。

1
.

2 方法

1
.

2
.

1 多糖的提取
:

知母根茎粉碎后
,

用温

水浸泡
、

匀浆
、

过滤
、

乙醇沉淀
。

用无水乙醇
、

乙醚洗涤
,

干燥后得黄褐色粗糖
。

粗糖溶液加

入 l m o l / L N a B H
;

和 0
.

l m o l / I
J

N a O H 溶

液
。

40 ℃恒温 24 h
,

取 出中和
,

透析
,

冷冻干

燥
。

得脱蛋白的知母多糖
,

用于降血糖实验
。

1
.

2
.

2 多糖性质的检测
:

iD hs
。 反应

:

采用

硫酸咔哇法
〔, 〕 。

皂贰检识反应
:

取多糖少许
,

用氯仿溶解
,

加入浓硫酸
,

观察在硫酸层与氯

仿层间有无颜 色反应
。

蛋 白质测 定
:

采用

F ol in
一

酚法
。

多糖含量测定
:

采用硫酸
一

苯酚

法
〔2〕 。

多糖的红外光谱
:

取样品 l m g 压片
,

在

4 5 0 ~ 4 0 0 0 e m 一 1 。

1
.

.2 3 降血糖实验
:

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测

血糖含量 (试剂盒 由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提

供 )
。

总血脂测定按照香草醛法
。

肝糖元测定

采用蕙酮比色法
。

2 结果

2
.

1 知母多糖粗糖得率为 8
.

6 %
,

经稀碱脱

蛋白后测其性质
,

硫酸咔哇反应呈阴性
;
说明

该多糖不含糖醛酸
;
其皂贰检识反应呈阴性

。

蛋 白质含量 极微
,

多糖含量为 94
.

2%
,

其余

为少量的水分和 灰分
,

其 红外光谱中 3 41 0
,

2 9 2 0
,

1 6 3 0
,

1 4 2 0
·

1 3 8 o e m
一 `

为多糖 的特征吸

收峰
。

2
.

2 灌胃知母多糖对小 鼠血糖
、

总血脂和肝

糖元的影响
:

将 48 只未禁食的 小鼠分为 4

组
,

1 组灌 胃生理盐水作对照
,

2
、

3
、

4 组分别

灌胃 5 0
、

1 0 0 和 3 0 0 m g / k g
。

给药 6 h 后断头

处死小鼠
,

取血液
,

离心分离血清
、

测血清血

糖和总血脂
。

取肝组织测肝糖元
,

结果如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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