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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实验与临床观察

赛葵的解热镇痛抗炎作用

北京医科大学 药理学系 ( 1 0 0 0 8 3 )

广 西半宙制药 集团

广 西中 医学院药学 系

罗谋伦
来

钟 文

黄世英 谢 崇源

摘 要 采用伤寒
一

副伤寒菌苗致热家兔法研究 赛葵 的解热作 用
,

热板法 和扭体 法研 究赛葵 的镇

痛作用
,

二 甲苯致炎 鼠耳肿胀法和腹 腔毛细血管通透性法研究赛葵 的抗炎作 用
。

结果表 明
:

赛葵全

草 1 0
、

20 m g / k g ig 给 药能降低 发热家兔的体温
,

延长 小 鼠的痛反应 时间
,

减少扭体鼠数和扭体次

数
,

2 0 m g / k g 抑制 鼠耳 的肿胀及抑 制小 鼠腹腔 毛细血 管通透性 ;赛 葵根 10 m g / k g 19 给药 能降低

发热家兔的体 温
,

抑制 鼠耳的肿胀
,

降低小 鼠腹 腔毛细血管通 透性
。

提示赛葵具有 解热镇痛抗炎作

用
。

关键词 赛葵 解热 镇痛 抗炎

赛葵
,

又名 黄花棉
,

为锦 葵科植 物赛葵

材泛I v a s t r u m c o or m a n d e l i a n u m ( L
.

) G a r k e

的全草
,

盛产于 广西等 地
,

文献 lj[ 载 其具有

“

清热利湿
,

祛癖消肿
”
之功效

。

国内将其用于

感冒发热
、

黄疽
、

肝炎
、

咽炎
、

喉炎
、

扭伤
、

肿痛

等
。

赛葵还有降压作用田
,

但赛葵 的解热
、

镇

痛
、

抗炎作用未见报道
。

1 材料

.1 1 动物
:

家兔
,

雌雄各半
,

(2
·

O士 .0 5) k g ;

昆明种小鼠
,

( 2 0 士 2) 9
,

雌雄兼用 ; 广西 中医

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1
.

2 药物
:

赛葵全草水提物 的制 备
:

赛葵全

株植物采 自南宁市郊
,

由广西 中医学 院中药

教研室谢崇源教授鉴定
。

植物经水洗
,

在室温

(2 S C ~ 3 O C ) 下晾干
,

切成约 3 c m 长用水提

取 (煮沸 l h
,

提取 2 次 )
,

浓 缩至 4 9 生药 /

m L
,

即得赛葵全草水提物
。

赛葵根水提物 的

制备
:

生药 用赛 葵根
,

提取 同赛葵全 草水提

物
。

伤寒
一

副伤寒菌苗
,

武汉生物制 品研究所

出品 ; 醋氨酚片
,

中南制药厂 出品 ;
硫 酸罗通

定注射液
,

南宁制药 厂 出品 ; 醋酸 地塞米 松

片
,

华南制药厂出品
。

1
.

3 仪器
: 7 21 分光光度计

,

上海第三分 析

仪器厂产品
。

2 方法和结果

2
.

1 对发热家兔体温的影响闭
:

家兔实验前

禁食 (不禁水 ) 过夜
,

测定兔肛温 2 次
,

取均值

作 为基 础 体 温
。

取 基 础 体 温 在 38
.

『C 一

3 9
.

5
`

C 的 4 。 只家兔随机分为 5 组
:

生理盐水

( N S )组
,

赛葵 根组
,

赛葵全草高
、

低 剂量 组
,

醋氨酚组
。

耳缘 iv 伤寒
一

副伤寒菌苗 Z m L /

k g
,

待兔肛温上升超过该兔基 础体 温 l ℃ 以

上时
,

把该体温设为该兔发热体温
。

然后分别

按表 1 所示剂量 19 给 药或 N S
,

给药后 3认

6 0
、

9 0
、

1 2 0
、

1 5 0
、

1 8 0 m i n 分 别 测 兔 肛 温 1

次
,

比较各组给药前与给药后 的体温差值
,

结

果见表 1
。

结果表 明
:

赛葵根
、

赛葵全草 2个剂量均

能 使 发 热 家兔 体温 缓慢 持 续性 降低 (尸 <

.0 0 5 或 .0 01 )
,

但起效 比醋氨酚慢
。

2
.

2 对小鼠热板痛反应时间的影响 3j[
:

取预

选合格的雌性小 鼠 [ (5 5
.

0士 0
.

5) C 3 0 5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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舔后足〕 50只
,

随机分成 5 组
。

各 鼠测 2 次痛 后 3 0
、

6 0
、

9 0
、

1 2 0
、

1 5 0
、

1 8 0 m i n 分别测定各

阐
,

取均值作为基础痛闹
。

然后 5 组分别按表 鼠的痛阂 1 次
,

比较各组给药后痛闹与给药

2 所示剂量 19 给药或 N S ( i p 罗通定 )
,

给药 前基础痛闭的差值
,

结果见表 2
。

裹 1 对发热家兔体温的影响 (n ~ 8
, x 士 ,

)

组别
剂量

( g / k g ) 30 m i n

体 温

6 0 m in 90 m in 1 20 m i n

值 ( ℃ )

1 50 m in 18 0 m i n

n001111八乙

N S

赛葵根

赛葵全草

醋氨 酚

0
.

2 6士 0 3 7

0
.

2 6士 0
.

2 3

0
.

3 2士 0
.

1 9

0
.

3 0士 0
.

2 0

0
.

3 0士 0
。

4 4

0 2 6士 0 3 2

0
.

1 4士 0
.

3 6

0
.

3 0士 0
.

20

0
.

2 1士 0
`

1 7

0
.

7 6士 0
.

5 1
.

0 2 1士 0
,

3 0

0
.

3 2士 1
.

2 4

0
.

4 4士 0
.

2 2

0
.

3 1士 0
.

1 7

0
.

9 4士 0
,

5 0 璐 件

0
.

2 4士 0
.

2 7

0
.

4 3士 0
.

2 0

0
.

5 6士 0
.

2 6
荟

0
.

5 9士 0
.

2 9
`

1
.

0 2士 0
.

6 0
. 科

0
.

3 1士 0
.

2 4

0
.

1 6士 0
.

2 4
苍

0
.

5 8士 0
.

2 1
苦

0
.

7 2 士 0
.

2 3
. 赞

0
.

9 9 士 0 69
香

0 3 6士 0
.

2 6

0
.

6 6士 0
.

2 0
份

0
.

5 7士 0
.

2 2

0
.

7 9士 0
.

2 2
. “

0
.

9 4士 0 6 9

与 N S 比 较
: “

尸< 0
.

05 “ 尸< 0
.

O 1( 下表 同 )

表 2 对小 鼠热板痛反应时 间的影 响 (n ~ 8
, x 士 s)

组别
剂量

( g / k g 30 m i n

痛 阑

6 0 m i n 9 0 m i n

差

12 0 m in

值 ( s)

1 50 m in 1 80 m in

N S

赛葵根

赛葵全草

罗通定 0
.

0 6

一 2
.

0士 7
.

4

7
.

3士 1 0
.

3

1
.

2士 5
.

2

6
.

9士 1 1
.

0

3 2
.

3土 1 1
.

7 ` 母

5
.

0士 9
.

2

1
.

9士 1 0
.

0

3
.

1士 7
,

9

7
.

0士 1 0
.

8

3 7
.

5士 1 2
.

0 份 备

3
.

8士 1 1
.

9

4
.

5士 8
.

4

8 0士 1 2
.

4

8
.

3士 1 0
.

9

3 8
.

6士 6
.

9
“ .

一 0
.

9士 6
.

1

4
.

7士 8
.

9

7
.

9士 1 2
.

7

1 6
.

1士 1 5
.

7
哥 “

3 3
.

2士 1 3
.

8
普 苍

1
.

3士 6
.

5

8
.

0士 1 2 2

1 2
.

9 士 9
.

2
母 件

1 9
.

9 士 16
.

3 赞 ’

2 4
.

6 士 13
.

2
怪 .

4
.

2士 0
.

1

3
.

8 士 1 0
.

2

3
.

0士 8
.

0

17
.

1士 16
.

0
. 怪

19
.

6士 15
.

6
骨 “

00011,1乙口

结果表明
:

赛葵全草 2 个剂量均 能延长

小 鼠热板痛反应时间 (尸 < 0
.

0 1 )
。

赛葵根虽

能延长痛反应时间
,

但未有统计学意义
。

赛葵

的镇痛作用 比罗通定弱且起效慢
。

2
.

3 赛葵对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川
:

取小鼠

50 只
,

雌雄各半
,

随机分为 5 组
。

分别按表 3

所示剂量 19 给药或 N S i( p 罗 通定 )
,

给药后

3 0 m i n 每 鼠 i p 0
.

6%醋酸溶液 0
.

1 m L / 1 0 9 ,

观察注射醋酸后 30 m in 内各组发生扭体反应

的扭体鼠数及各 鼠扭体次数
,

结果见表 3
。

表 3 对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 (n ~ 10
, x 士 : )

后一次给药 l h 后
,

各 鼠右耳滴 0
.

05 m L 二

甲苯致炎
,

15 m in 后处死动物
。

剪下左右两

耳
,

用直径 6 m m 打孔器在同一部位 冲下耳

片
,

称重
,

以左右耳片重量差值表示炎性肿胀

程度
,

结果见表 4
。

表 4 对二甲苯所致鼠耳肿胀的影响伽 = 10
, x 士 s)

组别
剂量

( g / k g )

N S

赛葵 根

赛葵全草

地塞米松

10

l 0

2 0

0
,

0 0 3

肿胀度

( m g / 1 0 9 )

1
.

6 3 3士 0
,

9 6 0

0
.

6 2 5士 0
.

2 7 7
甘 怪

1
.

1 3 5士 0
.

8 5 6

0
.

8 18士 0
.

4 3 6
苍

0
.

8 0 2士 0
.

4 19
.

组别
剂量

( g / k g )

扭 体

扭体 鼠数

N S

赛葵根

赛葵全草

10

10

20

罗通定 0
.

0 6 6

反 应

扭体次数

4 8
.

6士 2 1
.

8

3 0
.

9土 1 6
.

9

2 3
.

3士 1 1
.

1
. 甘

2 1
.

4士 1 3
.

6 二
6

.

4士 5
.

2
怪 母

结果表明
:

赛葵全草 2 个剂量组均 能减

少扭体鼠数及扭体次数 (尸 < 0
.

01 )
。

赛葵根

虽能减少小 鼠扭体次数
,

但没有统计学意义
。

2
,

4 对二甲苯所致 鼠耳肿胀的影响闭
:

取雄

性小鼠 50 只
,

随机分为 5 组
。

分别按表 4 所

示剂量 19 给药或 N S
,

每天 1 次
,

连续 g d
,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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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 明
:

赛葵根和赛葵全草高剂量能

抑制 二 甲苯所 致 的 鼠耳 肿胀 (分 别 为 尸 <

0
.

0 1 和 P < 0
.

0 5 )
。

2
.

5 对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响闭
:

取雄性小鼠 50 只
,

随机分为 5 组
。

分别按表

5 所示剂量 19 给药或 N S
,

每天给药 1 次
,

连

续 g d
,

最后一次给药 l h 后
,

各鼠尾 iv o
.

5

纬伊文思蓝 0
.

10 m L八 0 9
,

同时 iP 0
.

6%醋

酸溶液 0
.

1 m L八 0 9
。

20 m in 后脱颈椎处死

动物
,

用 6 m L 生量盐水 冲洗腹腔
,

腹腔洗出

液离心 s m in
,

于分光光度计 5 90
n m 处测定

.

4 3 7
.

001111Q口00



O D值
,

以 O D 值表示腹腔 毛细 血管通透 性

的程度
,

结果见表 5
。

表 5 对小 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晌

(
n = 10

, x 士 s )

组别

N S

赛葵根

赛葵全草

剂量 ( g / k g ) O D 值

10

l 0

地塞米松 0
.

003

0
.

1 8 3士 0
.

0 6 4

0
.

1 3 3士 0
.

0 5 0
.

0
.

1 4 5士 0
.

0 5 7

0
.

1 1 0士 0
.

0 4 5
朴 “

0
.

1 2 8士 0
.

0 5 9
,

结果表明
:

赛葵根和赛葵全草高剂量能

降低小 鼠腹腔对伊文思蓝的通透性 (分别 为

P < 0
.

0 5 和 P < 0
.

0 1 )
。

3 讨论

赛葵根
、

赛葵全草 2 个 剂量 均能使 发热

家兔体温缓慢持续性降低
,

表明赛葵 有解 热

作用
。

赛葵全草 2 个剂量均能延长小 鼠热板

痛反应时间
,

并能减少扭体 鼠数及扭体次数
,

表明赛葵全草有镇痛作用 ; 赛葵根虽 能延长

痛反应 时间和 减少小鼠扭体次数
,

但没有统

计学意义
,

表明赛葵根镇痛作用较弱
。

赛葵根

和赛葵全草高剂量能抑制二甲苯所致的鼠耳

肿胀
,

降低小 鼠腹腔对伊文思蓝的通透性
,

表

明赛葵有抗炎作用
。

以上实验结果与文献记

载赛葵有
“
清热

”
功效相符合

。

鉴于赛葵全草

与赛葵根解热镇痛抗炎药理作用相近
,

临床

上
“
清热

”
用全草更为节约药源

。

赛葵的解热

镇痛抗炎机制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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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能谱仪的元素测定
,

雄 黄和 雌黄在 元素配 比上

存在着 明 显差 异
,

雄黄中 砷 与硫 的 重量 百分 比为

1
.

2 7 : 1
,

雌黄中砷和硫重量百分为 1 : 1
.

25
,

雌黄中

硫 的 比例 明显 高于雄黄
,

与文 献中所记载的 两者 的

元 素组成相符
。

3
.

3 采用配有能谱仪的 扫描电子 显微镜测定雄黄

和雌黄
,

特别是对元素砷 和硫的测 定
,

可 以有效 的对

.

4 3 8
.

雄黄和雌黄进行 区别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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