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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干抗炎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李国信，姜  鸿，邸子真 
辽宁省中医药研究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摘  要  目的：探讨射干抗炎的药效物质基础。方法：采用 SPSS 统计分析方法，以 41 个色谱峰的相对峰面积为自变量，

提取物对蛋清致大鼠足跖肿胀形成的抑制作用为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并进行了初步时效学观察。结果：

得到 41 个色谱峰的相关系数，0.5 h 时，消炎效果 好。结论：初步确定 11 个色谱峰所代表的化学组分为射干抗

炎的药效物质基础，其中 X33 为鸢尾黄素，其余为未知成分，时效学实验结果提示，射干抗炎作用起效较快，但作

用时间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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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nti-inflammatory therapeutic material basis  
for Belamcanda ch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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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oning province academ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11003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nti-inflammatory therapeutic material basis of Belamcanda chinensis. Methods: Using SPSS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to 41 peaks of the relative peak area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extract on egg white-induced 
mice paw edema formation inhibition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for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Eac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40 chromatographic peaks is got，the effect of antiphlogistic is the best at 0.5 h. Conclusion: 
It can be preliminary determined that the 11 chromatographic peaks represented by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 for 
Leontopodium have an acute anti-inflammatory pharmacodynaic material basis, which chromatographic peak that X33 is 
Iris flavin, and the remaining peaks are the unknown components. It suggests that the effect of antiphlogistic was quick but 
the effecting time was 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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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干为鸢尾科植物射干 Belamcanda chinensis 

(L) DC 的干燥根茎，味苦、辛，性寒，有毒，归肺、

肝、脾经。具有清热解毒、清肺祛痰、散血消肿的

功效，主要用于治疗热毒所致痰火郁结、咽喉肿痛、

痰咳气喘等症，为中药治疗喉痹咽痛之要药[1-3]。 
本研究利用极性萃取法将射干提取液分离成不

同极性化学成分群，对不同化学成分群进行抗炎试

验，将药效学实验结果与各提取物指纹图谱峰相对

峰面积相关联，通过 SPSS 统计软件的相关分析和

回归分析初步确定射干药材与抗炎作用相关的色

谱峰，为射干药效物质基础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

基础。 
1  提取物制备 

取射干药材（购自河北黄冈，由河北中医药大

学刘合钢教授鉴定），加 8、6 倍量水分别提取 2 次，

每次提取 1.5 h，滤过，合并滤液，浓缩至体积与药

材投料比约为 1︰1 时，放凉，加入等体积乙醇，静

置 24 h，3 000 r／min 离心，取上清液，回收乙醇，

加水稀释，备用；取 1/2 上述溶液，浓缩并减压干

燥至干，加糊精稀释成 1 g 样品含 10 g 药材，粉碎

成粉末，作为 1 号提取物；其余 1/2 溶液置分液漏

斗中，分别用石油醚（30～60℃）、醋酸乙酯、正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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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各萃取 5 次，分别合并各自萃取溶液，回收溶剂，

减压干燥至干，分别加入糊精稀释成 1 g样品含 10 g
药材，粉碎成粉末，作为 2 号（石油醚提取物）、3
号（醋酸乙酯提取物）、4 号（正丁醇提取物）提取

物；取经过上述溶剂萃取后的水溶液，浓缩并减压

干燥至干，加糊精配制成 1 g 样品含 10 g 药材的粉

末，作为 5 号提取物。 
2  提取物指纹图谱分析 
2.1  仪器与试药  

Agilent 1100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仪：四元泵、在

线脱气机、柱温箱、DAD 检测器、全自动进样器（美

国 Agilent 公司）。乙腈、磷酸为色谱纯；娃哈哈纯

净水；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2.2  色谱条件  

Kromasil C18色谱柱（200 mm×4.6 mm，5 μm）；

流动相 A 为 0.2％磷酸水溶液，B 为乙腈；梯度洗

脱。体积流量为 1 mL／min；DAD 检测器，检测波

长为 265 nm；柱温 30℃；谱图记录 60 min。 
2.3  供试品溶液制备  

取“1”项下 1～5 号提取物各适量，分别精密

称取 1 g，加 50％乙醇 50 mL，称重，回流提取 1 h，
静置冷却至室温，称重，用 50％乙醇补足减失质量，

摇 ，经 0.45 μm 滤膜滤过，分别取续滤液作为供

试品溶液。 
2.4  HPLC 指纹图谱分析  

取各供试品溶液，在上述色谱条件下进样，5
个提取物共得到 41 个色谱峰，见图 1。 
3  提取物对蛋清致大鼠足跖肿胀形成的抑制作用 
3.1  药物及仪器 

射干提取物（1～5 号）；醋酸地塞米松片，天

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 070414；鸡蛋清，

新鲜鸡蛋清，以 NS 配制成 10％的浓度。PV—200
足趾容积测量仪，成都泰盟科技有限公司。 
3.2  试验方法 

取体质量 180～220 g 的 Wistar 雄性大鼠，随机

分为 13 组，每组 12 只，分别为正常对照组，模型

对照组，提取物（1～5 号）低剂量组（相当于生药

量 5.4 g／kg）、高剂量组（相当于生药量 10.8 g／kg）
及阳性对照醋酸地塞米松片 1.08 mg／kg 组。各组

动物按相应剂量 ig 给予相对应药液，空白对照组及

模型对照组 ig 等量蒸馏水，给药容积均为 20 
mL／kg，连续给药 7 d。试验前各组大鼠左后脚爪 

 

 

 

 

 
图 1  提取物 1～5 指纹图谱（从上至下） 

Fig.1  Fingerprint of extract 1-5 (top to bottom) 
 
正面上端用打号笔划一清晰横线，末次给药后 30 
min，除正常对照组外，将鸡蛋清 0.05 mL 分别注射

于大鼠左后脚跖皮下，然后分别于 0.5、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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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利用 PV—200 足趾容积测量仪测鼠爪体积一次，

计算鼠爪肿胀率。 
t 检验比较各给药组与模型对照组之间鼠爪肿

胀率差异的显著性。结果见表 1。 
鼠爪肿胀率＝[（致炎后鼠爪体积-致炎前鼠爪

体积）／致炎前鼠爪体积]×100％ 

表 1  射干提取物对蛋清致大鼠足跖肿胀的影响（  sx ± ，n＝10） 
Table 1  Effect of B. chinensis extract on paw edema induced by egg white in mice (  sx ± ，n = 10) 

肿胀率／% 
组  别 剂量/ 

（g•kg－1） 0.5 h 1 h 2 h 4 h 6 h 
正常对照 － 3.73± 2.76 5.39± 4.12 6.13± 3.79 4.15± 2.79 5.06± 3.92 

模型对照 － 46.24± 9.41∆∆∆ 52.72±12.98∆∆∆ 42.99±14.90∆∆∆ 35.05±17.90∆∆∆ 28.92±16.50∆∆∆

提取物 1号 5.4 39.72±12.00 48.36±14.64 41.73±12.94 31.96±11.76 17.36± 9.01 

 10.8 37.64±12.40 40.44±12.45 37.28±18.20 19.62±16.97 15.66±13.62 

提取物 2号 5.4 45.24±20.76 50.08±17.50 41.38±16.72 25.84±13.71 14.21±11.38* 

 10.8 36.23±16.79 43.60±15.66 28.84±14.18* 17.40±9.95* 13.92±10.08* 

提取物 3号 5.4 38.07±13.24 40.40±14.53 29.64±11.78* 20.96± 8.99* 16.60± 7.55* 

 10.8 32.19±16.91 39.44±14.39 27.08±14.62* 17.07±14.40* 12.43±14.01* 

提取物 4号 5.4 40.66±16.86 42.58±16.92 33.02±15.76 18.98± 9.63* 13.45± 9.06* 

 10.8 34.74±11.01* 40.13±12.96* 29.18±14.10* 18.35± 7.45* 13.59± 7.18* 

提取物 5号 5.4 44.39±14.40 52.30±22.65 37.18±23.05 24.09±21.31 21.79±21.05 

 10.8 41.54±13.19 39.52±16.38 28.92±18.24 19.05±10.46* 16.69± 7.65 

地塞米松 0.001 08 9.07± 3.51*** 17.30± 7.36*** 12.04± 7.12*** 9.54± 6.25** 6.24± 4.71**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01；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0.05  **P＜0.01  ***P＜0.001 
∆∆∆P < 0.001 vs control group; *P < 0.05  **P < 0.01  ***P < 0.001 vs model group 
 
4  数据处理 
4.1  数据统计  

将指纹图谱化学数据和抗炎试验数据（表 1）
组成原始数据矩阵，自变量 X1～X41 代表各色谱峰

校正后的峰面积，因变量 Y1～Y10 代表药理指

标——肿胀抑制率（Y1～5 分别代表低剂量组 0.5、1、
2、4、6 h 的肿胀率，Y6～10 分别代表高剂量组 0.5、
1、2、4、6 h 的肿胀率），组成矩阵，采用 SPSS 软

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探讨射干中

可能的药效物质基础。 
4.2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是研究变量之间密切程度的一种统计

方法。有双变量相关分析（bivariate）、偏相关分析

（partial）等。当分析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这种

关系又往往是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时，通常采用双

变量相关分析方法。使用 SPSS13.0 软件中的双变量

相关分析可以得到变量两两之间的皮尔逊系数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及其统计量。 
在低剂量试验中，0.5 h 变量 X8、X9、X24、

X26、X31、X33、X34、X35、X37 与小鼠足肿胀

率呈显著负相关，提示这个 9 个变量有明显的消炎

作用，初步确定为射干消炎的有效成分，其中 X33
为鸢尾黄素。在低剂量试验的 1～6 h，均无变量与

之显著相关，提示低剂量时，可能消炎的起效时间

较快且较短。而在高剂量试验中，无变量与之显著

负相关，X1、X2、X11、X30、X32、X38 变量与

小鼠耳肿胀率呈显著正相关，提示这 6 个成分有对

抵抗消炎的作用，对消炎效果不利。 
4.3  回归分析 

采用“有进有出”的回归分析方法，从一个自

变量开始，视各个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作用程度的

显著，将显著变量逐个引入回归方程，而原引入的

变量因后引入的新变量而变得不显著时，则将其剔

除，每一步都进行 F 检验，以保证方程中只包含显

著变量。这个过程反复进行直到再无新变量引入，

也无变量被剔除，逐步回归完成，建立回归方程。

经检验所有因变量均符合正态分布。共有 X1、X2、
X4、X7、X9、X10、X11、X12、X15、X16、X17、
X19、X20、X21、X26、X30、X31、X32、X34、
X38 等 20 个变量被引入回归方程，其中 X1、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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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7、X30、X31、X32、X35 等 7 组分与小鼠的耳

肿胀率呈正相关，与药效预期的结果相反，因此被

剔除。X15、X16、X26 等 3 组分与小鼠的耳肿胀率

呈负相关，提示是射干抗炎的有效成分。 
综合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有效地抽提

出 X8、X9、X15、X16、X24、X26、X31、X33、
X34、X35、X37 等 11 个色谱峰，初步确定这 11 个

色谱峰所代表的化学成分为射干抗炎的药效物质。 
5  讨论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是中药现代化研究的核心，

以中药的主要功效和配伍理论为指导，采用恰当的

药理模型评价药效，利用现代分离、分析技术筛选、

提取、分离与药效密切相关的化学成分群，进而阐

明化学成分与药理活性的关系，确定中药药效物质

基础，是中药现代化基础研究的主要内容[4-5]。 
本研究从射干 41 个色谱峰中有效地指出 11 个

成分初步确定为射干抗炎药效物质基础，为射干药

效物质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将指纹图

谱技术运用于其复杂成分的化学信息的采集，将化

学信息与药理实验结果相关联，得出与药效相关性

比较大的少数组分初步确定为药效物质基础，并进

行了初步时效学实验研究，探索了中药药效物质基

础研究的思路。对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进行了有

意义的探索，对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研究也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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