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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哮喘宁平喘作用的研究 

熊静悦，石莹莹，谭正怀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质量生物评价重点研究室，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目的  初步评价小儿哮喘宁的平喘作用，为临床应用提供科学的实验依据。方法  运用乙酰胆碱及组胺致豚鼠哮喘

模型、内毒素（lipoplysaccharides，LPS）致小鼠急性肺损伤模型、卵白蛋白（ovalbumin，OVA）致豚鼠过敏性哮喘模型及

OVA 加 LPS 致小鼠过敏性哮喘模型，评价小儿哮喘宁的平喘作用。结果  小儿哮喘宁 20、10、5 g/kg 均能延长乙酰胆碱＋

组胺所致豚鼠化学刺激性哮喘的引喘潜伏期及 OVA 致豚鼠过敏性哮喘的引喘潜伏期并减少跌倒动物数；20 g/kg 小儿哮喘宁

能降低 LPS 致小鼠急性肺损伤程度；对嗜酸粒细胞（eosinophil，EOS）浸润型过敏性哮喘动物模型的作用优于对中性粒细

胞（neutrophil，NEU）浸润型过敏性哮喘动物模型的作用。结论  小儿哮喘宁有平喘的作用，该作用可能与其抑制肺水肿、

降低气道 EOS 浸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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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ntiasthmatic effect of Xiao’er Xiaochu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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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ntiasthmatic effect of Xiao’er Xiaochuanning and to provide the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Methods  The acetylcholine and histamine-induced asthma model in guinea pigs, lipoplysaccharides 
(LPS)-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model in mice, ovalbumin (OVA)-induced guinea pig allergic asthma model, and OVA + LPS-induced 
mice allergic asthma model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antiasthmatic effect of Xiao’er Xiaochuanning. Results  Xiao’er Xiaochuanning 
(20, 10, and 5 g/kg) prolonged the latent period in acetylcholine- and histamine-induced asthma of guinea pigs and OVA-induced 
allergic asthma of guinea pig, and could reduce the number of tumbling animals. Xiao’er Xiaochuanning (20 g/kg) could reduce the 
acute lung injury induced by LPS; However, the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OVA-induced eosinophilic (EOS) inflammation in guinea 
pigs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OVA + LPS-induced noneosinophilic (NEU) inflammation in mice. Conclusion  The protection of Xiao’er 
Xiaochuanning against asthma is related to inhibiting the pulmonary edema and decreasing the eosinophilic infiltration in ai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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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哮喘宁为中医临床验方，由麻绒、杏仁、

淫羊藿等多味中药组成，具有祛痰平喘的功效，主

要用于小儿哮喘的治疗，可减轻或消除小儿哮喘发

作时的喘息、咳嗽、咯痰及哮鸣音等症状，在临床

应用中取得良效[1-2]。因此，本室对该处方的平喘作

用进行了初步的药效学探索，以期明确其作用的药

理学基础，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药物 

小儿哮喘宁，深棕色浸膏，由四川省中医药科

学院化学所提供，1 g 干浸膏约相当于 6.25 g 原生

药，给药时以蒸馏水配制，给药剂量以原生药 g/kg
表示；氨茶碱片，批号 891002，上海第二十一制药

厂；醋酸泼尼松片，批号 040266，浙江仙琚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醋酸地塞米松片，批号 120999，浙江

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  动物 

豚鼠，英国种，普通级，由四川省实验动物专

委会养殖场提供，合格证号 SCXK（川）2008-14；
小鼠，KM 种，SFP 级，由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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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动物中心提供，合格证号 SCXK（川）2008-19。 
1.3  试剂 

氯化乙酰胆碱，批号 20060328，上海三爱思试

剂有限公司；磷酸组织胺，批号 1702，中国科学院

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内毒素（LPS），批号

091M4031V，079K4106，Sigma 公司；卵白蛋白

（OVA），批号 86R752V，8613X92J，Sigma 公司；

氯化钠注射液，批号 C121116C，昆明南疆制药有

限公司。 
1.4  仪器 

超声波雾化器，WH—2000，汕头市粤华医疗

器械厂；动物血液分析仪，XT—2000iv，Sysmex
公司。 
1.5  方法 
1.5.1  小儿哮喘宁对豚鼠引喘实验的影响  取体

质量＜200 g 的幼年豚鼠 80 只，雌雄各半，进行筛

选：将豚鼠放入玻璃钟罩内，用超声波雾化器喷入

2%氯化乙酰胆碱和 0.1%磷酸组织胺等溶剂混合液

15 s，观察豚鼠的引喘潜伏期（即从喷雾开始到哮

喘发作、呼吸极其困难直至跌倒的时间），引喘潜伏

期＞120 s 的动物弃用。将筛选合格的豚鼠按体质量

随机分为模型组，小儿哮喘宁高、中、低剂量（20、
10、5 g/kg）组和阳性药氨茶碱组（12.5 mg/kg），ig
蒸馏水或相应药物 3 次（2 次/d，20 mL/kg），于末

次给药后 1 h 再次引喘，记录引喘潜伏期，6 min 未

跌倒者按 6 min 计[3]。 
1.5.2  小儿哮喘宁对LPS致小鼠急性肺损伤实验的

影响  取体质量 18～22 g 雄性 KM 小鼠 59 只，按

体质量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小儿哮喘宁高、

中、低剂量（20、10、5 g/kg）组及阳性药醋酸泼

尼松组（0.01 g/kg），ig 蒸馏水或相应药物 3 次（2
次/d，20 mL/kg）。第 2 次给药后，除对照组外各组

尾 iv LPS 生理盐水注射液 10 mg/kg（10 mL/kg），
24 h 后取肺称湿质量，计算脏器指数[4]。肺湿重指

数＝肺湿质量/体质量。 
1.5.3  小儿哮喘宁对 OVA 致豚鼠哮喘实验的影响  
取体质量 200～250 g 雄性豚鼠 54 只，按照体质量

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小儿哮喘宁高、中、低

剂量（20、10、5 g/kg）组和阳性药醋酸地塞米松

组（0.7 mg/kg）。模型组及各药物组每只动物 ip 4% 
Al(OH)3 凝胶 0.2 mL，并大腿外侧 im 4% OVA 生理

盐水溶液 0.2 mL 致敏，对照组腹腔、肌肉注射等体

积生理盐水，连续 3 d。致敏后第 8 天喂服相应药物

或蒸馏水，连续 6 d，并于给药后 30 min，以 2% OVA
生理盐水溶液超声雾化 1 min。末次给药后 30 min，
以 2% OVA 生理盐水溶液超声雾化 6 min，记录豚

鼠喘息潜伏期及跌倒休克数，6 min 未跌倒者按 6 
min 计，正常对照组以生理盐水处理[5]。 
1.5.4  小儿哮喘宁对 OVA 加 LPS 致小鼠哮喘实验

的影响  取体质量 18～22 g KM 雌性小鼠 61 只，

按体质量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小儿哮喘宁高、

中、低剂量（20、10、5 g/kg）组及阳性药醋酸地

塞米松组（1 mg/kg），于第 0、7、14 天分别致敏，

即用移液枪取 10 μg LPS 生理盐水溶液（25 μL）经

鼻滴入，利用小鼠呼吸将致敏液吸入气道，左右鼻

交替进行，并每只 ip OVA 生理盐水溶液 50 μg（100 
μL）。对照组滴入并 ip 生理盐水。从第 21 天起，将

造模小鼠置于玻璃钟罩内，用 5% OVA 生理盐水溶

液 5 mL 进行雾化吸入激发，每天 30 min，连续 6 d，
对照组雾化给予生理盐水。各组于每次激发前 30 
min 给予相应药物或蒸馏水。最后一次雾化后 1 h
股动脉放血处死小鼠，分离气道，22 G 留置针气管

插管并固定，3 mL 生理盐水分 3 次灌洗肺部，收集

灌洗液，1 500 r/min 离心 5 min，取 0.5 mL 底部液

体进行白细胞分类计数[6]。 
1.6  统计方法 

除跌倒动物数用 SPSS17.0 软件进行 χ2检验外，

其余数据均以 ±x s 表示，用 SPSS17.0 软件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小儿哮喘宁对豚鼠引喘实验的影响 

小儿哮喘宁及阳性药氨茶碱均能延长引喘潜伏

期，与模型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见表 1。 
2.2  小儿哮喘宁对 LPS 致小鼠急性肺损伤的影响 

对照组、小儿哮喘宁高剂量组及醋酸泼尼松组 

表 1  小儿哮喘宁对豚鼠引喘潜伏期的影响 ( ±x s , n=10) 
Table 1  Effect of Xiao’er Xiaochuanning on latent period 

of asthma in guinea pigs ( ±x s , n=10) 

组 别 给药剂量/ (g·kg−1) 引喘潜伏期/ s 

模型 － 54.1±12.8 

小儿哮喘宁 20 77.7±18.3** 

 10 205.9±123.4** 

 5 111.3±81.7* 

氨茶碱 0.012 5 128.3±79.3** 

与模型组比较：*P＜0.05  **P＜0.01 
*P < 0.05  **P < 0.01 vs mode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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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湿重指数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

表 2。 
2.3  小儿哮喘宁对 OVA 致豚鼠哮喘实验的影响 

小儿哮喘宁 3 个剂量及醋酸地塞米松均能延长

豚鼠的引喘潜伏期，并显著减少跌倒动物数，与模

型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见表 3。 

表 2  小儿哮喘宁对 LPS 致小鼠急性肺损伤的影响 
( ±x s ) 

Table 2  Effect of Xiao’er Xiaochuanning on acute lung 
injury induced by LPS in mice ( ±x s ) 

组 别 给药剂量/ (g·kg−1) 动物数/只 肺湿重指数/ %

对照 － 9 0.94±0.17 

模型 － 10 1.18±0.21# 

小儿哮喘宁 20 10 0.96±0.16* 

 10 10 1.16±0.28  

 5 10 1.26±0.16  

醋酸泼尼松 0.01 10 1.02±0.08* 

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模型组比较：*P＜0.05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P < 0.05 vs model group 

表 3  小儿哮喘宁对 OVA 致豚鼠哮喘的影响 ( ±x s ) 
Table 3  Effect of Xiao’er Xiaochuanning on asthma 

induced by OVA in guinea pigs ( ±x s ) 

组 别 
给药剂量/ 

(g·kg−1) 

动物数/ 

只 
引喘潜伏期/s

跌倒动物

数/只 

对照 － 9 360.0±0.0** 0 

模型 － 8 126.0±98.3## 8## 

小儿哮喘宁 20 10 333.3±84.4* 1** 

 10 9 332.3±78.9** 3** 

 5 9 324.7±71.8** 3** 

醋酸地塞米松 0.7×10−3 9 309.9±99.5** 3** 

与对照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5，**P＜0.01 
##P < 0.01 vs control group; *P < 0.05  **P < 0.01 vs model group 

2.4  小儿哮喘宁对 OVA 加 LPS 致小鼠哮喘实验的

影响 
阳性药地塞米松能降低NEU及NEU%，对EOS

作用不明显。小儿哮喘宁各剂量组对NEU及NEU%
表现出降低的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对 EOS 和

WBC 作用不明显。见表 4。 

表 4  小儿哮喘宁对 OVA+LPS 致哮喘小鼠白细胞的影响 ( ±x s ) 
Table 4  Effect of Xiao’er Xiaochuanning on leukocyte in asthma of mice induced by OVA and LPS ( ±x s ) 

组 别 给药剂量/ (g·kg−1) 动物数/只 NEU NEU / % EOS EOS / % WBC / (×109·L−1)

对照 － 10 0 0 0 0 0 

模型 － 9 0.18±0.10## 47.1±14.7## 0.01±0.01## 4.58±3.59## 0.38±0.19## 

小儿哮喘宁 20 10 0.14±0.09 46.6±10.1 0.02±0.01 5.74±0.07 0.30±0.15 

 10 11 0.11±0.07 35.8±20.6 0.02±0.04 4.69±4.03 0.36±0.33 

 5 10 0.10±0.08 35.3±18.2 0.01±0.01 3.85±5.68 0.28±0.16 

醋酸地塞米松 1×10−3 11 0.06±0.04** 31.0±17.2* 0.01±0.01 6.25±7.52 0.24±0.11 

与对照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5  **P＜0.01 
##P < 0.01 vs control group; *P < 0.05  **P < 0.01 vs model group 

3  讨论 
一般认为，支气管哮喘是由多种炎性细胞及其

细胞因子参与的慢性气道炎症，以气道高反应性

（AHR）、可逆性气流受限、气道 EOS 浸润等为主

要特点。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哮喘这一慢性气道

炎症尚存在非 EOS 气道浸润为主的 NEU 亚型[7-10]，

进一步丰富了哮喘是异质性疾病的临床理论。本研

究首先采用了乙酰胆碱＋组胺致豚鼠哮喘模型证实

了小儿哮喘宁对化学刺激性哮喘具有明确的平喘作

用，在此实验中，由于小儿哮喘宁大剂量较黏稠，

喂服幼年豚鼠时其吞咽不如中、小剂量顺畅，可能

影响高剂量组平喘作用的发挥；其次用 LPS 致小鼠

急性肺损伤模型观察了小儿哮喘宁减轻细菌感染所

致肺部炎症水肿的作用，最后采用了 OVA 致敏（以

气道 EOS 浸润为主）及 OVA 合并 LPS 致敏（以气

道 NEU 浸润为主）两种过敏性哮喘动物模型来探

索其作用特点，结果显示小儿哮喘宁对 OVA 致敏

模型有平喘的作用，但不能降低 OVA 合并 LPS 所

致气道 NEU 升高，提示了此后药理作用机制研究

可以从减轻肺水肿、抑制气道 EOS 浸润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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