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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黄花颗粒镇咳祛痰及免疫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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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观察双黄花颗粒的镇咳、祛痰及调节免疫作用。方法  通过小鼠氨水引咳和豚鼠枸橼酸引咳试验，观察双黄

花的镇咳作用；通过小鼠酚红排泄试验观察双黄花的祛痰作用；通过小鼠碳粒廓清试验，观察双黄花的调节免疫作用。

结果  在小鼠氨水引咳试验中，双黄花高、中剂量组能显著延长浓氨水致咳的潜伏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双

黄花高剂量组能显著减少小鼠浓氨水致咳的次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豚鼠枸橼酸引咳试验中，双黄花高剂

量组能显著延长豚鼠枸橼酸引咳的潜伏期和减少咳嗽次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小鼠酚红排泄试验中，双黄

花高剂量组能显著增加气管酚红排泄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小鼠碳粒廓清试验中，双黄花高、中剂量组显

著提高小鼠廓清指数和吞噬指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0.01）。结论  双黄花颗粒具有较好的镇咳、祛痰及调节

免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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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elieving cough, expelling phlegm, and immunomodulation of Shuanghuanghua Granule (SG). 
Methods  Cough was induced by ammonia in mice and citric acid in guinea pig. The number of cough was recorded to indicate the 
effect of SG. The expectorant activities were detected by testing the amount of phlegm secreted in mice. Immunomodulation was 
evaluated by testing the expectorant carbon clearance in mice. Results  Cough was induced by ammonia in mice, high- and mid-dose 
SG groups could apparently prolong the coughing incubation period (P < 0.05) and high-dose SG group could apparently reduce 
coughing frequency (P < 0.05); Cough was induced by citric acid in guinea pig, high-dose SG group could apparently increase phenol 
red excretion in mice (P < 0.05); In the expectorant activities experimental, high-dose SG group could apparently increase phenol red 
sputem excretion in mice (P < 0.05); In the expectorant carbon clearance in mice, high- and mid-dose SG groups could apparently 
decrease the expurgatory index and phagocytic index (P < 0.01, 0.05). Conclusion  SG has the significant effects of relieving cough, 
expelling phlegm, and immunomodulation. 
Key words: Shuanghuanghua Granule;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relieving cough; expelling phlegm; immunoloregulation 
 

双黄花颗粒是由黄芪、黄芩、金银花等中药组

成复方颗粒制剂，具有清宣肺卫、解毒益气、平衡

阴阳之效。临床上用于治疗风热阻肺（卫）兼气虚

证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疗效显著，能明显改善急性上

呼吸道感染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体温、缩短发热

患者的解热时间[1]，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有一

定的抗病毒作用，且无不良反应[2]。实验研究表明

双黄花颗粒具有较好抗炎、解热作用是其重要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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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基础之一[3]。为探讨其他药理作用机制与特点，

本研究通过动物试验来研究其镇咳、祛痰及调节免

疫作用，为其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药物 

双黄花颗粒，由湖南中医药研究院提供，批号

20110611，临床用量为 28.8 g/d。莲花清瘟胶囊，石

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110154，临

床用量 4.2 g/d；磷酸可待因片，青海制药厂有限公

司提供，批号 20100707；盐酸左旋咪唑，山东仁和

堂药业有限公司，批号 130106；氯化铵，成都金山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批号 20090821。 
1.2  动物 

SPF 级 ICR 小鼠 180 只；豚鼠 80 只，均购自

湖南斯莱克景达实验动物有限公司，生产许可证号

SCXK（湘）2009-0004。 
1.3  试剂 

印度墨汁，进口分装，由 Solarbio 公司提供；

角叉菜胶，由 Sigma 公司提供；浓氨水，长沙延风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提供，批号 20100422；苯酚红，

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批号 20100629；水合氯醛，

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批号 2011030。 
1.4  仪器 

AY—120 电子分析天平，日本岛津公司；DT—
1000A 电子天平，江苏常熟市意欧仪器仪表有限公

司；YLS—8A 多功能诱咳引喘仪，山东省医学科学

院设备科 BL—420F 生物机能实验系统，成都泰盟

科技有限公司；TG16—WS 台式高速离心机，湖南

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公司；UV—1800 紫外分

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 
1.5  方法 
1.5.1  小鼠氨水引咳试验[4]  取 ICR 小鼠 60 只，雌

雄各半，体质量 18～22 g，随机分为 6 组，每组 10
只，即空白对照组（蒸馏水），阳性对照组（可待因

0.047 g/kg），连花清瘟胶囊组（1.092 g/kg），双黄

花颗粒高（14.976 g/kg）、中（7.488 g/kg）、低（3.744 
g/kg）剂量组，每组 10 只。ig 给药，给药体积 20 
mL/kg，每日一次，连续给药 5 d，末次给药后 1 h，
将小鼠逐只放入 YLS—8A 多功能诱咳引喘仪，以

多功能诱咳引喘仪喷入 28%浓氨水 30 s 引咳，喷雾

终止后立即取出小鼠，记录 2 min 内小鼠的咳嗽次

数（腹肌收缩或缩胸，同时张大嘴，有时可有咳声

者，算作“有咳嗽”）。个别动物在试验中出现死亡

或休克，判为咳嗽阳性。末次给药 1 h 后进行小鼠

氨水引咳试验，并计算小鼠咳嗽次数及潜伏期。 
1.5.2  豚鼠枸橼酸引咳试验[4-5]  取豚鼠 80 只，雄

性，250～300 g，适应性喂养后，将豚鼠放入多功

能引咳仪中，喷入 17.5%枸橼酸雾化气 1 min，观察

豚鼠在 10 min 内的咳嗽次数，剔除咳嗽 15 次以下

的。挑选符合要求的豚鼠 60 只，根据咳嗽次数随机

分为 6 组：空白对照组（蒸馏水），阳性对照组（可

待因 0.028 g/kg），连花清瘟胶囊组（0.651 g/kg），
双黄花颗粒高（8.928 g/kg）、中（4.464 g/kg）、低

（2.232 g/kg）剂量组，每组 10 只。ig 给药，给药体

积 20 mL/kg，每日一次，连续给药 5 d，末次给药 1 
h 后，将豚鼠放入多功能引咳仪中，喷入 17.5%枸

橼酸雾化气 1 min，观察豚鼠咳嗽潜伏期及在 10 min
内的咳嗽次数。 
1.5.3  小鼠酚红排泄试验[4-5]  取 ICR 小鼠 60 只，

SPF 级，雌雄各半，体质量 18～22 g，按体质量随

机分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蒸馏水），阳性对照组

（氯化铵 1 g/kg），连花清瘟胶囊组（1.092 g/kg，双

黄花颗粒高（14.976 g/kg）、中（7.488 g/kg）、低（3.744 
g/kg）剂量组，每组 10 只。ig 给药，每日一次，给

药体积 20 mL/kg，连续给药 7 d，末次给药后 30 min，
ip 2.5%酚红生理盐水溶液 10 μL/g。注射 30 min 后

处死动物，固定鼠体，分离气管，气管插管并与注

射器相连，用 5% NaHCO3 1 mL，缓慢注入气管内，

然后轻轻吸出，如此反复 3 次，合并 3 次灌洗液放

置一定时间使杂质沉淀，得到的透明红色上清液，

用分光光度计波长 545 nm 比色，根据酚红标准曲

线计算酚红量。 
1.5.4  小鼠碳粒廓清试验[6]  取 ICR 小鼠 60 只，雄

性，体质量 18～22 g，根据体质量随机分为 6 组：

空白对照组（蒸馏水），阳性对照（左旋咪唑 0.023 
g/kg）组；连花清瘟胶囊组（1.092 g/kg），双黄花

颗粒高（14.976 g/kg）、中（7.488 g/kg）、低（3.744 
g/kg）剂量组。每组 10 只，ig 给药，给药体积 20 
mL/kg，每天 1 次，连续 7 d。末次给药 1 h 后，小

鼠尾 iv 20%印度墨汁（10 μL/g），分别于注入墨汁

后 2 min 和 10 min 后经眼眶静脉采血 20 μL，加入

2 mL 0.1% Na2CO3 溶液中。于 680 nm 处测吸光度

（A）值。按照公式计算各组廓清指数（K）和吞噬

指数（α）。 
廓清指数 K＝（lgA2－lgA10）/（t2－t1） 

吞噬指数 α＝体质量/（肝质量＋脾质量）×K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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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统计方法  计量资料以（ ±x s ）表示，并通

过 SPSS16.0 统计软件处理，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2  结果 
2.1  对浓氨水引咳试验的影响 

结果见表 1，与对照组比较，双黄花高、中剂

量组能显著延长浓氨水致咳的潜伏期，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低剂量对小鼠致咳的潜伏期

影响不明显；双黄花高剂量组能显著减少浓氨水致

咳的次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

低剂量对小鼠致咳的次数影响不明显。 

表 1  双黄花对浓氨水致咳试验的影响 ( ± = 10x s , n ) 
Table 1  Effect of SG on cough induced by ammonia  

in mice ( ± = 10x s , n ) 

组别 剂量/(g·kg−1) 潜伏期/s 咳嗽次数/次
对照 － 32.8±10.8 25.3±12.4 
磷酸可待因 0.047 51.0±13.0** 12.2±7.5** 

连花清瘟胶囊 1.092 47.1±14.5* 13.9±7.6* 

14.976 46.0±11.1* 14.5±6.8* 双黄花颗粒 
7.488 43.5±10.4* 15.8±8.7 

 3.744 41.3±12.5 20.3±8.0 

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 
*P<0.05  **P<0.01 vs control group 

2.2  对豚鼠枸橼酸引咳试验的影响 
结果见表 2，与对照组比较，双黄花高剂量组

能显著性延长枸橼酸引咳的潜伏期和减少咳嗽次

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双黄花中、

低剂量组对小鼠致咳的潜伏期影响不明显。 
2.3  对小鼠酚红排泄试验的影响 

结果见表 3，与对照组比较，双黄花高剂量组

能显著增加气管酚红排泄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中、低剂量对小鼠气管酚红排泄量作用

影响不明显，但具有一定的增加酚红排泄量的趋势。 

表 2  双黄花对豚鼠枸橼酸引咳试验的影响 ( ± = 10x s , n ) 
Table 2  Effect of SG on cough induced by citric acid in  

guinea pig ( ± = 10x s , n ) 

组别 剂量/ 潜伏期/s 咳嗽次数/次
对照 － 90.8±27.83 28.8±10.38
磷酸可待因 0.028 148.6±23.08** 8.8±7.96**

连花清瘟胶囊 2.772 137.2±21.97** 11.1±8.86**

8.928 120.8±29.88* 13.0±4.85**双黄花颗粒 
4.464 101.1±32.76 20.0±8.44 

 2.232 86.5±25.02 22.9±7.36 

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 
*P<0.05, **P<0.01 vs control group 

表 3  对小鼠酚红排泄试验的影响 ( ± = 10x s , n ) 
Table 3  Effect of SG on phenol red excretion in mice  

( ± = 10x s , n ) 

组别 剂量/(g·kg−1) 酚红排泄量/(μg·mL−1)

对照 － 5.44±1.99 

氯化铵 1.000 10.70±2.38** 

连花清瘟胶囊 1.092 7.68±2.96* 

14.976 8.38±3.81* 

7.488 7.83±2.13 

双黄花颗粒 

3.744 5.58±1.88 

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 
*P<0.05  **P<0.01 vs control group 

2.4  对小鼠碳粒廓清试验的影响 
结果见表 4，与对照组比较，双黄花颗粒高、

中剂量组显著提高小鼠廓清指数和吞噬指数，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0.01）；低剂量对小鼠

廓清指数和吞噬指数的作用不明显。 

表 4  双黄花对小鼠碳粒廓清试验的的影响 ( ± = 10x s , n ) 
Table 4  Effect of SG on expectorant carbon clearance  

in mice ( ± = 10x s , n ) 

组别 剂量/(g·kg−1) K α 

对照 － 0.016±0.006 3.01±0.81 

左旋咪唑 0.023 0.052±0.015** 5.08±1.02**

连花清瘟 1.092 0.037±0.012** 4.35±0.62**

14.976 0.034±0.010** 4.13±0.70**双黄花颗粒

7.488 0.026±0.013* 3.85±0.80*

 3.744 0.022±0.011 3.68±0.66 

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 
*P<0.05  **P<0.01 vs control group 

3  讨论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属于中医学上的“感冒”证

概念范畴，属于是临床医学上比较常见的呼吸道疾

病，以发热、流涕、鼻塞、打喷嚏、咽喉痛、咳嗽

等症状为主要表现，临床上治疗一般以消炎、退热

和对症治疗为主。 
双黄花颗粒由黄芩、黄芪、金银花等经现代工

艺加工制备而成，具有清宣肺卫、解毒益气、平衡

阴阳之效，临床上常用于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

者，能明显改善患者咳嗽、咽燥、痰黏或黄等症状，

疗效甚为满意。金银花富含挥发油、黄酮类、有机

酸、三萜皂苷类等化学成分，具有解热、抗炎、抗

菌、抗病毒、调节免疫等药理作用[7]。金银花中含

有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木犀草素，临床研究表明



  Drug Evaluation Research  第 36 卷 第 6 期  2013 年 12 月 - 434 - 

其具有良好的止咳、祛痰、消炎的疗效[8]。黄芩主

要有效成分为黄芩素、黄芩苷，具有抗炎、抗病毒、

抗肿瘤等药理作用[9]。已有研究表明黄芩苷和木犀

草素具有一定镇咳、祛痰和平喘效应[10]。黄酮类成

分是黄芪中主要活性成分，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广泛的抗菌作用等药理作用[11]。本研究显示双黄花

颗粒可显著性延长小鼠浓氨水致咳的潜伏期和减少

浓氨水致咳的次数，显著性延长枸橼酸引咳的潜伏

期和减少咳嗽次数；显著性增加小鼠气管酚红排泄

量，显著提高小鼠廓清指数和吞噬指数。提示双黄

花颗粒具有较好的镇咳、祛痰和调节免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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