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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贝止咳方对肺炎链球菌致大鼠肺热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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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观察还贝止咳方对肺炎链球菌致肺热模型大鼠的胸腺、脾脏指数，炎性细胞及炎性因子的影响。方法 = pa
幼年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头孢呋辛酯片组、小儿肺热咳喘颗粒组及还贝止咳方的低、中、高剂量组，采用鼻腔滴

入肺炎链球菌的方法建立大鼠肺热模型，造模前后监测大鼠体温，评价大鼠肺热模型；采用流式细胞仪及全血分析仪检测大

鼠全血中的炎性细胞；采用酶联免疫技术检测大鼠肺灌洗液（_Aic）中的白细胞介素（fiJQ、fiJNβ、fiJS、fiJNM）、肿瘤

坏死因子Jα（qkcJα）、血清免疫球蛋白 b（fgb）水平；完整剥离大鼠脾脏和胸腺，检测脾脏指数和胸腺指数。结果  与对

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的体温明显升高（m＜MKMN），说明造模成功。与模型组比较，还贝止咳方低、中、高剂量组大鼠体温

均显著降低（m＜MKMR、MKMN），全血中的白细胞、嗜酸性粒细胞数目、qÜLqs比值均显著降低（m＜MKMR、MKMN），CaPHCaQH、
CaPHCaUH细胞比例显著上升（m＜MKMR、MKMN）；_Aic 中的 fiJNM、fiJNβ、fiJS、fiJQ、qkcJα 的水平明显降低（m＜MKMR、
MKMN）；且对 fiJNβ 及 qkcJα 的下调作用优于阳性对照药；脾脏指数明显升高（m＜MKMR、MKMN）。结论  还贝止咳方对细菌性

大鼠肺炎模型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主要通过调节大鼠的免疫功能，减轻炎性反应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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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贝止咳方来源于儿科肺热咳嗽的临床经验

方，可用于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喘息性支气管炎

等。小儿肺热咳嗽是临床常见的呼吸道疾病，治疗

难度大，易复发，若不及时治疗，病情加重，对患

儿的神经、消化系统等均会造成影响xNz。研究表明，

革兰阳性菌为导致细菌性肺炎最主要的病原菌，肺

炎链球菌最为常见xOz。当机体的抵抗力下降，呼吸

系统防御功能受损，该菌就可能侵入支气管及末梢

肺组织，引起支气管肺炎。在临床上，小儿肺热咳

嗽具有发热、咳嗽、喘息，同时伴有精神萎靡、食

欲下降、气促，呼吸困难等症状xPz。近年来，临床

上，西医治疗主要是使用抗生素类药物，使得细菌

的耐药性也大幅度提升，导致以往敏感的抗菌药疗

效下降。而中医认为小儿肺热咳嗽是由风携诸邪致

痰多而引发，使小儿免疫功能下降，最终引起支气

管炎等肺热症状，因此将山西省中医院的儿科经验

方——还贝止咳方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还贝止咳方

对肺热大鼠模型进行干预，检测其炎性细胞及炎性

因子，探讨其作用机制。

N= =材料=
NKN= =还贝止咳方的制备=

还贝止咳方由还阳参、平贝母、苦杏仁、黄芩、

地龙、枳壳、紫苏子、僵蚕、桃仁、乌梅、甘草 NN
味药组成，还阳参采于山西省大同市山阴县，经检

验符合 OMNT版山西地方标准，其余药味均购于山西

省中医院，经检验均符合《中国药典》OMNR 年版。

还贝止咳方提取物中含绿原酸（MKPO±MKMU）mgLg、
总黄酮（ORKMR±OKN）mgLg，出膏率（ORKOP±NKQ）B。
由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方剂研究所制成干膏，配成

MKS、NKO、OKQ=g生药Lmi供大鼠实验用。=
NKO= =药物及主要试剂=

头孢呋辛酯片（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号

NSNMMT），儿童一般用量为 MKOS=g，每天 O次；小儿

肺热咳喘颗粒（海南葫芦娃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NSMOPS），T岁以上小儿一次服用 U= g，每天 P次；

还贝止咳方主要针对于 P～NR岁的儿童，其平均体

质量约为 OS=kg，按体质量每天 OKV=g（生药）Lkg。=
生理盐水（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

kNQNNNTMQJO）；白细胞介素（fi）JQ、fiJNβ、肿瘤

坏死因子Jα（qkcJα）、fiJS、fiJNM、血清免疫球蛋

白 b（fgb）（货号 NTMTNNJMMO~、NTMTNNJMMT~、
NTMTNNJNMO~ 、 NTMTNNJMMQ~ 、 NTMTNNJMMP~ 、

NTMTNNJNNT~，欣博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AntáJo~t=
CaQ、AntáJo~t=CaU和 AntáJo~t=CaP（货号 QSJMMQM、
NOJMMUQ、NNJMMPM，美国 e_áoscáence公司）。=

肺炎链球菌xCjCC（_）PNMMN，北京北纳创联

生物技术研究院，批号 NSMVNUNPz。=
NKP= =主要仪器=

aeJROM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加斯戴克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Cytomács=cC=RMM贝克曼流式细胞仪

（美国 _eckm~n=Couäter有限公司）；_áo=qek=pynergy=
eN 全功能微孔板检测仪（美国 _áo= qek 公司）；

pbQMOc 奥豪斯电子天平（奥豪斯仪器上海有限=
公司）。

NKQ= =动物=
pa种幼年大鼠 NMM只，雌雄各半，体质量 RM～

SM= g，购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

物中心，许可证号 pCuh（军）OMNOJMMMQ。=
O= =方法=
OKN= =肺炎链球菌混悬液的制备=

将肺炎链球菌接种在血琼脂平板培养基，Q=℃
冰箱保存。使用前，在无菌超净台上用无菌棉棒将

细菌挑出，用无菌生理盐水稀释至适当浓度并检测

SMM=nm吸光度（ASMM=nm）值为 MKVPU。=
OKO= =肺炎链球菌致大鼠肺热模型的制备xQJRz及分组

给药

幼年大鼠 NMM只，雌雄各半，适应环境 N周后，

每天早晚监测体温，连续监测 P=d。选择体温浮动小

于 MKR=℃的大鼠纳入实验，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

组。模型组大鼠用乙醚吸入轻度麻醉后，给予 ASMM=nm
值为 MKVPU肺炎链球菌菌液（MKR=miLkg），用带有 Q
号半针头的注射器（N=mi规格）将菌液缓缓滴入大

鼠鼻腔，给菌速度为 MKMR=miLmán，每隔 NO=Ü给菌 N
次，使大鼠保持直立约 OM=s，连续 P次。对照组鼻

腔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操作同模型组。造模大鼠

随机分为 S组，模型组、头孢呋辛酯片（阳性西药，

MKNS=gLkg）组、小儿肺热咳喘颗粒（阳性中药，TKQ=
gLkg）组和还贝止咳方低、中、高剂量（S、NO、OQ=



= = arug=bvaluation=oesearch= =第 QN卷=第 R期= = OMNU年 R月=• TVM=•=

gLkg）组，给药体积 N=miLNMM=g，每天 ág=N次给药，

对照组给予等体积纯净水，连续给药 T=d。=
OKP= =指标检测=
OKPKN= =大鼠体温= =造模前 P= d，每天早晚测定大鼠

体温，选择体温浮动小于 MKR=℃的大鼠纳入实验，

同时也将其平均值作为基础体温；鼻腔滴入肺炎链

球菌后第 N天，检测体温变化，即为造模后体温；

给药期间，隔天检测各组体温变化。

OKPKO= = 白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及 CaPHCaQH、
CaPHCaUH细胞水平检测= =末次给药 N=Ü后，大鼠 áé=
TKR= miLkg 的 OMB乌拉坦溶液，采用腹主动脉取血

法，取血 R=mi，放入抗凝管中，摇匀，流式细胞仪

及全血分析仪检测其白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及

CaPHCaQH、CaPHCaUH细胞数目。=
OKPKP= =大鼠 _Aic中的 fiJQ、fiJS、fiJNM、fiJNβ、
qkcJα 及 fgb水平= =于颈部正中切开暴露器官，插

入磨圆的 R=mi注射器针头，用 Q=mi生理盐水慢慢

注入气管内，反复抽吸几次，将洗液抽出，回收洗

液约 O=mi，置于 R=mi=bm管中。将洗液静置 N=Ü后，

P=MMM=rLmán离心 NR=mán，收集上清液，即得 _Aic。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 _Aic 中的 fiJQ、
fiJS、fiJNM、fiJNβ、qkcJα 及 fgb含量。=
OKPKQ= =脾脏及胸腺指数= =完整剥离大鼠的脾脏和

胸腺，立即用电子天平测定其质量，计算脾脏指数

和胸腺指数xSz。=
OKQ= =数据统计=

数据均以 x s± 表示，统计分析采用 pmpp=OOKM
软件进行，两两比较采用 t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方

差分析。

P= =结果=
PKN= =体温检测结果=

造模前大鼠的体温相对较低；鼻腔滴入肺炎链

球菌后，与对照组比较，模型大鼠的体温明显上升，

差异显著（m＜MKMN），说明造模成功；给药 P、T= d
后，还贝止咳方低、中、高剂量组体温均明显降低，

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显著（m＜MKMR、MKMN）。见表 N。=

表 N= =大鼠体温变化（ x±sI=n ==NM）=
q~ble=N= = qemper~ture=ch~nges=in=r~ts=E x±sI=n ==NMF=

组别 剂量L=Eg·kg−NF=
体温L℃=

造模前 造模后 给药 P=d后= 给药 T=d后=
对照 － PQKVS±MKVR= PQKVP±NKPO= PRKQN±MKPR= PRKPU±MKPO=
模型 － PRKMV±NKQO= PSKPO±MKSOGG= PSKQN±MKPNGG= PSKQM±MKSPGG=
头孢呋辛酯片 = = = MKNS= PQKTS±MKUP= PRKVT±MKRQGG= PRKVM±MKQQ@= PRKTN±MKRM@@=
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 = TKQ= PRKOV±NKTS= PSKQP±MKTPGG= PSKNP±MKQV= PRKUU±MKSO@=
还贝止咳方 S= PQKVR±NKQN= PSKOP±MKSPGG= PRKSN±MKQP@@= PRKTV±MKPQ@=

NO= PRKOO±NKMT= PSKOO±MKRMGG= PRKUV±MKQQ@= PRKTT±MKTP@=
OQ= PQKVP±NKPO= PSKRN±MKQQGG= PRKTN±MKRQ@@= PRKTO±MKRO@@=

与对照组比较：GGm＜MKMN；与模型组比较：@m＜MKMR= = @@m＜MKMN=
GGm Y=MKMN=vs=conroä=grouéX=@m Y=MKMR= = @@m Y=MKMN=vs=modeä=groué=

PKO= = 白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及 CaPHCaQH、
CaPHCaUH细胞数目检测=

白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结果见表 O。与对照组

比较，模型组大鼠全血中的白细胞、嗜酸性粒细胞

数目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m＜MKMR），
说明造模成功；与模型组比较，给药组大鼠全血中

的白细胞、嗜酸性粒细胞数目显著降低，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m＜MKMR、MKMN）；各给药组之间无统

计学差异。

CaPHCaQH、CaPHCaUH细胞的检测结果见表 P。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 CaPHCaQH、CaPHCaUH细胞

比例均显著降低（m＜MKMN），且 qÜLqs（CaQHLCaUH）
比值显著上升（m＜MKMN），表明肺炎链球菌致大鼠=

表 O= =还贝止咳方对肺炎链球菌致大鼠肺热模型白细胞及嗜

酸性粒细胞计数结果的影响（ x±sI=n ==NM）=
q~ble=O= = oesults=of=leukocyte=~nd=eosinophil=count=in=lung=
he~t=r~t=model=c~used=by ptreptococcus pneumonia=for=e~ch=

group=E x±sI=n ==NMF=

组别
剂量L=
Eg·kg−NF=

白细胞L=
ENMV·i−NF=

嗜酸性粒细胞L=
ENMV·i−NF=

对照 － PKVU–NKON= OSKQO–NSKMT=
模型 － RKSQ–OKMTG= QUKOR–TKQQG=
头孢呋辛酯片 MKNS= PKOS–NKSR@@= OSKPV–NQKMU@=
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TKQ= PKNV–OKNO@@= OVKUQ–NOKMS@=
还贝止咳方 S= PKVN–NKSN@= OVKNQ–UKRS@=

NO= PKOR–MKVU@@= OVKQU–NUKNM@=
OQ= PKSM–MKUM@@= OPKSS–SKRT@=

与对照组比较：Gm＜MKMR；与模型组比较：@m＜MKMR= = @@m＜MKMN=
Gm Y=MKMR=vs=conroä=grouéX=@m Y=MKMR= = @@m Y=MKMN=vs=modeä=gro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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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P= =还贝止咳方对肺炎链球菌致大鼠肺热模型全血中 CaPHCaQH、CaPHCaUH细胞水平的影响（ x±sI=n ==NM）=
q~ble=P= = oesults=of=CaPHCaQHI=~nd=CaPHCaUHof=whole=blood=in=lung=he~t=r~t=model=c~used=by=ptreptococcus pneumoniae=for=

e~ch=group=E x±sI=n ==NMF=

组别 剂量LEg·kg−NF= CaQHCaPHLB= CaUHCaPHLB= qÜLqs=
对照 － PSKQM–RKMQQ= OPKUR–PKSVM= NKPUV–MKPPP=
模型 － OVKPU–PKSSTGG= NTKQPM–PKSVQGG= NKVSU–MKQUTGG=
头孢呋辛酯片 MKNS= PPKVT–PKMON@= OPKOSM–RKSMR@@= NKPQR–MKOSO@@=
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TKQ= PRKRS–RKORQ@@= OMKPP–PKOPQ= NKRVV–MKOQN@=
还贝止咳方 S= PMKOQ–SKURP= ONKQNM–SKMQS= NKPOP–MKPUP@@=

NO= POKVT–RKUUR= ONKURM–QKVSM@= NKPVP–MKOQN@@=
OQ= PQKSS–PKTNU@= OQKPU–SKNMP@@= NKPSM–MKPSM@@=

与对照组比较：GGm＜MKMN；与模型组比较：@m＜MKMR= = @@m＜MKMN=
GGm Y=MKMN=vs=conroä=grouéX=@m Y=MKMR= = @@m Y=MKMN=vs=modeä=groué=

肺热模型破坏了大鼠体内免疫细胞的相对平衡；与

模型组比较，头孢呋辛酯片、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还贝止咳方高剂量组 CaPHCaQH，头孢呋辛酯片、还

贝止咳方中、高剂量组 CaPHCaUH细胞比例均显著上

升（m＜MKMR、MKMN）；所有给药组的 qÜLqs比值均显

著下降（m＜MKMR、MKMN），其中还贝止咳方低、中、

高剂量组及头孢呋辛酯片组的比值较接近对照组，

可见还贝止咳方低、中、高剂量组对肺炎所导致免

疫失衡的调节作用优于小儿肺热咳喘颗粒，与头孢

呋辛酯片的疗效相当。

PKP= = BAic中炎症因子检测=
结果见表 Q。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 _Aic中

的 fiJNM、fiJNβ、fiJS、fiJQ、qkcJα 的含量显著升

高（m＜MKMR），说明造模成功；与模型组比较，还

贝止咳方低、中、高剂量组的 fiJNβ、fiJS、fiJQ、
qkcJα 的水平明显降低，低、中剂量组的 fiJNM 水
平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m＜MKMR），高

剂量组 fiJNM 的水平具有下降趋势，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与头孢呋辛酯片组比较，止咳方低、中、

高剂量组的 fiJNβ 水平呈降低趋势；与小儿肺热咳

喘颗粒组比较，还贝止咳方低、中、高剂量组的

qkcJα 水平均呈降低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各组之间 fgb的含量无明显差异。结果显示，止咳

方低、中、高剂量组对 fiJNM、fiJNβ、fiJS、fiJQ、
qkcJα 的水平均有明显的下调趋势，且对 fiJ1β 及

qkcJα 的水平下调作用优于阳性对照药。=

表 Q= =各组大鼠 BAic中 fiJNβ、fiJS及 qkcJα 等炎症因子表达水平的比较（ x±sI=n ==NM）=
q~ble=Q= = bxpression=levels=of=infl~mm~tory=f~ctors=EfiJ1β, ILJSI=qkcJα and so on) of BALF in lung heat rat model induced 

by=ptreptococcus pneumonia for=e~ch=group=E x±sI=n ==NMF=

组别
剂量L=

Eg·kg−NF=
fiJNMLEng·mi−NF= fiJ1βLEng·mi−NF= fiJSLEng·mi−NF= fiJQLEng·mi−NF= qkcJαLEng·mi−NF= fgbLEng·mi−NF=

对照 － OSKVVM–UKRVS= UQKVRT–PMKVTN= PMKUOO–NRKTTM= UMKPSU–NVKPST= NMQKVPV–PSKUPV= NUKMQO–PKRPR=

模型 － QNKRR–ORKTSOG= NPRKQVP–SRKPNOG=RSKTOQ–QPKTTQG=NOMKSQP–STKNPNG=NRRKTVQ–UOKMOMG=OMKQQM–TKRSP=

头孢呋辛

酯片
MKNS= ORKPUP–NMKSVV@= VOKVMQ–PMKPOR@= OOKSPU–NSKMTQ@=SQKMUS–NVKOMV@@= TVKSQT–OTKVUM@@= PMKMPN–PSKUVU=

小儿肺热

咳喘颗粒
TKQ= ORKVST–NOKMST@= UVKMSQ–QVKSQM@= OVKPTV–POKURV@=TQKUOO–QMKTRQ@@= NMOKRTP–RQKMSU@=OMKQQM–NOKRTR=

还贝止 S= OOKRRM–TKMOU@@= SUKTMT–OQKSQU@@= OTKOVS–NNKSSM@=SPKNOT–OMKNPN@@= VQKPUR–ONKVRU@@= NVKPON–NOKOVV=

咳方 NO= OMKSPP–NMKPPP@@=QSKSRQ–OTKNQP@@= NVKNUS–NUKTTO@=QTKONR–NQKTOU@@= TNKNUT–POKUQU@@= NNKVSU–NMKPSS=

OQ= PQKQST–NOKNON= SOKPSU–OUKPPS@@= OSKVNP–NSKQOM@=SRKMQQ–OTKQRV@@= TSKVNU–PPKQRS@@= OPKNRT–NQKTMQ=

与对照组比较：Gm＜MKMR；与模型组比较：@m＜MKMR= = @@m＜MKMN=
Gm Y=MKMR=vs=conroä=grouéX=@m Y=MKMR= = @@m Y=MKMN=vs=modeä=gro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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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Q= =脏器指数检测=
结果见表 R。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的胸腺及

脾脏指数显著降低（m＜MKMN）；与模型组比较，给

药组的脾脏指数均明显升高（m＜MKMR、MKMN），还

贝止咳方的低、中、高剂量的上调水平趋于对照组，

优于阳性对照药；各给药组的胸腺指数较模型组均

有升高趋势，但无统计学差异。

表 R= =还贝止咳方对肺炎链球菌大鼠胸腺及脾脏指数的影响

（ x±sI=n ==NM）=
q~ble=R= = bffects=of=thymus=~nd=spleen=index=in=lung=he~t=
r~t=model=c~used=by=ptreptococcus pneumonia=for=e~ch=

group=E x±sI=n ==NMF=

组别
剂量L=

Eg·kg−NF=

胸腺指数L=

Eg·NM−Og−NF=

脾脏指数L=

Eg·NM−Og−NF=

对照 － MKONR–MKMRM= MKOMN–MKMQN=

模型 － MKNSU–MKMNVGG= MKNTN–MKMMUGG=

头孢呋辛酯片 MKNS= MKNVN–MKMMU= MKNVN–MKMMU@=

小儿肺热咳喘

颗粒
TKQ= MKNTO–MKMQM= MKNVP–MKMOP@=

还贝止咳方 S= MKNSN–MKMOU= MKOMP–MKMNV@@=

NO= MKNTV–MKMOT= MKNVO–MKMNV@=

OQ= MKNTQ–MKMPN= MKOMN–MKMOP@@=
与对照组比较：GGm＜MKMN；与模型组比较：@m＜MKMR= = @@m＜MKMN=
GGm Y=MKMN=vs=conroä=grouéX=@m Y=MKMR= = @@m Y=MKMN=vs=modeä=groué=

Q= =讨论=
临床上，细菌性肺炎是最常见的肺炎，也是最

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发病急骤，并有高热、咳

嗽、寒战、铁锈色痰及胸痛等症状xTz，与温病临床

常见证候类型肺热证相吻合。肺热证是温病临床常

见的证候类型，主要由邪热壅肺、肺失宣降所致，

四时皆有，而以冬春两季多发，基本特征为发热咳

喘、咯痰、胸闷胸痛、舌红苔黄、脉数等，相当于

现代医学的急性肺炎、急性支气管炎等急性肺部感

染疾病xUz。建立肺热证动物模型的方法有病毒性和

细菌性，造模途径多采用鼻腔滴入法。温病学认为

温邪侵袭人体具有从鼻而入的特点，且该方法也符

合“温邪上受，口鼻而入”的中医理论xVz。因此，

本实验将培养的肺炎链球菌滴入大鼠鼻腔，造模后

短期内就可导致肺部的炎性病变，从而形成肺热证

动物模型。造模前后对大鼠的体温进行检测，造模

后大鼠的体温明显升高，活动减少，精神萎靡，毛

糙，舌质红绛而干，尿少色黄，大便干燥且颜色较

黑，呼吸时有轻微的喘鸣音，喘气粗重，个别大鼠

鼻周有粘性分泌物，偶有咳嗽，与肺热证的临床宏

观体征表现基本相一致，说明造模成功。

胸腺是 q淋巴细胞转化和成熟的重要场所，是

中枢免疫器官；脾脏是机体最大的外周免疫器官，

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

体液免疫的中心，胸腺指数与脾脏指数的高低变化

可以反映机体免疫功能的状态xNMz。本研究结果显

示，还贝止咳方低、中、高剂量组能显著提高模型

大鼠脾脏指数，胸腺指数也有上调的趋势，说明其

能够增强模型大鼠的机体免疫功能。

研究表明，支气管肺炎患儿的免疫系统存在功

能紊乱的现象，如细胞因子分泌异常、q 细胞亚群

功能失调、体液免疫紊乱等xNNz。方中还阳参、平贝

母为君药，现代药理研究显示，还阳参和平贝母具

有止咳、平喘、抗炎及抗菌等功效；方中黄芩、枳

壳、桃仁等均含黄酮类成分，黄酮类成分具有抗菌、

抗病毒、抗炎、抗过敏及免疫调节等作用，临床上

用于治疗小儿肺炎具有显著疗效xNOz。实验结果显

示，qÜ细胞功能减退、qs细胞功能亢进、qÜLqs比
值下降，q 细胞亚群功能低下且失调，从而导致机

体细胞免疫功能紊乱，笔者认为，这是小儿支气管

肺炎重要发病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引起机体体液免

疫功能紊乱的重要因素。

q淋巴细胞是体内重要的免疫细胞，分为CaPH、
CaPHCaQH和 CaPHCaUH亚群。CaPHCaQH细胞又称辅

助性L诱导性 q淋巴细胞（qÜ），qÜ细胞通过释放多

种细胞因子辅助 _细胞和效应 q细胞活化，促进体

液和细胞免疫，从而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xNPz。qÜ
细胞存在 O个亚群，qÜN细胞主要分泌 fckJγ、fiJO
和 qkcJα 炎性因子，qÜO细胞主要分泌 fiJQ、fiJR、
fiJS和 fiJNM等炎症因子，激活 _淋巴细胞合成 fgb
和 fgd。实验结果表明，模型组的 fiJQ、fiJNβ、fiJS、
qkcJα 和 fiJNM的含量均升高，可见 q细胞亚群的

分泌异常，细胞因子失衡使细胞免疫应答受抑制，

影响机体对细胞内病原体清除，从而导致机体被感

染，显示模型复制成功；还贝止咳方低、中、高剂

量组均使 qÜ细胞分泌炎症因子有显著的下调趋势，

而对 _淋巴细胞分泌的 fgb无显著影响。文献研究

显示xNQz支气管肺炎的 qÜ细胞受损，导致 _淋巴细

胞产生抗体的能力相对减弱，从而 fgA、fgd 的含

量下降，对 fgb、fgj含量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

本实验结果与文献报道一致。综上所述，还贝止咳

方具有减轻炎性作用、调节机体免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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