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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黄颗粒治疗慢传输型便秘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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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采用吗啡致小鼠慢传输型便秘模型，评价夏黄颗粒的治疗作用，并对其通便作用进行实验研究。方法  采用

连续 sc 2.5 mg/kg盐酸吗啡 45 d致小鼠慢传输型便秘模型，观察夏黄颗粒的通便作用；采用 1次性 ip 5 mg/kg盐酸吗啡致小

鼠小肠推进、胃排空抑制模型，观察夏黄颗粒对胃肠抑制的拮抗作用；采用测定小鼠小肠湿、干质量法，观察夏黄颗粒对肠

水分吸收的作用；采用顺铂致大鼠异嗜模型，观察夏黄颗粒的止吐作用；采用吗啡致豚鼠离体回肠、结肠痉挛模型，观察夏

黄颗粒的作用及机制。结果  与模型组比较，小鼠给药 5 d，夏黄颗粒 14.95、7.48 g生药/kg能显著增加慢传输型便秘小鼠

的 24 h排便量（P＜0.05、0.01），继续给药至 7 d，14.95、7.48 g生药/kg能显著增加小肠推进率、14.95 g生药/kg显著升高血

清 P物质含量（P＜0.05、0.01）；给药 1 次，14.95、7.48 g生药/kg剂量组能显著增加小鼠小肠推进率、加快胃排空（P＜0.01），
14.95 g生药/kg显著增加小鼠小肠含水量（P＜0.01）；大鼠给药 3 d，10.35 g生药/kg剂量组能显著降低大鼠异嗜高岭土质量

（P＜0.05）；给药 1次，2.49、1.25 mg生药/mL（浴槽终浓度）能显著降低吗啡所致痉挛性回肠的肠张力（P＜0.01），2.49、
1.25、0.62 mg生药/mL（浴槽终浓度）能显著降低吗啡所致痉挛性结肠的肠张力（P＜0.05、0.01）。结论  夏黄颗粒对吗啡

所致慢传输型便秘有显著的治疗作用，具有显著的通便、解痉、促进胃肠运动、肠吸收及止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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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treatment of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 with Xiahuang 
Gran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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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Xiahuang Granules on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 in mice induced by 
morphine, and study its laxative effect. Methods  Chronic hypodermic morph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2.5 mg/kg, 45 d) was used 
to establish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 mice model to observe the defecation effect of Xia-huang granules. The antagonistic effects of 
Xiahuang Granules on gastrointestinal inhibition were observed by using the model of gastric emptying and intestinal propulsive 
inhibition in mice induced by morphine (5 mg/kg, ip). The effect of Xiahuang Granules on intestinal absorption was observed by 
weighing small intestine in mice. The antiemetic effect of Xiahuang Granules was observed by cisplatin pica model in rats.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 of Xiahuang Granule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isolated ileum and colon models of spastic guinea pig induced by 
morphin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five days after the mice were given Xiahuang Granules, 14.95 and 7.48 g/kg of 
Xiahuang Granul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24-hour excretion of constipated mice with slow transmission constipation (P < 0.05 
and 0.01). After seven days of continuous administration, 14.95 and 7.48 g/kg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intestinal propulsion rate, and 
14.95g of crude drugs/kg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erum P content in serum (P < 0.05 and 0.01). One day after administration, 14.95 and 
7.48 g/kg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small intestine propulsion percentage of mice, accelerate gastric emptying, and14.95 g of cr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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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s/kg increased the small intestine moisture content (P < 0.01). After three days of administration in rats, the weight of kaoling 
eated by rat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group of 10.35 g/kg dose (P < 0.05). 0.62, 1.25, and 2.49 mg/mL of Xiahuang 
Granules (final concentration of bath tank)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intestinal tension of normal ileum and colon, while 1.25, 2.49 
mg/mL (final concentration of bath tank)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intestinal tension of spastic ileum and colon caused by morphine 
(P < 0.05 and 0.01). Conclusion  Xiahuang Granules have obvious therapeutic effect on morphine-induced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 
with obvious functions of relieving constipation, relieving spasm, promoting gastrointestinal movement, intestinal absorption, and 
antiemetic effect. 
key words: Xiahuang Granules;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 morphine; side-effect; defaecation; spasmolysis; opioid-induced constipation 
 

癌症已成为人类第一位死因，据报道，我国目

前有癌症患者超过 700万，每年新发癌症 180万，

死亡约 160 万，其中，50%～60%的患者都伴随不

同程度的疼痛[1]。根据WHO癌痛三阶梯治疗原则，

阿片类止痛药是中重度癌痛治疗的首选药物[2]。国

内报道认为，阿片类镇痛药诱发便秘发生率高达

90%～100%，且持续存在于止痛治疗的全过程[3]。

随着服用阿片类药物的时间延长，病人便秘加重，

同时伴随着恶心呕吐、腹胀腹痛等胃肠道副作用，

因此许多患者一旦出现阿片类便秘现象便停止药物

治疗[4]。阿片类便秘（opioid-induced constipation，
OIC）等胃肠道副作用已成为癌症治疗过程中亟需

解决的重要问题，探究其有效治疗手段是恶性肿瘤

综合治疗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由于中药疗效好，副作用少，不易引发药物依

赖，故寻找和开发疗效高、副作用少的治疗便秘的

中成药新药具有潜在而广阔的开发前景。夏黄颗粒

来源于临床经验方，由大黄、生地、芦荟、厚朴、

旋覆花等 10余味中药组成，具有通腑泻浊、理气和

胃的功效，拟用于治疗吗啡所致便秘、胃肠道痉挛

等副作用。本实验通过建立慢传输型便秘模型，观

察夏黄颗粒的治疗作用，并对其通便作用进行实验

研究，为临床研究提供依据。 
1  材料 
1.1  药物及主要试剂 

夏黄颗粒[5-7]：黄棕色粉末，2.34 g生药/g粉，

批号 201301，天津药物研究院中药现代研究部提

供。溴化甲基纳曲酮注射液：无色透明液体，      
20 mg/mL，批号 20121101，天津药物研究院中药现

代研究部提供。盐酸吗啡注射液：10 mg/mL，批号

120414-2，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麻仁软胶囊：0.6 g内容物/粒，批号 120213，天津

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产品。硫酸镁粉：白色粉末，

批号 130402，商丘市亮锋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产品。

盐酸昂丹司琼：白色片剂，4 mg/片，批号 120701，

宁波市天衡制药有限公司产品。顺铂：黄色粉末，

10 mg/瓶，批号 209022CF，齐鲁制药有限公司产品。

奶粉：淡黄色粉末，批号 20131014，瑞士雀巢产品

有限公司产品。淀粉：白色粉末，批号 20140118，
天津中英保健食品有限公司产品。高岭土：白色粉

末，批号 2012927，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产

品。生理盐水：批号 2A12110905，山东齐都药业有

限公司产品。阿拉伯树胶：批号 2011921，天津市

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产品。葡萄糖：批号 20131029，
天津市化学试剂批发公司产品。羧甲基纤维素钠：

批号 20110520，上海科丰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产品。

小鼠胃动素酶联免疫试剂盒：批号 201406，武汉基

因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产品。小鼠 P物质酶联免疫

试剂盒：批号 201406，武汉基因美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产品。 
1.2  动物 

SPF级 ICR小鼠、Wistar大鼠、豚鼠，北京维

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实验动物生产

许可证号 SCXK（京）2012-0001。 
1.3  主要仪器 

Varioskan Flash酶标仪，美国Thermo公司产品；

Hitachi 056-3003 型双通道生物机能实验系统；

LW20-1 型力-位移换能器，上海医用电子仪器厂；

FA1104型电子天平，上海天平仪器厂产品。 
2  方法 
2.1  通便作用 

采用吗啡致慢传输型便秘模型 [8]，选用健康

ICR 小鼠 100 只，体质量（18～20）g，随机取 12
只作为对照组，其余为造模组。造模组小鼠 sc    
2.5 mg/kg盐酸吗啡，每天 1次，连续 45 d，每 15
天称量 1次 24 h排便量，观察排便量的变化，45 d
后，选择 24 h排便量在 1.54～1.58 g的小鼠进行后

续实验；对照组注射等量生理盐水。 
选用上述符合要求的小鼠 72只，按性别、排便

量随机分为 6组，每组 12只，雌雄各半，分别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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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组、溴化甲基纳曲酮（1.04 mg/kg）组、麻仁软胶

囊（0.468 g/kg，以胶囊内容物计，相当于临床量的

1倍）组，和夏黄颗粒 14.95、7.48、3.74 g生药/kg
剂量组（分别相当于拟用临床量的 2、1、1/2倍），

除溴化甲基纳曲酮组外，ig给药，每天 1次，体积

均为 20 mL/kg，对照、模型组 ig等量蒸馏水，溴化

甲基纳曲酮组 ig 给予等容量蒸馏水后，进行 sc 给
药 10 mL/kg。 

连续给药 5 d，测量 24 h排便量。给药至 7 d，
末次给药后 35 min（已禁食 24 h），ig给予 5%炭末

混悬液（10%阿拉伯胶配制），20 min后眼眶取血，

3 000 r/min离心 15min得血清，Elisa法测定血清胃

动素及 P物质水平；取血后脱颈椎处死小鼠，打开

腹腔，迅速取出小肠，不加牵引直铺在搪瓷盘里，

测量幽门至炭末前沿及幽门至回盲肠部的距离，计

算炭末推进率。 
炭末推进率＝幽门至炭末前沿距离/幽门至回盲部全长

距离 

2.2  拮抗胃肠抑制作用 
2.2.1  对吗啡抑制小鼠小肠推进的影响[9]  选用健

康 ICR小鼠 70只，体质量 20～22 g，将小鼠按性

别、体质量随机分为 7组，每组 10只，雌雄各半，

组别及剂量设置同“2.1”项，给药 1次（给药前禁

食 24 h）。给药后 35 min，除对照组外各组均 ip     
5 mg/kg 盐酸吗啡（对照组 ip 生理盐水），15 min
后 ig给予 5%炭末混悬液（10%阿拉伯胶配制）。10 
min 后处死动物，打开腹腔，迅速取出小肠，不加

牵引直铺在搪瓷盘里，测量幽门至炭末前沿及幽门

至回盲部的距离，计算炭末推进率。 
2.2.2  对吗啡抑制小鼠胃排空的影响[9-10]  选用健

康 ICR小鼠 70只，体质量 20～22 g，将小鼠按性

别、体质量随机分为 7组，每组 10只，雌雄各半，

组别及剂量设置同“2.1”项，给药 1次（给药前禁

食 24 h）。给药后 30 min，各组小鼠均 ip 5 mg/kg
盐酸吗啡（对照组 ip生理盐水），10 min后，ig给
予半固体糊 0.8 mL/只。20 min后脱颈椎处死小鼠，

打开腹腔，结扎幽门和贲门，取出胃，用滤纸吸干

表面后称全质量，然后沿胃大弯剪开胃体，洗去胃

内容物，滤纸上吸干称净质量，以胃全质量和胃净

质量之差作为胃内残留物量，计算胃内残留率。 
胃内残留率＝（胃全重－胃净重）/0.8 

营养性半固体糊的配制：取羧甲基纤维素钠  
10 g，溶于 250 mL蒸馏水中，分别加入奶粉 16 g、

葡萄糖 8 g、淀粉 8 g，活性炭末 2 g，搅拌均匀，配

制成 300 mL约 300 g的黑色半固体糊状物，冰箱冷

藏，用时恢复至室温。 
2.3  肠水分吸收作用 

采用小肠称质量法[11]，选用健康 ICR 小鼠 70
只，体质量 19～21 g，按性别、体质量随机分成 7
组，每组 10只，雌雄各半，分别为对照组，夏黄颗

粒 14.95、7.48、3.74 g 生药/kg 剂量组，麻仁软胶

囊（0.468 g内容物/kg）组，硫酸镁粉（0.13 g/kg）
组，溴化甲基纳曲酮（1.04 mg/kg）组。ig 给药 1
次（给药前禁食 24 h），ig体积均为 20 mL/kg，对

照、模型组 ig 等量蒸馏水，溴化甲基纳曲酮组 ig
等量蒸馏水后，sc给药 10 mL/kg。给药后 1 h，脱

颈椎处死小鼠，剪开腹腔，暴露肠管，分别结扎幽

门、回盲部，从已结扎的幽门、回盲部处小心剪断，

保证肠腔内水分不流出，在滤纸上吸干表面后在电

子天平上准确称量小肠的湿质量，然后放入 65 ℃
烘箱烘干 24 h后称量干质量，计算含水量。 

含水量＝（湿质量－干质量）/湿质量 

2.4  止吐作用 
采用顺铂所致大鼠异食癖模型[12]。选用健康雄

性Wistar大鼠 100只，体质量 230～250 g，给药前，

对大鼠进行适应性饲养，即将对照饲料与高岭土饲

料同时给予大鼠，并每天定时将两种饲料取出，观

察高岭土饲料表面有无咬痕并称质量，直至大鼠不

再啃食高岭土为止，适应性饲养 1周后，选取不再

啃食高岭土的大鼠开始正式实验。 
选用上述符合要求的大鼠 70只，按体质量随机

分为 7组，每组 10只，分别为对照组，模型组，夏

黄颗粒 10.35、5.18、2.59 g 生药/kg 剂量组（分别

相当于临床拟用量 2、1、1/2 倍），麻仁软胶囊   
0.324 g内容物/kg组（临床拟用量的 1倍），盐酸昂

丹司琼 4.32 mg/kg组。ig给药，对照、模型组给予

等量蒸馏水，给药体积均为 10 mL/kg，每天 1次，

连续 3 d。末次给药后 30 min，分别 ip顺铂 3 mg/kg，
观察各组 48 h内大鼠的异嗜高岭土行为，记录对照

饲料和高岭土的耗用量，称量大鼠体质量变化。 
高岭土饲料：高岭土与 5%阿拉伯树胶加蒸馏

水调制而成。 
2.5  解痉作用 

采用吗啡致豚鼠离体回肠、结肠痉挛模型[13]。

选用健康豚鼠，体质量 300～350 g，雌雄兼用，实

验前饲养 1周，禁食 24 h后击打头部致昏，迅速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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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腹腔剪取结肠或回肠约 2 cm（剩余肠管置于

37 ℃克氏液中备用），两端对角部分结扎，下端与

浴槽底部固定，上端与力-位移换能器相连，悬挂于

含有 15 mL克氏液的恒温（37±0.5）℃浴槽中，通

入 95% O2和 5% CO2混合气体，调节标本负荷为   
1 g，稳定后开始实验。 

待肠管波形图稳定后，在浴槽中加入 0.2 mL盐

酸吗啡（终质量浓度为 0.133 mg/mL），肠管产生痉

挛性收缩，待其稳定后加入相应药物。分别加入

0.5%CMC-Na、溴化甲基纳曲酮（浴槽终浓度为

0.013 mg/mL）、夏黄颗粒（终浓度为 2.49、1.25、
0.62 mg 生药/mL），对照组不加吗啡，用 Hitachi 
056-3003记录仪描记肠管收缩曲线，记录给药前后

回肠、结肠张力的变化，计算抑制率。 
收缩抑制率＝（给药前张力－给药后张力）/给药前张

力 

2.6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数据均以 x s± 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3  结果 
3.1  通便作用 

表 1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sc吗啡 45 d后，

模型组 24 h排便量显著降低（P＜0.01），造模成功。

与模型组比较，给药 5 d，夏黄颗粒 14.95、7.48 g/kg
剂量组均能显著增加 24 h排便量（P＜0.05、0.01），
阳性药溴化甲基纳曲酮、麻仁软胶囊也有显著作用

（P＜0.05、0.01）。 

表 1  夏黄颗粒对慢传输型便秘小鼠 24 h排便量的影响( x
±s, n = 12) 

Table 1  Effect of Xiahuang Granules on defecation 
amount of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 mice in 24 hours ( x±

s, n = 12) 

组别 
剂量/ 

(g·kg−1) 

给药前 

排便量/g 

给药后 

排便量/g 

对照 － 2.17±0.11 2.15±0.11 

模型 － 1.56±0.13△△ 1.58±0.12△△ 

溴化甲基纳曲酮 1.04×10−3 1.54±0.13 1.75±0.12** 

麻仁软胶囊 0.468 1.55±0.13 1.68±0.10* 

夏黄颗粒 14.95 1.55±0.13 1.72±0.12** 

 7.48 1.55±0.13 1.68±0.11* 

 3.74 1.55±0.14 1.5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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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mol group; *P < 0.05  **P < 0.01 vs model group 

表 2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炭末推

进率显著降低（P＜0.01）；给药 7 d，夏黄颗粒

14.95、7.48 g/kg剂量组均能显著增加小肠炭末推

进率（P＜0.05）。 
表 3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血清 P

物质和胃动素水平显著降低（P＜0.01）；夏黄颗粒

14.95 g/kg剂量组能显著增加血清 P物质含量（P＜
0.05），对胃动素水平无显著影响。 

表 2  夏黄颗粒对慢传输型便秘小鼠小肠推进的影响( x±

s, n = 12) 
Table 2  Effect of Xiahuang Granules on percentage of 
small intestine propelling of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 mice  

( x±s, n = 12) 

组别 剂量/(g·kg−1) 炭末推进率/% 

对照 － 64.19±6.71 

模型 － 28.13±5.90△△ 

溴化甲基纳曲酮 1.04×10−3 35.71±9.54* 

麻仁软胶囊  0.468 32.61±5.77 

夏黄颗粒 14.95 36.06±8.14* 

  7.48 33.58±4.79* 

  3.74 31.23±5.04 
与对照组比较：

△△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5 
△△P < 0.01 vs normol group; *P < 0.05 vs model group 

表 3  夏黄颗粒对慢传输型便秘小鼠胃肠激素的影响( x±

s, n = 12) 
Table 3  Effect of Xiahuang Granules on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 of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 mice( x±s, n = 12) 

组别 
剂量/ 

(g·kg−1) 

P物质/

（pg·mL−1） 

胃动素/

（pg·mL−1） 

对照 － 117.12±15.00 338.22±41.50 

模型 － 81.49±10.74△△ 240.52±29.34△△ 

溴化甲基纳曲酮 1.04×10−3 93.49±8.09** 266.40±26.58* 

麻仁软胶囊 0.468 88.13±8.02 258.99±29.81 

夏黄颗粒 14.95 92.48±10.90* 257.13±25.03 

 7.48 89.02±11.63 242.52±26.06 

 3.74 85.08±8.21 247.16±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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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mol group; *P < 0.05  **P < 0.01 vs model group 

3.2  拮抗胃肠抑制作用 
3.2.1  对吗啡所致小鼠小肠推进抑制的影响  表 4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肠炭末推进率

显著降低（P＜0.01），造模成功。与模型组比较，

给药 1次，夏黄颗粒 14.95、7.48 g/kg剂量组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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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夏黄颗粒对吗啡所致小鼠肠推进抑制的影响( x±s, 
n = 10) 

Table 4  Effect of Xiahuang Granules on intestinal 
propulsive inhibition in mice induced by morphine ( x±s, 

n = 10) 

组别 剂量/(g·kg−1) 小肠炭末推进率/% 
对照 － 59.09±10.47 
模型 － 27.25±4.23△△ 
溴化甲基纳曲酮 1.04×10−3 39.15±7.08** 
麻仁软胶囊 0.468  30.68±11.71 
夏黄颗粒 14.95 46.65±5.47**## 

 7.48 37.39±7.40**## 
 3.74 33.71±8.89 

与对照组比较：
△△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1；与麻仁软

胶囊比较：##P＜0.01 
△△P < 0.01 vs normol group; **P < 0.01 vs model group; ##P < 0.01 
vs Maren soft capsule group 

显著增加小肠炭末推进率（P＜0.01），表明对小肠

推进抑制有显著拮抗作用，与等临床剂量的麻仁软

胶囊比较，作用更显著（P＜0.01）；阳性药溴化甲

基纳曲酮对小肠推进抑制也发挥显著拮抗作用 
（P＜0.01）。 
3.2.2  对吗啡所致小鼠胃排空抑制的影响  表 5结
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胃内残留物质量显

著增加，残留率显著升高（P＜0.01），造模成功。

与模型组比较，给药 1次，夏黄颗粒 14.95、7.48 g/kg
剂量组均能显著减少胃内残留物，显著降低残留率

（P＜0.01），表明对小鼠胃排空抑制有显著拮抗作

用，与等临床剂量的麻仁软胶囊比较，作用更显著

（P＜0.05、0.01）；阳性药溴化甲基纳曲酮有显著拮

抗作用（P＜0.01）。 

表 5  夏黄颗粒对吗啡所致小鼠胃排空抑制的影响( x±s, n = 10) 
Table 5  Effect of Xiahuang Granules on gastric emptying inhibition in mice induced by morphine ( x±s, n = 10) 

组别 剂量/(g·kg−1) 胃全质量/g 胃净质量/g 胃内残留率/% 

对照 － 0.63±0.08 0.21±0.03 51.68±9.69 

模型 － 0.96±0.05△△ 0.22±0.02 92.18±4.66△△ 

溴化甲基纳曲酮  1.04×10−3 0.79±0.11** 0.21±0.03 71.60±12.31** 

麻仁软胶囊 0.468 0.92±0.07 0.23±0.02 87.10±8.26 

夏黄颗粒 14.95 0.78±0.10**## 0.22±0.02 69.26±12.99**## 

 7.48 0.83±0.13* 0.22±0.03 75.71±14.61**# 

 3.74 0.91±0.08 0.22±0.03 86.86±8.98 

与对照组比较：
△△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5  **P＜0.01；与麻仁软胶囊比较：#P＜0.05  ##P＜0.01 

△△P < 0.01 vs normol group; *P < 0.05  **P < 0.01 vs model group; #P < 0.05  ##P < 0.01 vs Maren soft capsule group

3.3  肠吸收作用 
表 6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给药 1次，夏黄

颗粒 14.95、7.48 g/kg剂量组均能显著增加小肠含水

量（P＜0.01），表明能显著促进肠吸收，与等临床剂

量的麻仁软胶囊相比较，差异显著（P＜0.01）；与对

照组比较，硫酸镁显著增加小肠含水量（P＜0.01）。 

表 6  夏黄颗粒对小鼠小肠水分吸收的影响( x±s, n = 10) 
Table 6  Effect of Xiahuang Granules on intestinal water absorption in mice ( x±s, n = 10) 

组别 剂量/(g·kg−1) 肠湿质量/g 肠干质量/g 含水量/% 

对照 － 1.08±0.07 0.27±0.04 75.26±2.25 

硫酸镁 0.13 1.24±0.07** 0.26±0.03 79.26±1.44** 

麻仁软胶囊 0.468 1.10±0.07 0.26±0.02 76.45±1.27 

溴化甲基纳曲酮 1.04×10−3 1.10±0.06 0.28±0.01 74.64±1.18 

夏黄颗粒 14.95 1.45±0.10**## 0.29±0.04 79.75±2.32**## 

  7.48 1.30±0.14**## 0.28±0.03 78.54±1.10**## 

  3.74 1.16±0.08 0.27±0.03 76.56±2.46 

与对照组比较：*P＜0.05  **P＜0.01；与麻仁软胶囊比较：##P＜0.01 
*P < 0.05  **P < 0.01 vs control group; ##P < 0.01 vs Maren soft capsul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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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止吐作用 
表 7、8、9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

体质量显著降低（P＜0.01），异嗜高岭土质量显著升

高（P＜0.01），进食正常饲料质量显著降低（P＜
0.01），造模成功。与模型组比较，给药 3 d，夏黄

颗粒 10.35 g/kg剂量组能显著减缓大鼠体质量降低

（P＜0.05）、显著减少异嗜高岭土质量（P＜0.05）、
显著增加正常饲料进食量（P＜0.05），表明有显著

的止吐作用；阳性药盐酸昂丹司琼也有显著止吐作

用（P＜0.05、0.01）。 
表 7  夏黄颗粒对顺铂所致异嗜大鼠体质量的影响( x±s, n = 10) 

Table 7  Effect of Xiahuang Granules on the body weight of rats pica caused by cisplatin ( x±s, n = 10) 

组别 剂量/(g·kg−1) 造模前体质量/g 造模后体质量/g 体质量差值/g 
对照 － 309.2±5.1 322.0±5.3 12.8±2.3 
模型 － 310.2±4.4 303.6±4.2△△ −6.6±2.7△△ 
盐酸昂丹司琼 4.32×10−3 312.5±5.5 308.7±6.2* −3.8±1.4* 
麻仁软胶囊 0.324  311.1±6.7 306.1±6.2 −5.0±2.2 
夏黄颗粒 10.35 310.3±5.3 306.4±5.7 −3.9±1.1* 

  5.18 310.8±6.1 305.5±6.7 −5.3±2.2 
  2.59 310.6±6.7 303.9±7.5 −6.7±3.1 

与对照组比较：
△△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5 

△△P < 0.01 vs normol group; *P < 0.05 vs model group 

表 8  夏黄颗粒对顺铂所致大鼠异嗜高岭土的影响( x±s, n = 10) 
Table 8  Effect of Xiahuang Granules on eating kaoling of rats pica caused by cisplatin ( x±s, n = 10) 

组别 剂量/(g·kg−1) 初始质量/g 剩余质量/g 进食量/g 
对照 － 17.99±1.71 17.82±1.72 0.17±0.10 
模型 － 19.01±3.18 8.19±3.21△△ 10.82±3.74△△ 
盐酸昂丹司琼 4.32×10−3 18.12±1.10 11.17±1.25* 6.96±1.20* 
麻仁软胶囊 0.324  18.34±1.70 7.61±2.35 10.74±2.68 
夏黄颗粒 10.35 18.40±1.30 11.20±2.05* 7.19±1.53*## 

  5.18 18.33±2.24 9.88±3.00 8.44±1.86# 
  2.59 18.33±2.31 8.70±3.67 9.63±2.34 

与对照组比较：
△△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5；与麻仁软胶囊比较：#P＜0.05  ##P＜0.01 

△△P < 0.01 vs normol group; *P < 0.05 vs model group; #P < 0.05  ##P < 0.01 vs Maren soft capsule group 

表 9  夏黄颗粒对顺铂所致大鼠异嗜对进食正常饲料的影响( x±s, n = 10) 
Table 9  Effect of Xiahuang Granules on eating normal diet of rats pica caused by cisplatin ( x±s, n = 10) 

组别 剂量/(g·kg−1) 初始质量/g 剩余质量/g 进食量/g 
对照 － 150.0±0.0 77.9±4.6 72.1±4.6 
模型 － 150.0±0.0 104.6±5.6△△ 45.4±5.6△△ 
盐酸昂丹司琼 4.32×10−3 150.0±0.0 95.7±6.6** 54.3±6.6** 
麻仁软胶囊 0.324  150.0±0.0 104.3±5.9 45.7±5.9 
夏黄颗粒 10.35 150.0±0.0 98.6±5.0* 51.4±5.0*#  

  5.18 150.0±0.0 103.1±6.8 46.9±6.8 
  2.59 150.0±0.0 106.9±3.4 43.1±3.4 

与对照组比较：
△△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5  **P＜0.01；与麻仁软胶囊比较：#P＜0.05 

△△P < 0.01 vs normol group; *P < 0.05  **P < 0.01 vs model group; #P < 0.05 vs Maren soft capsule group 

3.5  解痉作用 
3.5.1  对吗啡所致痉挛性豚鼠离体回肠的影响  表
10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加入吗啡后豚鼠回肠痉

挛性收缩，张力显著增加（P＜0.01），造模成功。与

模型组比较，夏黄颗粒 2.49、1.25 mg/mL浓度组能显

著拮抗回肠痉挛，降低回肠张力，收缩抑制率显著升

高（P＜0.01）；阳性药溴化甲基纳曲酮组也有显著解

痉作用，收缩抑制率显著升高（P＜0.01）。 



  Drug Evaluation Research  第 41卷 第 9期  2018年 9月 

    

• 1595 • 

表 10  夏黄颗粒对吗啡痉挛性豚鼠离体回肠张力的影响(( x±s, n = 10) 
Table 10  Effect of Xiahuang Granules on ileum tension in morphine spasmodic guinea pigs in vitro ( x±s, n = 10) 

组别 
浴槽终质量浓度/ 
(mg·mL−1) 

回肠张力/g 
收缩抑制率/% 

稳定后 给吗啡后 给药后 给药后－给药前 
对照 － 1.16±0.09 － 1.14±0.10 0.02±0.09 1.89±7.49 
模型 － 1.15±0.17 2.09±0.60 2.06±0.56△△ 0.03±0.19 0.57±8.70 
溴化甲基纳曲酮  0.013 1.14±0.15 2.15±0.23 1.64±0.19*  0.51±0.22** 23.25±9.12** 
夏黄颗粒 2.49 1.14±0.14 2.04±0.27 1.48±0.28*  0.56±0.19** 27.57±9.74** 
 1.25 1.17±0.14 2.00±0.29 1.68±0.27  0.33±0.11** 16.28±5.53** 

 0.62 1.19±0.15 1.97±0.38 1.80±0.45 0.14±0.22  7.77±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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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mol group; *P < 0.05  **P < 0.01 vs model group 

3.5.2  对吗啡所致痉挛性豚鼠离体结肠的影响  表
11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加入吗啡后豚鼠结肠痉

挛性收缩，张力显著增加（P＜0.01），造模成功。与

模型组比较，2.49、1.25、0.62 mg/mL浓度夏黄颗、

阳性药溴化甲基纳曲酮能显著拮抗结肠痉挛，显著降

低结肠张力（P＜0.01）、显著升高收缩抑制率（P＜
0.01）。 

表 11  夏黄颗粒对吗啡痉挛性豚鼠离体结肠张力的影响( x±s, n = 10) 
Table 11  Effect of Xiahuang Granules on colon tension in morphine spasmodic guinea pigs in vitro ( x±s, n = 10) 

组别 浴槽终质量浓度/(mg mL−1) 
结肠张力/g 

收缩抑制率/% 
稳定后 给吗啡后 给药后 给药后－给药前 

对照 － 1.01±0.07 － 0.99±0.07 0.02±0.05 2.22±5.16 
模型 － 1.00±0.09 1.68±0.11 1.58±0.17△△ 0.10±0.08 6.22±4.76 
溴化甲基纳曲酮  0.013 1.01±0.09 1.67±0.09 1.03±0.27** 0.65±0.30** 38.30±17.25** 
夏黄颗粒 2.49 1.02±0.09 1.64±0.09 1.00±0.20** 0.63±0.16** 38.89±10.55** 

 1.25 0.97±0.10 1.66±0.11 1.24±0.16** 0.41±0.17** 24.81±10.42** 
 0.62 0.98±0.07 1.64±0.08 1.43±0.15 0.21±0.12* 12.8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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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mol group; *P < 0.05  **P < 0.01 vs model group 

4  讨论 
OIC为癌痛患者服用阿片类药物的临床常见不

良反应，阿片类药物通过特异性地与脑和脊柱等中

枢神经系统内的μ-阿片类受体相互作用解除疼痛的

同时，也与中枢神经系统外的 μ-阿片类受体相互作

用，抑制乙酰胆碱的释放、抑制兴奋性递质的释放、

抑制结肠的运动、抑制肠神经的兴奋性，造成便   
秘[14-16]，离体实验表明夏黄颗粒能拮抗吗啡引起的

肠痉挛。 
阿片类药物都有一定的抑制胃肠道蠕动的副作

用。它们可以抑制胃排空，增强幽门的张力，从而

导致恶心、呕吐和厌食，使得食物消化出现异常，

同时延迟药物的吸收和增加液体的吸收，肠内液体

的缺乏会导致大便硬化和便秘，从而导致腹痛和腹

胀[17]。实验表明，夏黄颗粒能显著拮抗吗啡引起的

胃肠抑制。 
夏黄颗粒源于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

瘤科多年临床经验方，方中大黄泻热通便，荡涤积

滞；厚朴清泻肝热，行气除满；半夏、旋覆花降逆

理气，诸药合用，共奏解毒泻浊、通腑和胃之功。

现代药理表明，大黄具有加快慢传输便秘大鼠肠道

传输、增加粪便含水量、降低血管活性肠肽（VIP）
浓度、升高前列腺素 E2（PGE2）含量、下调水通

道蛋白 3（AQP3）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的作用[18]。

进一步研究表明，大黄使便秘大鼠结肠肌间神经丛

中的胆碱能神经分布趋于对照，可能是其调节结肠

功能、治疗慢传输型便秘的机制之一[19]。厚朴具有

促进胃排空和胃肠蠕动，促进消化，缓解便秘的作

用[20]。半夏具调节胃肠功能，旋复花降逆止呕[21-23]。 
本实验结果显示，夏黄颗粒能显著拮抗吗啡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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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胃肠抑制，具有缓解肠痉挛，降低肠张力，促

进肠蠕动，加强肠腔内水分吸收功能，增加粪便排

出量，改善便秘的作用。 
夏黄颗粒有显著的通便、解痉、促进胃肠运动

的作用，对吗啡所致胃肠道副作用具有显著的防治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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