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
、

舌苔
、

肺部听诊
。

4银龙 口服液对症状的影响

结果见表 1
。

表 1 银龙口服液对各种症状的影响

症状 咳嗽 气急 胸痛 鼻塞 乏力 听诊
治前例数 86 8 432 30 80 痰鸣音及干锣音
治后例数 10 3 1 8 5基本消失
有效率 (% )8 8

.

43 9
.

8 69
.

97 3
.

3 9 4

凡 以上症状消失或基本消失为显效
,

轻

度或偶然出现为有效
,

无明显改善为无效
。

86 例中显效 59 例占 68
.

6%
,

有效 20 例

占 2 3
.

2 %
,

无效 7 例占 8
.

2 %
。

5 典型病例

何 x x
,

男
,

69 岁
,

慢性气管炎 27 年
,

每

逢秋末至春初时常发作
,

频 咳
,

痰多难咳出
,

气急
,

胸痛不能平卧
,

神疲乏力
,

肺部听诊
:

呼

吸音粗
,

干 哆音
,

痰鸣音满布
,

苔 白腻
,

质胖

红
,

脉沉细
。

曾用多种抗生素
、

茶碱片
、

复方甘

草片等药治疗无效
,

于 1 99 5一 1 1
一

20 来院应

诊
,

给予银龙 口服液
,

当 日症状即明显好转
,

2

个疗程后
,

症状基本消失
。

6 小结与讨论

银杏叶性味甘苦涩平
,

入肺经
,

功能敛肺

定喘
,

适用于咳嗽
、

痰多
、

气急
、

胸闷等症状
;

地龙性味咸寒
,

归肝脾膀胧经
,

功能清热定

惊
,

通络平喘
,

对气管炎喘闷痰多有很好作

用
。

二者合用止咳平喘之效更佳
,

对于气管炎

发作具有起效快
,

作用持久之特点
。

对于高血

压及冠心病本品也有较好疗效
。

以上慢性气管炎病例
,

过去只针对病因

进行抗炎和各种中西医治疗
,

顽固性咳嗽和

痰多喘鸣症状难以控制
,

病人十分痛苦
,

自加

用银龙 口服液后
,

大多患者上述症状很快得

到改善
。

1 疗程后有效率达 9 1
.

8 %
,

证明本品

是治疗慢性气管炎的理想药物
。

现代研究证

实银杏叶含多种黄酮及银杏内酷
,

具有降低

胆固醇
,

改善血液循环
,

改善免疫力功 能作

用
;
地龙含黄嗦吟及蛆叫素

、

多种氨基酸
、

脂

肪酸等
,

能解热
、

利尿
、

解除支气管平滑肌痉

挛
。

故二者对于治疗慢性支气管炎
,

消除哮喘

症状
,

提高免疫功能有很好作用
,

且无任何毒

副作用
。

( 1 9 9 6
一 0 6

一

0 4 收稿 )

消肿止痛液的药理实验研究

天津中医学院中医研究所 ( 3 0 0 1 9 3) 王志华
.

王慧生 高纪和

摘 要 消肿止痛液临床试用 19 0 例
,

总有效率达 96
.

3 %
。

动物实验选择与临床功效相对应指标

进行实验研究
,

数据结果经统计学处理 尸 值均 < 0
.

05 和 。
.

01
,

表明该药确有明显的镇痛
、

消肿
、

抗

炎作用
,

为开发该药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

关键词 消肿止痛液 镇痛 消肿 抗炎

消肿止痛液为临床经验方
,

由丹参
、

乳

香
、

威灵仙等多种中草药组成
,

精制提取为外

用涂抹剂
。

临床试用于软组织损伤
、

关节肿痛

病人 1 90 例
,

总有效率达 96
.

3%
,

为证实其药

效
,

我们进行了镇痛
、

消肿
、

抗炎实验研究
。

1 实验材料

1
.

1 药物
:

消肿止痛液和浓缩液
,

由天津中

医学院制剂室提供
,

为棕色透明液体
,

含生药

量分别为 1 3
.

8%和 69 %
,

置 4℃冰箱保存备

用
,

用前以 45 % 乙醇将药液稀释成 6
.

9%和

A d d r e s s :

W
a n g Z h ih u a ,

I n s t i t u t e o f T r a d i t i o n a l C h i n e s e M e d i e in e ,

T i a n jin g C o l l e g e o f T r a d i t i o an l C h in e s e M e d i e i n e ,

T i a n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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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6写的应用液
。

次取其平均值作为基础痛阐
。

选 3一 10 5
引

1
.

2 试剂
:

正骨水
:

阳性对照药
,

市售
,

批号 起甩尾的大鼠供实验用
,

少于 3 5
或大于 10

5

94 01 17 一 4
,

广西玉林制药厂产品
。

角叉菜胶
:

舍弃不用
。

取合格痛阂值的大鼠 60 只
,

按闭

iS g m a
公司产品

。

冻干卡介苗制剂
:

卫生部兰 值随机分为 6组
,

每组 10 只
,

3个给药组大鼠

州生物制品研究所产品
,

批号 9 4 0 4 0 5
。

rF
e 一

尾部一次分别涂抹 6
.

9%
、

13
.

8%和 27
.

6%

u n d
` s
完全佐剂

:

用液体石蜡和羊毛脂 ( 2
:

l) 消肿止痛液 0
.

2 m L / 1 0 0 9 体重
,

阳性对照组

共热 至 70 ℃
,

振摇后高压灭 菌
,

然后按每毫 涂抹正骨水 0
.

2 m l / 1 0 0 9 体重
,

溶媒对照组

升加入卡介苗 6 m g 制成
。

和 空白对照组分别给予同体积 45 % 乙醇和

1
.

3 动物
:

昆明种 W i st ar 大 鼠
,

雌雄兼用
,

蒸馏水
。

于 60 m in 后 以蒸馏水洗去尾部药

由国家医药管理局天津药物研究院动物研究 液
,

分另全于即刻
、

30 和 6 o m in (即给药后 60
、

室繁殖
,

正常饲养 3 d 后供用
。

90 和 12 0 m in) 测定每鼠的痛闭变化值
,

按 t

2 方法与结果 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
。

结果表明
,

13
.

8%的消

2
.

1 对大鼠的镇痛作用
〔均 :

取体重 10 0一 15 0 肿止痛液一次涂抹后 60 m in 和 2 7
.

6 %消肿
g 大鼠

,

雌雄各半
,

用 自制辐射热刺激光源 止痛液一次涂抹后 60 ~ 90 m in
,

大鼠疼痛反

(2 Z v
、

25 0 W
、

直径 16 m m )光线聚光后照射 应潜伏期明显延长
,

表明痛闭明显提高
,

与溶

于鼠尾 下 1 3/ 处测痛
,

用秒表记录从照射开 媒组相比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表 1 )
。

始至 出现甩尾的时间 ( s )作为痛阐值
,

连测 2

表 1 消肿止痛液对大鼠辐射热致痛的镇痛作用

组别
浓度

( % )

剂量 动物数 痛闭变化值 (、 ) (牙士 : )

( m L / 10 0 9 体重 ) (只 ) 6 0 m i n 90 m in 1 20 m in

986.61327

空白

4 5% 乙醇

正骨水

消肿止痛液

0 2

0
.

2

0
.

2

0
.

2

1 0

10

l 0

1 0

1 0

l 0

0
.

6 9士 1
.

5 6

0
.

3 0士 1
.

7 7

3
.

3 3士 1
.

6 6
苍 餐

0
.

3 7士 1
.

3 0

2
,

1 7士 1
.

1 0
.

3
.

6 7士 0
.

9 3
. ,

0
.

13士 1
.

7 1

0
.

2 0士 1
.

4 6

0
.

8 2士 1
.

12

0
.

4 2士 1
.

3 3

0
.

4 9士 1
.

0 5

2
.

3 3士 1
.

0 0
“ “

0
.

5 7士 1
.

6 2

0
.

4 0士 1
.

6 1

0
.

2 9士 1
.

4 4

0
.

3 9士 1
.

5 1

0
.

3 4士 1
.

1 2

0 1 9士 1
.

4 1

与 45 % 乙醇对照组相 比 二 P < 0
.

05
, `

尸 < 0
.

01

2
.

2 对大 鼠足肿胀作用
〔 1〕 :

按体重 ( 1 6 5 ~

2 1 0 9 )将 W i s t a r
大鼠随机分为 6 组

,

每组 1 0

只
,

雌雄各半
,

实验前按毛细管放大测量法测

定各组大鼠右后足 的正常体积
,

实验当 日 3

个给药组大鼠右后足肠涂抹 6
.

9%
、

13
.

8 %和

2 7
.

6%的消肿止痛液 0
.

1 m L / 1 0 0 9 体重
,

阳

性对照组涂抹正骨水 0
.

1 m L / 1 0 0 9 体重
,

模

型对照组和溶媒对照组分别涂抹同体积的蒸

馏水和 45 % 乙醇
,

于 60 m in 后
,

各组大鼠右

后足肠皮下注射 1%角叉菜胶 0
.

l m L 致炎
,

同时各给药组再涂药 1次
,

剂量如前
,

总药量

为 0
.

2 m L / 1 0 0 9 体重
。

溶媒对照组和空白对

照组涂以同体积 的 45 % 乙醇和蒸馏水
,

测定

致炎后 1
、

2
、

4 和 6 h 的右后足体积
,

各大鼠致
.

3 2
·

炎前后足体积的差值为肿胀度
,

按 t 检验进

行统计学处理
。

结果大鼠右后足肠皮下注射

1% 角叉菜胶 0
.

1 m L 后 引起明显肿胀
,

于观

察的 6 h 内未见消退
;
溶媒 45 % 乙醇无任何

抗炎作用
;
消肿止痛液具有明显的抑制足环

肿胀的作用
,

降低角叉菜胶引起的肿胀程度
,

并与剂量呈依赖关系
。

致炎后 1一 4 h 与模型

对照组比较
,

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表 2 )
。

2
.

3 对大鼠佐剂关节炎的作用
〔` , :

雄性 W is
-

t a r
大鼠

,

体重 22 0一 1 5 0 9 ,

按体重随机分为 6

组
,

每组 10 只
,

实验前按毛细管放大测量法

测定各组大鼠右后足的正常体积
,

实验的当

日每鼠右后足皮内注射 F er
u n d’ s

完全佐剂

0
.

0 5 m L 致炎
。

于致炎后 19 d 用毛细管放大



法测定各组大鼠左后足的肿胀度
,

并根据大 完全佐剂第 19 天后四足红肿
,

耳部出现 红

鼠前肢
、

左后肢的肿胀
、

耳部红斑
、

尾部结节 斑
,

尾部出现结节
,

体重增长速度减慢
。

溶媒

的严重程度
,

按 。~ 4 级评分
。

然后开始给药
,

45 % 乙醇无任何对抗作用
。

13
.

8%消肿止痛
3 个给药组大鼠后双足一次分别涂抹 6

.

9%
、

液 0
.

02 m L / 1 0 0 9 体重
·

d 给药 6一 7 d 能明

13
.

8%和 27
.

6%消肿止痛液 0
.

m m L / 1 0 0 9 显抑制足肿及其他炎症的严重程度
,

并能抑

体重
,

阳性对照组大鼠涂抹正骨水 0
.

01 m L / 制大鼠体重减轻
,

与模型对照组相 比有统计

1 00 9 体重
,

溶媒组和模型对照组分别给予 同 学差异
。

27
.

6%消肿止痛液 0
.

02 m L / 1 0 0 9

体积 45 %乙醇和蒸馏水
,

每日 2次
,

总药量为 体重
·

d 涂抹 4 ~ 7 d 后
,

大鼠足肿胀和其他

0
.

02 m L l/ 00 9 体重
,

并在每日第 1 次给药前 炎症的严重 明显减轻
、

消失
,

体重减轻程度降

测定每鼠左后足的肿胀度
,

每 日称体重 1次
,

低
,

与模型对照组相 比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并根据炎症程度评分 1 次
,

连续给药 7 d
,

结 (表 3)
。

因此
,

消肿止痛液具有明显的对抗大

果用 w i l e o x o n 一

M a n n 一

w h i e h e y 检测 法进行 鼠佐剂关节炎作用
。

统计学处理
。

结果表明
,

大鼠注射 rF
e u

dn
` s

表 2 消肿止痛液对大鼠角叉菜胶性足拓肿胀的影响

组别
浓度 剂量

(% ) ( m L / 10 0 9 体重 )

动物数 足肠肿胀值 m I
J

` 士
、
)

2 h 4 h

模型

4 5% 乙醇

正骨水

消肿止痛液

0
.

2

0
.

2

10

l 0

6
.

9

1 3 8

0
.

2

0 2

1 0

l 0

0
.

2

0
.

2

1 0

l 0

0
.

5 1士 0
.

1 1

0
.

4 2士 0
.

0 9

0
.

2 7士 0
.

10
苍 升

0
.

3 3士 0
.

0 9
“ 份

0
.

30士 0
.

0 7
务 居

0
.

2 7士 0
.

0 8
` .

0
.

4 6士 0
.

1 5

0
.

4 3士 0
.

0 7

0
.

2 5士 0
.

0 8
. 怪

0 3 5士 0
.

0 7
爷

0
.

3 2士 0
.

0 7
各

0
.

2 8士 0
.

0 6
爷 怪

0
.

4 4土 0
.

1 3

0
.

4 0士 0
.

0 8

0
.

2 8士 0
.

10
“ 赞

0
.

3 4士 0
.

0 7 奋

0
.

3 3士 0
.

1 5
书

0
.

3 1士 0
.

0 8
书

0
.

4 3士 0
.

12

0
.

3 5士 0
.

1 1

0
.

3 0士 0
.

1 1

0
.

3 9士 0
.

0 9

0
.

3 5士 0
.

0 9

0
.

3 3士 0
.

1 2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
,
尸 < 。

.

05
* * p < 0

.

01 (下同 )

表 3 消肿止痛液对大鼠佐剂关节炎足肿的影响

组别
浓度 剂量 动物数

(% ) ( m L / 1 009 体重
·

d ) (只 )

足踢肿胀值 ( m L ) (王士 , )

1 d 3 d s d

模型 一

45% 乙醇 一

正骨水 一

消肿止痛液 6
.

9

13
.

8

2 7
.

6

l 0

1 0

l 0

1 0

l 0

1 0

0
.

7 7士 0
.

3 9

0
.

7 7士 0
.

2 5

0
.

7 4士 0
.

2 3

0
.

7 4士 0
.

2 3

0
.

7 5士 0
.

2 5

0
.

7 3士 0
.

2 0

0
.

7 3士 0
.

3 2

0
.

7 5士 0 3 4

0
.

6 4士 0
.

2 3

0
.

7 1士 0
.

2 7

0
.

6 4士 0
.

3 2

0
.

6 5士 0 2 0

0
.

6 1士 0
.

3 7

0
.

7 6士 0
.

3 0

0
.

5 2士 0
.

3 0

0
.

6 3士 0
.

2 9

0
.

5 0士 0
.

2 1

0
.

4 1士 0
.

1 4

0
.

6 0士 0
.

3 2 0
.

5 9士 0
.

2 5

0
.

6 5士 0
.

2 2 0
.

5 7士 0
.

2 3

0
.

3 6士 0
.

2 3 0
.

2 0士 0
.

08
餐铃

0
.

5 5士 0
.

1 6 0
.

4 5士 0
.

1 6

0 3 8士 0
.

1 5 0
.

2 3士 0
.

0 7 价母

0
.

2 8士 0
.

2 9 份 悦 0
.

16士 0
.

0 9
赞 .

夕éQé今目0山Q山9臼

……
八曰000on

3 小结

软组织损伤及关节肿痛为临床常见病

证
,

长期以来祖国医学对该病的治疗
,

主以活

血化察为治疗大法
,

用药途径上有内治
、

外治

及内外兼治
,

诸方法皆有一定疗效
。

消肿止痛

液为临床长期使用 的经验方剂
,

其立法突 出

活血化癖
,

通络止痛
,

兼顾驱风除痹
,

解毒散

结
,

组方药物虽非控制定论
,

然君臣佐使相辅

相承
,

诸药和合
,

加之选用优良的制剂 工艺
,

方便的给药途径
,

临床使用多年
,

收效颇佳
。

本实验选择了与该药功效相对应的实验

指标进行研究
,

数据经统计学处理
,

结果表明

该药确有明显的镇痛
、

消肿
、

抗炎 的作用
,

不

仅为该药的临床使用提供了科学 的依据
,

同

时也为进一步开发研究该药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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