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液 中含有某些金属微量元素
,

当金属浓度到

达一定程度时
,

对发光有增大的影响
。

�
�

� 中药抗氧化能力的大小与植 物所含化

学成分性质有关
,

与有效成分的溶解性有关
。

在 比较 天然产物 水溶性 物质 的抗 氧化能力

时
,

以 � �� � 这种世界公认 的体 内优 良抗 氧

化剂作为 比较标准是合理并可被人们所接受

的
。

� � � 能较全面反映水溶性物质抗氧化

能力大小
。

笔者认为 � � � 值 � � 的中药具有

比较强的抗 氧化能力
,

而 � � � 值 � �� 的中

药其抗氧化能力就比较弱
。

从提取液的颜 色

来看
,

一般颜色较深者
,

其对 �
�
�
�

的清除率

较高
,

这也提示这些清热中药水提液对 �
�
�
�

的清除率与其所含的有效成分即溶出浓度有

关
,

可能也与植物色素有关
。

我 们 的研究 证 明了清热 中药在 体外对

�
�
�
�

具有直接清除作用
,

而在体 内是否也有

或仅间接发挥作用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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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翘提取物的抗炎镇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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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连翘 ��  甲醇提取物 的消炎镇痛作 用及其活性部位进行 了研究
。

将连翘干燥果实的 甲

醇提取液
、

正 己烷萃取 甲醇提取液后所得到 的正 己烷 可溶物 和水可溶物分别进行真 空冷冻干燥
,

得到 � 种棕 色粉末状物质
。

通过小 鼠毛细血管通透性
、

扭体反 应
、

足趾肿胀 和肉芽肿实验表明
,

连

翘甲醇提取物和正 己烷 可溶物具有消炎和镇痛作用
,

而水溶物则无上 述效果
。

证 明甲醇提取物中

的消炎镇痛活性物质转移到正 己烷液中
,

即极性较低的脂溶性物质为其活性部位
。

关键词 连翘 抗 炎 镇痛

连翘是传统的中草药
,

为清热解毒要药
,

具有抗菌 〔, 〕、

抗病毒
、

消炎
、

镇痛等作用
。

国内

外 经常把连翘和其它的 中草药配伍
,

制成复

方制剂应用于临床 〔“
,
’〕 。

目前
,

对于连翘单味

药的研究多集 中于连翘子
〔‘〕和 叶〔�〕等所含的

化学成 分及 结构定性定量的测定
,

而对连翘

在抗炎镇痛方面药理作用及其活性部位的研

究 尚未见报道
。

因此
,

我们对这方面进行了探

讨
。

� 材料

�
�

� 连翘
�

购 自天津 中药饮片厂
,

经天津药

品 检 验 所 鉴 定 为 连 翘 �田
心

划�� �� �� ��  ! ��

�� � � � �
�

� � �� � 的果实
。

�
�

� 连翘 甲醇提取物的制备
�

将连翘干燥果

实粉碎
,

用 ��  甲醇在 �� ℃水浴上回流提取

� 次
,

每次 � �
,

用纱布过滤
,

得到连翘的甲醇

提取液
,

减压蒸馏除去甲醇
,

再冷冻干燥处理

得棕色粉末状 的甲醇提取物
。

临用时用 � �

吐温
一

�� 溶液配成所需浓度备用
。

�
�

� 正己烷可溶物 的制备
�

取以 �
�

� 法所得

到的甲醇提取液
,

用正 己烷以 � � � 进一步萃

取精制
,

得到可溶于正 己烷层 的棕色粉末状

提取物
,

即为正己烷可溶物
。

临用时按 ��  

甲醇提取物 � � � � � 剂量为基准
,

用 � �吐温
�

� � 溶液配成所需浓度备用
。

�
�

� 水可溶物的制备
�

正己烷提取后溶于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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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部分经过同样的处理得到的物质为水可

溶物
。

临用前按 �
�

� 法的操作
,

用 � �吐温
�

� � 溶液配成所需浓度备用
。

�
�

� 消炎痛
�

美国 �� � �
� 公司产 品

。

临用时

用 � � 吐温
一

�� 溶液配成所需浓度备用
。

�
�

� 实 验 动 物
�
� �� 系 雄 性 小 鼠

,

体 重

�� � 士 � � � � � �
� � � � 系雄性大 鼠

,

体重 �� � � 士

�� � �
,

均 由日本国立医药 品食 品卫生研究所

提供
。

� 实验方法
〔‘〕

�
�

� 醋酸致小 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实验
�

取雄性小 鼠
,

随机分成对照组 �� �吐温
一
� � �

,

甲醇提取物 �
、

� � �� � 剂量组
,

正己烷可溶物

�
�

� � �� �
、

水可溶物 �
�

� � � � � 及消炎痛 �
�

��

� � �� 剂量组
。

按 � � � � � �� �� 给药 � � � ��

后
,

尾 �� � �涝胺 蓝 溶 液 �
�

� � � � � � �
, � �

� �� 后
,

�� �� 醋酸 �
�

� � � � � � �
,

� � � �� 后

脱颈椎处死小 鼠
,

剪开腹部皮肤
,

用生理盐水

冲洗 腹 腔
,

收集 冲 洗 液
,

调 整 终 体 积 至 ��

� �
,

离心取上 清液于分光光度计 � ��
� � 处

测吸收度
,

并于标准 曲线上查出每只小鼠腹

腔渗出的染料量
,

进行统计 比较
。

�
�

� 角叉菜致大 鼠足拓肿胀实验
�

取雄性大

鼠随机分成对照组
、

甲醇提取物 �
、

� � � � � 剂

量组及消炎痛 �
�

�� � � � � 剂量组
。

先用足肿

测 定 仪测 定每 鼠右后 肢 的 正常 体积
,

�� 给

药
。

�� � �� 后
,

分别于每组大 鼠右后肢足肠
�。 � �角叉 菜致炎

,

注射后分别 测定 ��
、

��
、

� � �
、

� � �
、

� � �
、

� � � 和 � � � � �� 时右后 肢肿胀

的体积
,

结果以 致炎前 所测右后肢体积值 为

基准
,

计算致炎后不同时间肿胀率
。

�
�

� 棉球 肉芽组织增生实验
�

取雄性大 鼠
,

随机分成对照组
、

甲醇提取物 �
、

� � �� � 剂量

组及消炎痛 �
�

�� � �� � 剂量组
。

在乙醚浅麻

醉下
,

将大 鼠背部剃毛
,

用 �� � 乙醇及 �
�

� �

利凡诺 消毒后
,

切 开皮肤
,

将 灭菌干燥的 ��

� � 左右的棉球埋人腋部皮下
。

于手术当 日

给药
,

每 日 � 次
,

连续 � � 后处死动物
,

剥离

肉芽组织
,

用滤纸吸干
,

放人小瓶 中
,

置干燥

箱 中干燥后称重
。

所得结果以埋人前棉球重

量 为基准
,

以实验结束后干燥棉球重量的增

加率来表示
。

�
�

� 醋酸致小 鼠扭 体反应 实验
�

取雄性 小

鼠
,

随机分 成对照组
、

甲醇提取物 �
、

� � �� �

剂量组
、

正 己烷可溶物 �
�

� � � � �
、

水可溶物

�
�

� � � � � 及消炎痛 �
�

� � � � � � 剂量组
。

�� 给

药
。

� � � �� 后
, �� �

,

� �醋酸溶液 �
�

� � � �  !

∀ ,
s m i

n 后
,

记录 10 m in 内的小 鼠扭体反应

次数
,

进行统计 比较
。

3 结果

3
.
1 对醋酸致小 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作

用
:
甲醇提取物 3 9/k g 和正己烷可溶物 0

.
2

g /k g 剂量组
,

1 9 给药
,

与对照组相 比
,

能抑制

醋酸致小鼠腹腔的染料渗出作用
,

其抑制率

分别达到 52
.
6 % 和 51

.
0 %

,

且此两剂量组的

作用强度和消炎痛 0
.
01 9 /k g 剂量组的作用

强度相 当 ;而水可溶物 2
.
8 9 /k g 未显示此种

作用 (表 1)
。

表 1 对醋酸所致小鼠毛细血管通透性影响

组 别 剂 量 动物数 染料渗出量
(g /k g) (只 ) (牙士s

, 解g / 只 )

,口几bo
八JJ认

..

…
�勺q乙,上nU1 J110尸0115对 照组

甲醇 提取物

正己 烷可溶 物

水 可溶物

消炎痛

l

3
0.2

2
.
8

0.01

361
.
3士 63

.
6

3 0 6
.
2 士4 8

.
5

1 7 1
.
4 士2 3

.
3 怪 ‘

1 7 1

.

1 士23
.
3

份 份

3 2 4

.

2 士42
.
2

161
.
3 土28

.
0 拼 苍

与对照组 比较
: “ 铃

尸< 0
.
01

3
.
2 对角叉菜致大 鼠足拓肿胀作用

:
甲醇提

取物 3 9 /kg 剂量组 19 给药
,

与对照组相比
,

1 一 6 h 内均具有不 同程度地抑制 大 鼠足环

肿胀作用
,

其中 1一4 h 的抑制作用强度和消

炎痛 0
.
01 9 /k g 剂量组相比较大致相 当

,

4 h

后作用稍有减弱
。

另外
,

甲醇提取物 1 9 /k g

剂量组与对照组相 比
,

在 3 、

5 和 6 h 有 明显

抑制作用 (表 2)
。

3

,

3 对棉球 肉芽组织增生的作用
:
甲醇提取

物 3 9 /k g 剂量组连续 s d ig 给药
,

与对照组

相 比
,

对棉球肉芽组织增生有一定程度的抑

制作用
,

但体重的变化与对 照组相 比无显著

性差异 (表 3)
。



裹 2 对角叉菜所致足肿胀的影响(牙士:
, 。一8)

对照组

甲醉提取物

消炎痛

一 118
.
2士2

.
7 1 20

.
4士 2

.
9 1 26

.
9士2

.
9 13 3

.
6士4

.
1 14 4

.
6士4

.
3 1 61

.
7士5

.
8 1 64

.
5士5

.
0

1 1 16
.
7士2

.
1 1 18

.
5士2

.
2 1 18

.
7士1

.
5 12 3

.
0士1

.
7 甘 1 3 9

.

1 士4
.
2 141

.
9士4

.
3

,

1 3 8

.

9 士4
.
2
.

3 1 12
.
7士3

.
5 1 09

.
8士3

.
2 1 08

.
7士2

.
4二 114

.
4士3

.
5

荟 .

1 2 2

.

6 士4
.
4
. 份

1 3 7

.

2 士7
.
Q 份 .

1 3 8

.

7 士6
.
8

僻 于

0

.

0 1 1 1 0

.

8 士4
.
1 1 0 9

.
6士4

.
2

份

1 0 9

.

1 士4
.
8

份 赞

1 0 8

.

4 士4
.
4二 112

.0士5
.
1二 118

.
9土5 4 怡 心

1 1 8

.

1 士5
.
5

粉 .

与对照组比较
:’
尸< 0

.
05

’ 拼

尸< 0
.
01

衰 3 对棉球肉芽组织增生的影响‘士: )

组 别
剂量 动物 体重增长 干燥棉球增重
(g /kg) (只 ) ( % ) (写)

对照组

甲醉提取物

3 8

消炎痛 0
.
01 8

3
.
0士0

.
5 2 4 1

.
9士 16

.
2

3
.0 士0

.
7 2 2 3

.
5士 2 3

.
2

3
.
5 士0

.
7 1 7 4

.
1士 14

.
6
.

2
.
7 士0

.
5 124

.
4士 16

.
0 . 居

与对照组 比较
:赞
尸 < 0

.
05

价 .

尸< 0
.
01

3
.
4 对醋酸引起扭体反应的作用

:
甲醇提取

物 3 9 /k g 和正 己烷可溶物 0
.
2 9 /k g 剂量组

19 给药
,

与对照组相 比
,

能抑制 小 鼠扭 体反

应次数
,

抑制率分别 为 49
.
5 % 和 48

.
0 %

,

且

此两种剂量组 的抑 制作用强度和消炎痛 0.

01 9 /k g 剂量 组的作用强 度相 近 ;水可溶物

2
.
8 9 /k g 无此作用 (表 4)

。

表 4 对醋酸所致小鼠扭体反应的作 用

组别
剂 量 动物

(只 )

IO m in 内扭体 抑制率

对照组

甲醉提取物

正 己 烷可溶物

水可溶物

消炎痛

织增生和 肉芽屏障的形成是晚期炎症的特征

之一
,

实验证 明该提取物显示 了一定程度的

抑制 肉芽组织增生作用
,

表明其对炎症 晚期

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

在用正己烷萃取 70 % 甲

醇提取物所得到的正己烷可溶物和水可溶物

进行毛细血管通透性 实验
,

结果表明正 己烷

可溶物显示 了与 甲醇提取物 同样的效果
,

而

水可溶物则无此效果
。

可见连翘 中抗炎活性

物质可用甲醇提取
,

再用正己烷萃取提纯
。

另

外
,

由醋酸致小 鼠扭体反应实验表明
,

甲醇提

取物和正 己烷可溶
、

物 能明显降低扭体次数
,

具有镇痛作用
。

而水可溶物却无此作用
。

综上所述
,

连翘 甲醇提取物具有抗炎和

镇痛作用
,

活性部位存在于正己烷可溶物 中
,

为极性低的脂溶性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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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众所周知
,

由醋酸引起毛细血管通透性

增加和 由角叉菜引起的水肿是炎症过程 中的

早期病理变化
〔,

,

的
。

实验发现
,

连翘 70 % 甲醇

提取物 3 9 /kg 剂量 组可显著抑制小 鼠毛细

血 管通 透性增高和大 鼠足环肿胀的功效
,

表

明其对炎症早期有显著的预防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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