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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血排石冲剂为本院临床验方 ,由香附、当归、

枳实等中药组成 ,具有活血化瘀、利胆排石、消炎止

痛功效 ,临床主要用于气滞血瘀引起的慢性胆囊炎

及胆结石的治疗。在临床应用中 ,提取方法多采用传

统水煎工艺 ,但随着现代医药的发展 ,新技术的不断

引入 ,本实验采用药理效应法以大鼠胆汁排泄量、镇

痛为指标 ,评价 5种不同提取工艺对活血排石冲剂

药效学的影响 ,以便确定最佳的提取方法 ,为以后的

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1　材料

　　 HA121— 50— 02超临界萃取装置 (江苏 ,南通

华安超临界萃取有限公司 )。DT— 100分析天平 (北

京光学仪器厂 )。 实验动物: Wistar大鼠、昆明小鼠

(均由沈阳医学院提供 ) ,许可证号为: SCXK (辽 )

2003-0016。 活血排石冲剂由辽宁省中医药研究院

提供。

2　方法

2. 1　 5种不同工艺供试液的制备

2. 1. 1　传统水煎工艺供试液 ( A)的制备:按照处方

配伍比例分别称取各药材 ,共 425 g ,第 1次加水 10

倍量 ,煎煮 2 h ,第 2次加水 8倍量 ,煎煮 1. 5 h,煎

煮液合并 ,滤过 ,滤液水浴浓缩至 80 mL,备用。

2. 1. 2　传统水煎醇沉工艺供试液 ( B)的制备:采用

2. 1. 1项下提取方法 ,提取液水浴浓缩至相对密度

为 1. 05,加乙醇使含醇量达到 50% ,静置过夜 ,倾取

上清液 ,挥散乙醇 ,浓缩至 80 mL,备用。

2. 1. 3　醇提工艺供试液 ( C)的制备:分别称取各药

材共 425 g ,加 75% 乙醇提取 2次 ,第 1次加乙醇

10倍量 ,回流 2 h ,第 2次加醇 8倍量 ,回流 1. 5 h,

提取液合并 ,滤过 ,滤液挥散乙醇浓缩至 80 mL,

备用。

2. 1. 4　挥发油水煎工艺供试液 ( D)的制备: 按照处

方配伍比例分别称取各药材共 425 g ,加水 10倍

量 ,浸泡 1 h,水蒸气提取挥发油 4 h,挥发油、水煎

液另器保存 ,药渣加水 8倍量提取 1. 5 h ,提取液合

并 ,滤过 ,滤液水浴浓缩至 80 mL,实验时混入挥发

油 ,即可。

2. 1. 5　 CO2超临界流体萃取 ( supercritical f luid

ex traction-CO2 , SFE-CO2 )水煎工艺供试液 ( E)的

制备: 按照处方配伍比例分别称取香附等各药材

425 g ,粉碎成粗粉 ( 20～ 40目 ) ,按照萃取压力 18

M Pa,解析压力 8. 0 M Pa ,萃取温度 30℃ ,解析温

度 26℃ , CO2体积流量 14 mL /min,萃取时间为

150 min,挥发油另器保存 ,药渣按照 2. 1. 1项下方

法煎煮、浓缩至 80 mL,实验时加入挥发油 ,即可。

2. 2　对大鼠胆汁分泌的影响
[1, 2 ]

:取 Wistar雄性大

鼠 45只 ,体重 ( 284. 45± 35. 06) g ,随机分成 5组 ,

每组 9只 ,分别为供试液 A、 B、 C、 D组和对照组 ,实

验前 16 h禁食不禁水 ,实验时大鼠以 10% 乌拉坦

1 mL /100 g ip麻醉 ,行胆管插管手术后 ,稳定 10

min,先收集 30 min胆汁 ,然后各组大鼠按 20. 4 g /

kg由十二指肠给药 ,给药量为 0. 5 mL /100 g ,给药

1次 ,对照组给等量生理盐水 ,给药后每隔 30 min

收集胆汁 1次 ,共 3次 ,记录胆汁流量 ( mL)。 根据

上述实验结果选择利胆作用较好的供试液 ,与供试

液 E进行胆汁分泌试验 ,同时设对照组 ,每组 8只 ,

方法同上。

2. 3　对冰醋酸引起的小鼠扭体次数的影响: 昆明小

鼠 33只 ,雌雄各半 ,体重 ( 17. 25± 0. 81) g,随机分

成 3组 ,每组 11只 ,分别为供试液 D、 E组和对照

组 ,按 29. 47 g /kg、 0. 2 mL /10 g ig给药 ,对照组给

予等量生理盐水 ,连续给药 3 d,实验前禁食不禁水

16 h,末次给药后 30 min,每只小鼠 ip 0. 6% 醋酸

0. 2 mL,观察 20 min内各组出现的扭体次数 ,计算

抑制率。

3　结果

3. 1　供试液 A、 B、 C、 D对大鼠胆汁排泄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不同工艺提取的供试液均有利胆作用 ,但

D显效快 ,持续时间长 ,见表 1。

3. 2　供试液 D、 E对大鼠胆汁排泄量的影响 :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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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供试液 A、 B、C、 D对大鼠胆汁排泄的影响

(x± s, n= 9)

Table 1　 Effect of samples A , B, C, and D on bile

secretion in rats (x± s , n= 9)

组别
胆汁排泄量 /mL

给药前 药后 0. 5 h 药后 1 h 药后 1. 5 h

A 0. 29± 0. 06 0. 30± 0. 06 0. 37± 0. 12△ 0. 30± 0. 10

B 0. 36± 0. 12 0. 42± 0. 22 0. 42± 0. 22 0. 43± 0. 17△

C 0. 26± 0. 13 0. 39± 0. 18△ 0. 36± 0. 16 0. 33± 0. 10

D 0. 32± 0. 11 0. 41± 0. 12△ 0. 46± 0. 10△△△* 0. 37± 0. 09△

对照 0. 29± 0. 06 0. 26± 0. 17 0. 26± 0. 07 0. 27± 0. 06

　　与本组给药前比较: * P < 0. 05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5　△△△ P < 0. 001

　　* P < 0. 05 vs same group before adminis t ration

　　△ P < 0. 05　△△△ P < 0. 001 vs con t rol g rou p

表 2　供试液 D和 E对大鼠胆汁排泄的影响 (x± s , n= 8)

Table 2　 Ef fect of samples D and E on bile

secretion in rats ( x± s, n= 8)

组别
胆汁排泄量 /mL

给药前 药后 0. 5 h 药后 1 h 药后 1. 5 h

D 0. 29± 0. 10 0. 38± 0. 09△ 0. 40±0. 05* △△ 0. 37±0. 10△

E 0. 31± 0. 07 0. 49± 0. 11* * △△△ 0. 42±0. 08* △△ 0. 39±0. 13△

对照 0. 31± 0. 07 0. 27± 0. 06 0. 28±0. 07 0. 27±0. 07

　　与本组给药前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5　△△ P < 0. 01　△△△ P < 0. 001

　　* P < 0. 05　* * P < 0. 01 vs same group befo re administ ration

　　△ P < 0. 05　△△ P < 0. 01　△△△ P < 0. 001 vs cont rol g roup

表明 ,两个供试液均有明显的利胆作用 ,但 E显效

时间及利胆作用显著优于 D。

3. 3　供试液 D、 E对小鼠扭体次数的影响: 表 3表

明 ,两种供试液均降低冰醋酸所致小鼠腹痛引起的

扭体次数 ,而 E效果更显著 ( P < 0. 01)。

4　讨论

　　本实验表明 ,提取挥发油后水煎工艺 ( D)、 CO2

超临界流体萃取 ( SFE-CO2 )后水煎工艺 ( E) 的药

理效应优于传统水煎工艺 ( A)、水煎醇沉工艺 ( B)、

表 3　供试液 D和 E对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 ( n= 11)

Table 3　 Ef fects of samples D and E on writhing-body

response of mice (n= 11)

组别 扭体数 / (次· 20 min- 1 ) 抑制率 /%

D 15. 18± 14. 46△ 47. 33

E 14. 73± 8. 36△△ 48. 89

对照 28. 82± 11. 07 -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5　△△ P < 0. 01

　　△ P < 0. 05　△△ P < 0. 01 vs cont rol g roup

醇提工艺 ( C) ,其中 E组作用要明显好于 D组 ,利

胆、镇痛作用强 ,显效快 ,文献报道方中所含挥发油

具有较强的抗菌、镇痛
[3～ 5 ]
作用 ,枳实、香附 SFE-

CO2提取挥发油的出油率为 4. 9% 和 2. 3% ,分别

为水蒸气蒸馏提取的 10. 45、 3. 3倍 [3, 6 ] ,说明 SFE

具有密封性高、低温提取活性成分损耗小、挥发油提

取完全等优点 ,为临床提取工艺的选择提供了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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