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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一种枫蓼醇提液中槲皮素含量测定方法，通过不同的实验方法和动物模型评价枫

蓼醇提液的药效学，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以高效液相色谱法建立枫蓼药材中槲皮素含量测

定方法。 采用热板法和醋酸扭体试验，观察其镇痛效果；采用二甲苯诱导小鼠耳肿胀法及醋酸致小

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影响试验，观察其抗炎效果。 槲皮素 ｙ＝ ４３２１５ｘ－１４６４７６，Ｒ２ ＝ ０．９９９５，在 １０～
５０ μｇ ／ ｍＬ 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热板法试验中醇提液高剂量组 １５ ｍｉｎ
痛阈值显著延长（Ｐ＜０．０５）；醋酸扭体法试验中醇提液高、中剂量组能显著降低小鼠的扭体次数（Ｐ＜
０．０５）；二甲苯致耳肿胀法：醇提液高剂量组肿胀抑制率显著增加（Ｐ＜０．０５）；醋酸致小鼠腹腔毛细血

管通透性影响：醇提液高、中剂量组吸光度显著性下降（Ｐ＜０．０５），能有效降低早期炎性组织液的渗

出。 槲皮素检测方法准确度高，稳定性强。 枫蓼醇提取液具有抗炎镇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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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ｈａｄ ｇｏｏｄ 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ｅａｋ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１０～５０ μｇ ／ ｍＬ ．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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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ｍａｌ ｓａｌｉｎｅ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ｔ ｐｌａｔｅ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ｏｆ １５ ｍｉｎ ｐａｉｎ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ｄｏｓｅ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５）．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ｗｒｉｔｈｉｎｇ ｔｅｓｔ，ｉｎ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ｄｏｓ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ｗｒｉｔｈｉｎｇ
ｔｉｍ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０．０５）． Ｉｎ ｔｅｓｔ ｏｆ ｅａｒ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ｘｙｌｅｎｅ， ｔｈ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ｉｎ ｈｉｇｈ ｄｏｓｅ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０．０５）．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 ｏｆ ｒａｔｓ，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ｒｂ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ｄｏｓ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０．０５）． Ｔｈｅ ＨＰＬ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ｈｏｗｅｄ ｇｏｏ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Ｆｅｎｇｌｉａｏ ｈａｓ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ｅｎｇｌｉａｏ；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

　 　 枫蓼制剂是由牛耳枫及辣蓼这两味药材共同

组成，是传统民间方剂。 牛耳枫 （Ｄａｐｈ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ａｌｙｃｉｎｕｍ Ｂｅｎｔｈ．） 又 称 牛 耳 铃， 是 属 虎 皮 楠 科

（Ｄａｐｈｎｉ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虎皮楠属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

海南、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份，具有活血散瘀、祛风

止痛、止痢清热等功效，主治痢疾、风湿骨痛、感冒

发热等疾病。 辣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Ｌ）又称柳

蓼，为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蓼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植物。
广泛分布于我国广东、云南、海南、台湾等省市［１］，
具有止痢、活血化瘀、止痒杀虫等功效，主治腹泻、
肠胃炎、风湿性关节痛、跌打损伤等［２－４］。

现代中药药理研究发现，黄酮类化合物是辣蓼

与牛耳枫中的主要活性物质，研究表明黄酮类化合

物具有抗氧化，抗炎，镇痛等作用［５］。 目前从辣廖

和牛耳枫中分离的主要黄酮类化合物有芦丁、槲皮

素等。 其中槲皮素含量可用作评价其质量的定量

标准之一，快速、准确的测定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热板法、醋酸扭体法、二甲苯诱发小鼠耳廓肿

胀法及醋酸所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影响，研
究了枫蓼乙醇提取液的抗炎、镇痛活性效果，为临

床应用提供了科学的依据［６－７］。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仪器 　 ＲＥ－５３９９ 型旋转蒸发仪（上海亚

荣生化仪器厂）；ＳＢ２５－１２ＤＴ 型超声波清洗机（宁
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Ｍｅｔｔｅｒ－Ｔｏｌｅｄｏ－ｘｓ
型十万分之一天平（瑞士梅特勒公司）；ＳＨＺＤ－Ｄ
（Ⅲ）型循环式真空泵（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２　 主要材料 　 牛耳枫药材购于广东茂名（批次

２０１５０７）；辣蓼药材购于广东茂名（批次 ２０１５０８）；
罗通定（批号 Ａ１６０１０１ 山西云鹏制药有限公司）；
肠胃康（批号 １５１００２，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阿
司匹林（批号 １６０１０２，湖南新汇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伊文斯兰（批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８，国药集团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二甲苯、乙醇、醋酸均是分析纯。
试验动物：昆明小鼠，ＳＰＦ 级别，体重 １８～２２ ｇ，

雌雄各半，采购于南方医科大学的试验动物中心

（合格证号：ＳＣＸＫ（粤）２０１１－００１５）。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枫蓼药材中槲皮素含量测定

１．３．１．１　 最佳吸收波长的选择 　 精密称取槲皮素

对照品，甲醇溶解，定容，制得每 １ ｍＬ 含 ２０ μｇ 的

槲皮素标准溶液，采用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对标准品

进行 ２００～４００ ｎｍ 扫描。
１．３．１．２　 流动相的选择　 本试验研究比较了乙腈、
甲醇有机相与水或不同浓度磷酸之间的组合，也对

柱温、梯度洗脱方法及流速进行了考察。
１．３．１．３　 对照品的配制 　 精密称量 １０ ｍｇ 槲皮素

对照品于 １０ ｍＬ 棕色容量瓶中，加甲醇适量，超声

溶解，冷却至室温，加适量甲醇定容至刻度，摇匀，
制得 槲 皮 素 标 准 品 溶 液 （ 每 １ ｍＬ 含 槲 皮 素

１．００ ｍｇ）。 分别精密移取槲皮素对照品 ０．０５、０．１０、
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 ｍＬ 于 ５ ｍＬ 容量瓶中，加甲醇定容

至刻度，摇匀，制得浓度为 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 μｇ ／ ｍＬ
的标准品溶液。 ０．４５ μｍ有机滤膜滤过，备用。
１．３．１．４　 供试品的配制　 精密称取枫蓼粉末 ２０ ｇ
（牛耳枫 ∶ 辣蓼 ＝ ２ ∶ １），置于圆底烧瓶中，加入

６５％乙醇 ２００ ｍＬ，浸泡 １ ｈ，加热回流 １ ｈ，减压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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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１００ ｍＬ，０．４５ μｍ 有机滤膜滤过，备用。
精密量取上述浓缩液 ２．５ ｍＬ 于 １０ ｍＬ 棕色容

量瓶中，用 ６５％的乙醇定容至刻度摇匀，制得含量

为 ０． ０５ ｇ ／ ｍＬ 供试品， ０． ４５ μｍ 有机滤膜滤过，
备用。
１．３．１．５　 线性关系考察 　 取上述各浓度对照品溶

液 １０ μＬ 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按优选出的色谱条

件测定峰面积，以浓度 ｘ 为横坐标，峰面积 Ｙ 为纵

坐标，绘制标准曲线方程。

１．３．１．６　 精密度试验　 取“１．３．１．３”项下 ２０ μｇ ／ ｍＬ

的对照品溶液 １０ μＬ 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中，连续

进样 ６ 次，按优选出的色谱条件测定峰面积，计算

相对标准偏差 ＲＳＤ 考察日内精密度。

１．３．１．７　 稳定性试验　 取“１．３．１．３”项下 ２０ μｇ ／ ｍＬ

的对照品溶液在 ０、４、８、１２、１６、２０、２４ ｈ 时取 １０ μＬ

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中，按优选出的色谱条件准确

测定槲皮素的峰面积，计算相应的 ＲＳＤ 值考察对照

品稳定性。

分别在“１．３．１．４”项下供试品溶液制备后，在

０、４、８、１２、１６、２０、２４ ｈ 时取 １０ μＬ 注入高效液相色

谱仪中，按优选出的色谱条件准确测定槲皮素的峰

面积，计算相应的 ＲＳＤ 值考察样品稳定性。

１．３．１．８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枫蓼药材，按“１．３．

１．４”项下供试品制备方法制备样品 ６ 份，精密量取

１０ μＬ 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中，按优选出的色谱条

件测定槲皮素峰面积，计算相对标准偏差 ＲＳＤ 考察

样品的重复性。

１．３．１．９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同批次已知槲皮素

含量的枫蓼粉末 ６ 份，每份约 ０．２ ｇ，精密称定，分别

精密加入 ２０ μｇ ／ ｍＬ 的槲皮素标准品溶液 ３ ｍＬ，按

“１．３．１．４”项下的方法处理供试品，精密量取 １０ μＬ

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中，按优选出的色谱条件测定

槲皮素峰面积，并测定槲皮素含量，按公式（１）计算

加样回收率。

加样回收率＝ （测得值－样品中所含成分量） ／对照

品加入量×１００％ （１）

１．３．２　 药效学试验方法

１．３．２．１　 枫蓼醇提液制备　 称取枫蓼粉末 ２０ ｇ，置

于圆底烧瓶中，加入 ６５％乙醇 ２００ ｍＬ，浸泡 １ ｈ，加

热回流 １ ｈ，过滤，减压浓缩至 ２０ ｍＬ（１ ｇ ／ ｍＬ），

备用。

１．３．２．２ 　 热板法 　 水浴锅加满水，使热板接触水

面，热板温度控制在 ５５±０．５ ℃。 取 １８～２２ ｇ 的雌性

小鼠，放于热板上至出现舔后足所需时间作为该鼠

的痛阈值，筛选痛阈值在 ５～３０ ｓ 的合格小鼠 ５０ 只，

随机分为罗通定对照组（０．０２ ｇ ／ ｋｇ）、肠胃康对照组

（１５ ｇ ／ ｋｇ）、空生理盐水组（０．６０ ｍＬ）、枫蓼醇提液

高剂量组（２０ ｇ ／ ｋｇ）、中剂量组（１０ ｇ ／ ｋｇ）、低剂量组

（５ ｇ ／ ｋｇ），各组小鼠分别用苦味酸标记，每天同一

时间点灌胃一次，连续给药 ３ ｄ，末次灌胃后于 １５、

３０、６０、９０ ｍｉｎ 时间点测定痛阈值，并进行组间

比较。

１．３．２．３　 醋酸扭体法　 取 ５０ 只 １８ ～ ２２ ｇ ＳＰＦ 级昆

明种小鼠，雌雄各半，随机分为生理盐水对照组

（０．６０ ｍＬ）、阿司匹林对照组（０．２ ｇ ／ ｋｇ）、肠胃康对

照组（１５ ｇ ／ ｋｇ）、枫蓼醇提液高剂量组（２０ ｇ ／ ｋｇ）、中

剂量组（１０ ｇ ／ ｋｇ）、低剂量组（５ ｇ ／ ｋｇ）。 每天同一

时间点灌胃一次，连续给药 ３ ｄ，末次给药 １ ｈ 后，每

只小鼠腹腔注射 ０．６％的醋酸溶液 ０．２ ｍＬ，观察并

记录 ２０ ｍｉｎ 内各组小鼠的扭体次数，计算镇痛率，

并进行组间比较。

阵痛率＝（对照组－给药组） ／对照组×１００％。

１．３．２．４ 　 二甲苯诱发小鼠耳廓肿胀法 　 取 ５０ 只

１８～２２ ｇ ＳＰＦ 级昆明种小鼠，雌雄各半，随机分为阿

司匹林对照组（０．２ ｇ ／ ｋｇ）、肠胃康对照组（１５ ｇ ／ ｋｇ）、

生理盐水对照组（０．６０ ｍＬ）、枫蓼醇提液高剂量组

（２０ ｇ ／ ｋｇ）、中剂量组（１０ ｇ ／ ｋｇ）、低剂量组（５ ｇ ／ ｋｇ）。

每天同一时间点灌胃一次，连续给药 ３ ｄ，最后一次

灌胃 ６０ ｍｉｎ 后，各组小鼠右耳的前后两面均涂抹

０．０２ ｍＬ二甲苯，左耳不处理。 １２０ ｍｉｎ 后处死小

鼠，于相同部位在小鼠的左耳和右耳分别打下半径

为 ４ ｍｍ 的圆状耳片，精密称重，计算各组小鼠耳肿

胀度，并进行组间比较。

耳肿胀度（ｍｇ）＝ 右耳重量（ｍｇ）－左耳重量（ｍｇ）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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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５　 醋酸所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影响

取 ５０ 只 １８～２２ ｇ 健康昆明小鼠，雌雄各半，随机分

为阿司匹林对照组 （ ０． ２ ｇ ／ ｋｇ）、肠胃康对照组

（１５ ｇ ／ ｋｇ）、生理盐水对照组（０．６０ ｍＬ）、枫蓼醇提

液高剂量组（２０ ｇ ／ ｋｇ）、中剂量组（１０ ｇ ／ ｋｇ）、低剂

量组（５ ｇ ／ ｋｇ）。 每天同一时间点灌胃一次，连续给

药 ３ ｄ，最后一次灌胃 １ ｈ 后，各鼠按体重 ０．１ ｍＬ ／ １０ ｇ

迅速尾静脉注射 ５％伊文思蓝生理盐水溶液，随即

每只腹腔注射 ０．６％醋酸溶液 ０．２ ｍＬ。 ２０ ｍｉｎ 后，

脱颈处死小鼠，用 ６ ｍＬ 生理盐水洗涤腹腔，轻揉腹

部 ２ ｍｉｎ，用针管吸出腹腔洗涤液 ４ ｍＬ，洗涤液于

３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转速下离心 １５ ｍｉｎ，取上清液。 以生理

盐水为空白对照，于 ５９０ ｎｍ 处用紫外分光光度法

测得洗涤液吸光度 Ａ 值，记录并计算炎症抑制率，

公式如下：

炎症抑制率（％）＝ （生理盐水组吸光度－给药组吸

光度） ／生理盐水组吸光度×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ＡＳ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数据以（Ｘ ±Ｓ） 表示，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 检验，Ｐ＜０．０５ 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槲皮素含量的测定

２．１．１　 最佳检测波长的确定 　 于 ２００ ～ ４００ ｎｍ 波

长范围内扫描，确定 ３７０ ｎｍ 为槲皮素检测波长。

图 １　 槲皮素光谱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２．１．２　 色谱条件　 Ｗａｔｅｒｓ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ｓｈｉｅｌｄ ＲＰ１８ 色

谱柱（４．６ ｍｍ×２５０ ｍｍ，５．０ μｍ）；流动相：Ａ 为乙

腈，Ｂ 为 ０．４％磷酸水溶液；梯度洗脱：０ ～ １３ ｍｉｎ，Ａ
为 ２０％ ～ ４５％；１３ ～ １５ ｍｉｎ，Ａ 为 ４５％ ～ ６０％；１５ ～
２０ ｍｉｎ，Ａ 为 ７０％ ～ ２０％。 流速：１ ｍＬ ／ ｍｉｎ；检测波

长：３７０ ｎｍ；柱温：３０ ℃；进样量 １０ μＬ。 槲皮素对

照品色谱图如图 ２。

图 ２　 槲皮素色谱图

Ｆｉｇ ２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２．１．３ 　 线性关系考察 　 以浓度 μｇ ／ ｍＬ 为横坐标

Ｘ，峰面积 Ｙ 为纵坐标，做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为

Ｙ＝ ４３２１５Ｘ－１４６４７６，Ｒ２ ＝ ０．９９９５，结果表明槲皮素在

１０～５０ μｇ ／ ｍＬ 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结果见

图 ３。

２．１．４　 精密度考察 　 精密度试验结果见表 １。 结

果显示槲皮素标准品溶液峰面积 ＲＳＤ 为 ０．８１％，表

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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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槲皮素标准曲线图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ｕｒｖｅ ｌｉｎｅ

表 １　 精密度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ｅｓｔ
试验次数 峰面积 ＲＳＤ ／ ％

１ ７３５４３６

２ ７４４５３２

３ ７３０８５４

４ ７３５３４２

５ ７３５４３８

６ ７４６０３２

０．８１

２．１．５　 稳定性考察

２．１．５．１　 对照品稳定性考察 　 对照品稳定性考察

结果见表 ２。 结果表明，对照品峰面积 ＲＳＤ 为

０．９２％，表明槲皮素对照品 ２４ ｈ 内性质稳定。

２．１．５．２　 供试品稳定考察 　 供试品稳定性考察结

果见表 ３。 结果表明，供试品峰面积 ＲＳＤ 为 １．６８％，

表明供试品在 ２４ ｈ 内性质稳定。

表 ２　 对照品稳定性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
试验时间 ／ ｈ 峰面积 ＲＳＤ ／ ％

０ ７２７５６３

４ ７２７４８５

８ ７３８５９６

１２ ７１７３０８

１６ ７２４５３２

２０ ７２８６５０

２４ ７３３６０７

０．９２

表 ３　 供试品稳定性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
试验时间 ／ ｈ 峰面积 ＲＳＤ ／ ％

０ １２０５８７５

４ １３３４８Ｉ７

８ １２３７４５４

１２ １２７４６２０

１６ １３８６０３２

２０ １３０６８６１

２４ １２５６１７４

１．６８

２．１．６　 重复性考察　 重复性试验考察结果见表 ４。
结果表明，供试品中槲皮素平均含量为 ３５３．３７ μｇ ／ ｇ，
ＲＳＤ 为 １．７４％，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２．１．７　 加样回收率考察　 加样回收率考察结果见

表 ５。 结果表明，槲皮素平均回收率为 ９９． ４４％，
ＲＳＤ 为 ０．５９％，表明该法符合试验分析要求，准确

度高。

表 ４　 重复性试验考察结果

Ｔａｂ 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
试验次数 峰面积 槲皮素含量 ／ （μｇ·ｇ－１） 槲皮素平均含量 ／ （μｇ·ｇ－１） ＲＳＤ ／ ％

１ １３７５６２３ ３５２．２２

２ １３５９５６６ ３４８．４７

３ １４２０５４３ ３６２．６１

４ １３４５６９２ ３４５．２８

５ １３４３７９６ ３５４．８１

６ １３８６８３５ ３５６．８４

３５３．３７ １．７４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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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５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ｅｓｔ

试验次数
样品内

被测成分含量 ／ μｇ
加入

对照品含量 ／ μｇ 实测量 ／ μｇ 回收率 ／ ％ 平均回收率 ／ ％ ＲＳＤ ／ ％

１ ６８．０３ ６０．００ １２８．０１ ９９．９７

２ ６８．１７ ６０．００ １２７．５８ ９９．０１

３ ６８．６１ ６０．００ １２８．７４ １００．２１

４ ６８．３４ ６０．００ １２７．６４ ９８．８３

５ ６８．６８ ６０．００ １２８．０６ ９８．９７

６ ６８．４８ ６０．００ １２８．２７ ９９．６５

９９．４４ ０．５９

２．２　 枫蓼醇提液药效作用

２．２．１　 热板法　 热板法观察枫蓼醇提液镇痛结

果见表 ６。 由表 ６ 可知，１５ ｍｉｎ 时，与生理盐水

组比较，醇提液高剂量组能够显著延长痛阈值

（Ｐ＜０．０５） ，醇提液高剂量组与罗通定组比较，
差异不具有显著性（ Ｐ＞０．０５） ；３０、６０ 及 ９０ ｍｉｎ
时，与生理盐水比较，醇提液高、中、低剂量组

及肠胃康组镇痛效果均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Ｐ＞０． ０５） ；与给药前痛阈值比较，１５ ｍｉｎ
时，罗通定组、肠胃康组、醇提液高剂量组能够

显著延长小鼠痛阈值 （ Ｐ＜ ０． ０５） ，３０ ｍｉｎ时，罗
通定肠胃康组能够显著延长小鼠痛阈值 （ Ｐ ＜
０．０５） ，其他各给药组剂量组间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Ｐ＞ ０． ０５） 。 热板法试验结果表明醇提

液高剂量组在给药１５ ｍｉｎ时能有效延长小鼠痛

阈值，具有镇痛作用。

表 ６　 枫蓼醇提液对热刺激致小鼠疼痛反应的影响

Ｔａｂ 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ｅｎｇｌｉａｏ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ｎ ｐａ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ｍｉｃ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ｈｅａｔ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组别 剂量 药前痛阈值 ／ ｓ
药后痛阈值 ／ ｓ

１５ ｍｉｎ ３０ ｍｉｎ ６０ ｍｉｎ ９０ ｍｉｎ

生理盐水 ０．６ ｍＬ １４．００±３．５９ １５．１１±６．１９ １８．４０±８．００ １４．５０±７．５６ １３．６０±２．８０

罗通定 ０．０２ ｇ ／ ｋｇ １１．１０±４．４３ １５．７８±４．７４１，２ ２３．５０±５．０８１，２ ２１．００±８．７３１，２ ２０．５０±７．４３１，２

肠胃康 １５ ｇ ／ ｋｇ １２．００±５．４０ １４．５０±５．２１ １８．２５±４．８９１ １４．６３±７．０９ １２．７８±３．９３

枫蓼醇提液

５ ｇ ／ ｋｇ １２．５０±３．８７ １２．１７±３．７６ １５．３８±３．１４ １５．００±３．７０ １５．２９±３．６８

１０ ｇ ／ ｋｇ １１．８０±２．０４ １２．００±４．００ １５．４０±３．６９ １４．５６±２．７９ １４．３３±２．４５

２０ ｇ ／ ｋｇ １１．３０±３．９２ ２０．５０±６．９０１，２，３ １４．００±３．０２ １５．４４±３．８０ １５．２２±３．８０

　 与给药前痛阈值作比较 １：Ｐ＜０．０５；同一时间点，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 ２：Ｐ＜０．０５；同一时间点，与罗通定对照组作比较 ３：Ｐ＜０．０５
　 Ｔｈｅ ｐａｉ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ｂｅｆｏｒｅ ｇｉｖｅ ｄｒｕｇｓ １： Ｐ＜０．０５；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ａｌｉｎｅ ２： Ｐ＜０．０５；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ｒｏｔｕｎｄｉｎｅ ３： Ｐ＜０．０５

２．２．２　 醋酸扭体法 　 醋酸扭体法结果见表 ７。 由

表 ７ 可知，与生理盐水组比较，各给药组扭体次数

均有所下降，阿司匹林阳性对照组、肠胃康对照组、

枫蓼醇提液高、中剂量组均能够显著降低小鼠扭体

次数（Ｐ＜ ０． ０５），醇提液高、中剂量镇痛率分别为

２８．３３％、１７．４１％，作用均显著弱于阿司匹林组（Ｐ＜

０．０５），醇提液高剂量组镇痛作用与肠胃康组比较

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中剂量组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 醋酸扭体法试验结果表明，醇提液高、中剂

量均能有效降低小鼠扭体次数，镇痛作用良好，并

具有一定的量效关系，醇提液高剂量组镇痛作用与

肠胃康组相当。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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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枫蓼醇提液对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

Ｔａｂ 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ｅｎｇｌｉａｏ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ｉｃｅ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
组别 剂量 扭体次数 ／ 次 镇痛率 ／ ％

生理盐水 ０．６ ｍＬ ２９．３０±２．２１ －

阿司匹林 ０．２ ｇ ／ ｋｇ １８．６０±２．８８１，３） ３６．５２％

肠胃康 １５ｇ ／ ｋｇ ２１．７５±１．９４１，２） ２５．７５％

枫蓼醇提液

５ ｇ ／ ｋｇ ２７．１３±１．７３ ７．４１％

１０ ｇ ／ ｋｇ ２４．２０±２．２０１，２，３ １７．４１％

２０ ｇ ／ ｋｇ ２１．００±１．８３１，２ ２８．３３％

　 与生理盐水组作比较 １：Ｐ＜０．０５；与阿司匹林作比较 ２：Ｐ＜０．０５；与肠胃康作比较 ３：Ｐ＜０．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ａｌｉｎｅ １：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Ａｃｅｔｙｌｓａｌｉｃ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 ２：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ｎｇ ｗｅｉｋａｎｇ ３：Ｐ＜０．０５

２．２．３　 二甲苯诱发小鼠耳肿胀法　 二甲苯诱发小

鼠耳肿胀法结果见表 ８。 由表 ８ 可知，与生理盐水

组比较，肠胃康中药对照组、阿司匹林西药对照组、

醇提液高剂量组均能显著降低小鼠的耳肿胀度

（Ｐ＜０．０５ ）， 醇提液高剂量组肿胀抑制率约 为

５３．０９％；与阿司匹林组比较，醇提液高剂量组肿胀

抑制率弱于阿司匹林组，但无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０５）；与肠胃康组比较，醇提液高剂量组肿胀抑制

率高于肠胃康组，但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二甲

苯诱发小鼠耳肿胀法结果表明，醇提液高剂量组局

部镇痛效果良好。

表 ８　 枫蓼醇提液对小鼠耳廓肿胀的影响

Ｔａｂ ８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ｅｎｇｌｉａｏ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ｎ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ｃｅ ｅａｒ
组别 剂量 左耳重量 ／ ｍｇ 右耳重量 ／ ｍｇ 肿胀度 ／ ｍｇ 肿胀抑制率 ／ ％

生理盐水 ０．６ ｍＬ ３．８６±０．６９ ６．２９±１．１１ ２．４３±０．７９ －

阿司匹林 ０．２ ｇ ／ ｋｇ ４．４４±０．７３ ５．３３±１．００ １．００±０．８７１ ５８．８５％

肠胃康 １５ ｇ ／ ｋｇ ４．０２±０．２４ ５．２２±１．３４ １．２５±１．０３１，２ ４８．５５％

枫蓼醇提液

５ ｇ ／ ｋｇ ３．２９±０．７６ ５．３３±１．６３ ２．００±０．８９ １７．７０％

１０ ｇ ／ ｋｇ ３．８８±０．３５ ５．６３±１．０６ １．７５±１．０４ ２７．９８％

２０ ｇ ／ ｋｇ ４．１４±０．３８ ５．２９±０．９５ １．１４±０．６９１，２ ５３．０９％

　 与生理盐水组作比较 １）Ｐ＜０．０５；与阿司匹林作比较 ２）Ｐ＜０．０５；与肠胃康作比较 ３）Ｐ＜０．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ａｌｉｎｅ １）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Ａｃｅｔｙｌｓａｌｉｃ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 ２）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ｎｇ ｗｅｉｋａｎｇ ３）Ｐ＜０．０５

２．２．４　 醋酸所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响

　 醋酸所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响结果

见表 ９。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各给药组腹腔毛细血

管渗透液吸光度均有所下降，阿司匹林阳性对照

组、肠胃康对照组、枫蓼醇提液高、中剂量组下降显

著（Ｐ＜０．０５），醇提液高、中剂量平均炎症抑制率分

别为 ３７．１０％、３５．４８％；与阿司匹林组比较，醇提液

高、中剂量吸光度显著高于阿司匹林组（Ｐ＜０．０５）；

与肠胃康组比较，醇提液高、中剂量组吸光度无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结果表明，醇提液高、中剂量

组抗炎效果良好，能够有效抑制醋酸所致小鼠腹腔

毛细血管的通透性，抑制作用弱于阿司匹林，但与

肠胃康作用相当。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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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枫蓼醇提液对醋酸所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响

Ｔａｂ 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ｅｎｇｌｉａｏ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 ｏｆ ｒａｔｓ
组别 剂量 吸光度 ／ Ａ 炎症抑制率 ／ ％

生理盐水 ０．６ ｍＬ ０．６２±０．１８ －

阿司匹林 ０．２ ｇ ／ ｋｇ ０．２５±０．０７１，３ ５９．６８

肠胃康 １５ ｇ ／ ｋｇ ０．４０±０．１８１，２ ３５．４８

枫蓼醇提液

５ ｇ ／ ｋｇ ０．５５±０．１２ １９．３５

１０ ｇ ／ ｋｇ ０．４０±０．１３１，２ ３５．４８

２０ ｇ ／ ｋｇ ０．３９±０．０４１，２ ３７．１０

　 与生理盐水组作比较 １：Ｐ＜０．０５；与阿司匹 ５ 林作比较 ２：Ｐ＜０．０５；与肠胃康作比较 ３：Ｐ＜０．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ａｌｉｎｅ １：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Ａｃｅｔｙｌｓａｌｉｃ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 ２：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ｎｇ ｗｅｉｋａｎｇ ３：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槲皮素含量测定方法的建立中，流动的选择分

别考察了不同比例的有机相及不同酸度的磷酸溶

液对目标峰形的影响，结果显示采用乙腈—０．４％磷

酸峰形较好，杂质峰无干扰。 洗脱方式分别考察了

梯度洗脱及等度洗脱方式 （乙腈 ∶ ０． ４％磷酸 ＝

０．４８ ∶ ０．５２），结果显示采用梯度洗脱效果较好，各

极性成分能够比较好的分离，因此选用梯度洗脱的

方式。 研究在建立了含量测定方法的同时，亦进行

了稳定性试验、精密度试验、重复性试验等一系列

方法学考察，结果表明准确度高，重复性良好，可操

作性强，能够满足质量控制的需要。

药效试验中，热板法和醋酸扭体法考察的是枫

蓼醇提液的镇痛效果。 热板法为物理致痛，借助通

过热的刺激传入神经中枢，使动物产生疼痛的感

觉，使用罗通定可以抑制痛觉向中枢的传递，从而

抑制热刺激所引起的疼痛反应，而非甾体化合物阿

司匹林作用效果较弱；醋酸扭体法为 Ｈ＋ 刺激而产

生的化学疼痛，同进还会出现炎症反应，非甾体化

合物阿司匹林对这类疼痛作用较强［８－９］。 故在镇痛

试验研究中，罗通定作为热板法西药阳性对照药，

阿司匹林作为醋酸扭体法西药阳性对照药。 同时

选择肠胃康作为中药阳性对照。 由热板法试验结

果可知，醇提液高剂量组在 １５ ｍｉｎ 时痛阈时间显著

延长，而其他时间段皆无显著性变化；由醋酸扭体

法试验结果可知，各剂量组均可减少扭体次数，其

中醇提液高、中剂量组作用明显。 由此可知，枫蓼

醇提液制剂对中枢神经镇痛作用稍弱于外周神经

的镇痛作用。

二甲苯诱发小鼠耳肿胀法及醋酸致小鼠腹腔

毛细血管通透性影响试验考察的是枫蓼醇提液的

抗炎效果。 早期炎症的特点包括因毛细血管通透

性增加或扩张而引起的炎性渗出或肿胀［１０］。 在二

甲苯诱发小鼠耳肿胀试验中，１２０ ｍｉｎ 后生理盐水

造模组耳片肿胀明显，与生理盐水组比较，各组小

鼠肿胀度均降低，且阳性对照组及醇提液高剂量组

均有显著性降低作用（Ｐ＜０．０５），试验表明枫蓼醇提

液能显著抑制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肿胀炎症反应。

在醋酸所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影响的试验

中，与生理盐水组比较各给药组吸光度均呈下降状

态，且阳性对照组及醇提液高、中剂量组具有吸光

度显著性下降（Ｐ＜０．０５）。 试验表明枫蓼醇提液能

有效降低早期炎性组织液的渗出，且呈现量效关

系，即剂量越高，抑制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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