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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确定藏药牙膏最佳配方并进行抗炎药效研究。方法：以藏药诃子、白矾、寒水石等为添加功效成分，考察
不同配比的甘油、二氧化硅、非离子瓜尔胶对牙膏感官性状的影响，并采用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模型，考察研究制备的藏

药牙膏的抗炎药效作用，计算肿胀度和抑制率，分析藏药牙膏对炎症的抑制作用。结果：最佳配方为藏药３３ｇ、甘油２５
ｇ、７０％山梨醇４０ｇ、二氧化硅２２ｇ、非离子瓜尔胶０７ｇ、薄荷油１１ｇ、十二烷基硫酸钠（Ｋ１２）２２ｇ、尼泊金乙酯０１ｇ、尼
泊金丙酯００５ｇ、糖精０３５ｇ、水适量。藏药牙膏组对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有显著的抑制作用（Ｐ＜００１），且与云南白药
牙膏对比，藏药牙膏的抗炎作用优于云南白药牙膏组。结论：制备所得的藏药牙膏膏体细腻光亮，呈半透明深棕绿色，气

味清凉，黏稠度适中，且具有良好的抗炎效果，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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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ｏｏｔｈｐａｓｔ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

Ｘｕ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１，ＹｉＸｉｎ１，ＹｉｎＸｕｅｙａｎ１，ＷｅｉＷｅｎｈａｏ１，ＣａｉＣｈｅｎｇｋｅ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０２，Ｃｈｉｎａ；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ａｎ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ｂｅｓｔ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ｏｏｔｈｐａｓｔｅ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
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ｅｒｅａｄｄｅｄａ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ｏｏｔｈｐａｓｔ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ｓｅｎｓｏｒ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ｏｆ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Ｓｉｌｉｃ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ａｎｄｎｏｎｉｏｎｉｃｇｕａｒｇｕｍ．Ｅａｒｓｗｅｌｌｉｎｇｗａ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ｂｅｎｚｅｎｅｉｎｍｉｃ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ｏｏｔｈｐａｔｅｗａｓｄａｕｂ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ｓｏｆｍｉｃｅ，ｔｈｅｎ，ｔｈｅｅａｒｓｗｅｌｌ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ｗ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ｏｏｔｈｐａｓｔ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ｂｅｓｔｆｏｒｍｕｌａｗａｓｍａｄｅｏｆ３．３ｇ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２５ｇｏｆｇｌｙｃｅｒｉｎ，４０ｇｏｆｓｏｒｂｉｔｏ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７０％ ｃｏｎｃｅｒ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２ｇｏｆＳｉｌｉｃ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０．７ｇｏｆｎｏｎｉｏｎｉｃｇｕａｒｇｕｍ，１．１ｇｏｆ
ｏｌｅｕｍｍｅｎｔｈａｅ，２．２ｇｏｆｓｏｄｉｕｍｄｏｄｅｃｙｌｓｕｌｆａｔｅ（Ｋ１２），０．１ｇｏｆｅｔｈｙｌｐａｒａｂｅｎ，００５ｇｏｆｐｒｏｐｙｌｐａｒａｂｅｎ，０．３５ｇｏｆ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ｎａｎｄａｓ
ｗｅｌｌａｓｐｒｏｐ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ｏｏｔｈｐａｓｔｅｍａｒｋｅｄｌｙ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ｔｈｅｅａｒｓｗｅｌｌ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ｂｅｎｚｅｎｅ，
ａｎｄ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ｏＹｕｎｎａｎＢａｉｙａｏｔｏｏｔｈｐａｓｔｅ，ｔｈｅ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ｏｏｔｈｐａｓｔｅ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ｏｏｔｈｐａｓｔｅｉｓｓｍｏｏｔｈａｎｄｂｒｉｇｈｔｈａｖｉｎｇａｇｅｎｔｌｅｍｉｎｔｔａｓｔ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ｌｏｒｉｓｔｒａｎｓｌｕｃｅｎｃｅｄａｒｋｂｒｏｗｎａｎｄｔｈｅ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ｉｓ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ｏｏｔｈｐａｓｔｅｈａｓｇｏｏｄ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ｏｏｔｈｐａｓｔ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Ｅａｒｓｗｅｌ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中图分类号：Ｒ２９；Ｒ－３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５．０７．０２９

　　牙膏作为人们的生活日常用品，在清洁口腔、预
防口腔疾病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功效性牙膏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１－２］，它既起到了普通牙膏的

清洁作用，又对口腔疾病如牙龈炎等起到一定的预

防和治疗作用［３－４］。

我国中药资源丰富，诃子、寒水石、白矾等主要

分布于云南、西藏等地，是当地的常用藏药。诃子具

有涩肠止泻、敛肺止咳、降火利咽之效，在藏药中甚

至被视为“药中之王”，民间多用于口腔等多种疾病

的治疗，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其具有广泛的抗菌和

抗炎镇痛作用［５－６］，部分研究表示酚酸类、黄酮类、

三萜类是诃子药理活性的主要有效物质［７］。寒水石

为碳酸盐类矿物方解石族方解石或硫酸盐类矿物红

石膏的矿石，在西藏地区使用的寒水石一般为碳酸

盐类矿物方解石的晶体［８］，具有清热降火、利窍、消

肿，治积热烦渴、齿衄、烫伤等，治疗牙齿内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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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９］。白矾性寒，味酸涩，具有祛痰、燥湿止血、止泻

功效，经研究证明其具有消炎、止血、抑菌等药理作

用，临床上可用于口疮等疾病的治疗［１０－１１］。该方来

源于著名藏医学家，藏学五明学大师局麦彭朗杰嘉

措文集，该文集是目前藏区乃至全世界的藏学界最

珍贵的文集，藏医典籍里关于牙的保健、卫生、防治

害虫等方面有了很丰富的具体内容，但目前藏区没

有成熟的藏药牙膏产品，所以本实验室利用本方抗

菌、消炎止血的作用，将其提取物与牙膏体系结合制

成藏药牙膏。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１１１　仪器　ＩＫＡ－ＲＴ１０１０点加热磁力搅拌器（广
州仪科实验室技术有限公司）；ＩＫＡＲＷ２０ｄｉｇｉｔａｌ机
械搅拌仪（广州仪科实验室技术有限公司）；ＤＴ－
２００Ａ电子天平（常熟市金羊砝码仪器有限公司）；
０００００２４９万分之一电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仪器系
统有限公司）；制膏机（自主设计制作）

１１２　药品与试剂　诃子（西藏林芝采集，经西藏
藏医学院尼玛次仁教授鉴定为使君子科植物诃子

（ＴｅｒｎｉｎａｌｉａｃｈａｂｕｌａＲｅｔｚ）的干燥成熟果实）；白矾（西
藏林芝采集，经西藏藏医学院尼玛次仁教授鉴定为

硫酸盐类矿物明矾经加工提炼制成）；寒水石（西藏

林芝采集，经西藏藏医学院尼玛次仁教授鉴定为南

寒水石）；二氧化硅（磨擦型，牙膏级，山东省寿光市

昌泰微纳化工厂，批号 ２０１３０６１１）；非离子瓜尔胶
（食品级，河南冠华化工产品有限公司，批号

２０１３０６１３）；山梨醇（食品级，北京市津同乐泰化工产
品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１３１１０５）；甘油（分析纯，北京化
工厂，批号２０１４０１０６）；十二烷基硫酸钠（Ｋ１２，分析
纯，天津市福晨化学试剂厂，批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５）；尼泊
金乙酯（分析纯，天津市福晨化学试剂厂，批号

２０１３０５１７）；尼泊金丙酯（分析纯，天津市福晨化学试
剂厂，批号２０１３０５１７）；糖精钠（食品级，天津长捷化

工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１２１２０３）；薄荷油（药用级，安国
市天下康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２０１３１１２２）；去离子
水；二甲苯（分析纯，北京化工厂，批号２０１２０３１２）；
云南白药牙膏（薄荷清爽型，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批号 ２０１３１００９）；藏药（诃子浸膏、结血蒿浸
膏、白矾、寒水石、结血蒿挥发油溶于５０ｍＬ去离子
水中，相当于同等质量藏药牙膏配方中添加的药量

３３ｇ），藏药牙膏（批号 ２０１４０３２９），空白基质牙膏
（批号２０１４０３２８），均由本实验室自制。
１１３　动物　健康昆明种小鼠，体重：１８～２０ｇ，雄
性，ＳＰＦ级，均由北京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
供，许可证号：ＳＣＸＫ（京）２０１１－０００４。试验前于实
验室适应性饲养７ｄ。按组分笼饲养鼠颗粒饲料，每
笼１０只，自由进食进水。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配方工艺研究
１２１１　配方原料的选择　藏药牙膏配方的主要
原料为：磨擦剂用二氧化硅；粘合剂用非离子瓜尔

胶；发泡剂用十二烷基硫酸钠；保湿剂用甘油和

７０％山梨醇复配；甜味剂用糖精钠；香精用薄荷油；
防腐剂用尼泊金乙酯和尼泊金丙酯；功效成分添加

剂藏药（诃子、白矾、寒水石等）。通过预实验研究

发现影响牙膏成型的因素主要为磨擦剂、增粘剂、保

湿剂等的配比，因此试验设９个配方比如表１所示，
调整甘油、山梨醇、非离子瓜尔胶、二氧化硅的加入

量，制备成藏药牙膏。

１２１２　制备工艺　称取非离子瓜尔胶，加入甘
油、７０％山梨醇，置磁力搅拌器上搅拌，调节温度７５
～８５℃，使其均匀分散，再加入水溶液（糖精钠、部
分藏药浸膏、白矾、尼泊金乙酯、尼泊金丙酯预先分

散于去离子水中），搅拌使胶溶，贮存陈化２ｈ。在
３００ｒ／ｍｉｎ机械搅拌下加入二氧化硅、寒水石、Ｋ１２，
再调节转数在６５０ｒ／ｍｉｎ搅拌２ｈ，加入薄荷油，在真
空下高速搅拌３０ｍｉｎ，贮存陈化。

表１　藏药牙膏配方

配方／ｇ 甘油 山梨醇 藏药 瓜尔胶 ＳｉＯ２ Ｋ１２ 薄荷油 糖精钠 尼泊金乙／丙酯 水

１ ３０ ４０ ３３ １０ ２２ ２２ １１ ０３５ ０１５ １３５
２ ３０ ４０ ３３ ０７ ２２ ２２ １１ ０３５ ０１５ １３５
３ ３０ ４０ ３３ ０５ ２２ ２２ １１ ０３５ ０１５ １３５
４ ２５ ４０ ３３ ０７ １８ ２２ １１ ０３５ ０１５ ６３５
５ ２５ ４０ ３３ ０７ ２０ ２２ １１ ０３５ ０１５ ６３５
６ ２５ ４０ ３３ ０７ ２２ ２２ １１ ０３５ ０１５ ６３５
７ ２０ ４０ ３３ ０７ ２０ ２２ １１ ０３５ ０１５ １０
８ ２０ ４０ ３３ ０７ ２２ ２２ １１ ０３５ ０１５ １０
９ ２０ ４０ ３３ ０７ ２４ ２２ １１ ０３５ ０１５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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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实验［１２］　分组和给
药：取昆明种小鼠５０只，随机分成５组，每组１０只，
分别为模型组、牙膏空白基质组、阳性组（云南白药

牙膏）、藏药牙膏组、藏药组。于小鼠右耳两面涂以

二甲苯，每只５０μＬ致炎，左耳不加处理作自身空白
对照，３０ｍｉｎ后牙膏空白基质组、阳性组、藏药牙膏
组分别在右耳涂以相对应的牙膏约每只０１ｇ；藏药
组在右耳涂以藏药每只约００５ｍＬ。模型组致炎，
９０ｍｉｎ后脱颈椎处死小鼠，其他组涂药１ｈ后脱颈
椎处死小鼠，擦净耳部所涂药物，沿耳廓基线剪下两

耳，用６５ｍｍ打孔器冲下左右两耳同一部位的圆
片，于分析天平称重，精确到００００１ｇ。用右耳片
重量减去左耳片重量为肿胀度，计算肿胀抑制率。

肿胀抑制率＝（空白对照组平均肿胀度 －给药
组平均肿胀度）／空白对照组平均肿胀度×１００％
１２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
行处理。肿胀度用（珋ｘ±ｓ）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
差分析，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最佳配方　采用感官评价法［１３－１４］进行评价，

以外观性状、拉丝现象为评价指标。由表２可知，牙
膏的拉丝现象受瓜尔胶用量的影响最大，其次二氧

化硅、甘油、山梨醇的用量对其也有一定的影响；保

湿剂甘油和山梨醇的用量对膏体的光滑细腻程度影

响最大。９个配方中配方９效果最好，制备所得的
藏药牙膏膏体细腻光亮，呈半透明棕绿色，气味清

凉，黏稠度适中，拉丝现象较明显。

表２　藏药牙膏不同配方的感官评价

配方 外观 拉丝现象

１ 细腻光亮，深棕黄色 明显，稠

２ 细腻光亮，深棕黄色 明显，较稠

３ 不成膏状，粉多，黄绿色 不拉丝

４ 细腻光亮，深棕色，半透明 明显，稀

５ 细腻光亮，深棕色，半透明 明显，较稀

６ 细腻光亮，深棕色，半透明 明显，较稠

７ 细腻光亮，棕绿色 较明显，稀

８ 细腻光亮，棕绿色 较明显，较稀

９ 细腻光亮，棕绿色 较明显，稀稠度适中

２２　抗炎作用实验结果　由表３可知，藏药牙膏
组、云南白药牙膏组、藏药组与模型组相比，均能抑

制二甲苯引起肿胀的作用（Ｐ＜００１），其中藏药牙
膏组、藏药组抗炎效果优于云南白药牙膏组；牙膏空

白基质组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藏药牙膏组与牙膏空白基质组相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对小鼠耳肿胀具有良好
的抑制作用。

表３　藏药牙膏对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的
抑制作用（珋ｘ±ｓ，ｎ＝１０）

组别 剂量（／只） 肿胀度／ｍｇ 肿胀抑制率／％

模型组 ─ ８３７±１７６ ─
云南白药牙膏组 ０１ｇ ４５９±２３２ΔΔ ４５２
藏药牙膏组 ０１ｇ ３６４±２６５ΔΔ ５６５
藏药组 ００５ｍＬ ２８６±２６９ΔΔ ６６１
牙膏空白基质组 ０１ｇ ８１６±３３８ ２５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１；与牙膏空白基质组比较，ΔΔＰ＜

００１。

３　讨论
实验结果表明，粘合剂的用量对于牙膏的拉丝

现象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加入量应合理，过少膏体

疏松松散，不成形，过多则膏体过于黏稠。当确定了

粘合剂的用量的情况下，通过调节保湿剂和水、磨擦

剂的用量也可对膏体的黏稠度进行调整。同时应注

意Ｋ１２和香精的加入量，Ｋ１２加入会使膏体稠度减
小，但是香精的加入会使膏体的黏稠度增加且影响

发泡量，因此两者的加入量也应该加以考虑，通常两

者加入量比为２∶１［１５］。本实验最佳配方为甘油２０
ｇ、山梨醇４０ｇ、二氧化硅２２ｇ、非离子瓜尔胶０７ｇ、
藏药３３ｇ、薄荷油 １１ｇ、十二烷基硫酸钠（Ｋ１２）
２２ｇ、尼泊金乙酯０１ｇ、尼泊金丙酯００５ｇ、糖精
０３５ｇ、水适量。制备所得的藏药牙膏膏体细腻光
滑，呈半透明深棕色，气味清凉，黏稠度适中。

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抗炎实验结果表明，所研

制的藏药牙膏与云南白药牙膏对比，抗炎效果优于

云南白药牙膏，具有良好的抗炎作用。藏药牙膏与

藏药对比 ２组的抗炎作用没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藏药牙膏与牙膏空白基质对比抗炎作用
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说明所添加的
功效成分藏药与牙膏体系具有良好的配伍性，牙膏

基质不会对藏药的功效成分产生影响。

我国医学历史悠久，拥有着丰富的防治口腔疾

病的经验，中药牙膏将中药与牙膏相结合是我国牙

膏产业的一大特色，也是对祖先宝贵的防治口腔疾

病经验的弘扬［１６－１８］。本实验室将诃子、白矾等藏药

与牙膏体系结合，研制成藏药牙膏，使其能达到清洁

口腔作用的同时能够预防牙龈炎等口腔疾病。根据

前人的研究发现，诃子对口腔致病菌如变形链球菌

等有着良好的抑制作用和抗糖蛋白的黏附作

用［１９－２０］，因此本实验室也将进一步对所研究制备的

藏药牙膏进行抗菌实验的研究。该研究制备的藏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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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膏是对祖先宝贵的治疗口腔疾病经验的弘扬，也

是对现代中药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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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ＡＣＱＵＩＴＹＡｒｃ系统问世，沃特世与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院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５日，沃特世公司（Ｗａｔｅｒｓ）在
北京召开发布会向全球发布Ｗａｔｅｒｓ ＡＣＱＵＩＴＹ
ＡｒｃＴＭ系统，这套四元液相色谱系统，可用于重现或
提升实验室分离性能。随着 ＡＣＱＵＩＴＹＡｒｃ系统及
其特有的 Ａｒｃ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ｗｐａｔｈ技术的推出，科学家
们现在能够模拟各种ＬＣ系统的梯度延迟体积和混

合行为，只需选择合适的流路，ＡＣＱＵＩＴＹＡｒｃ系统
即可轻松模拟各种 ＨＰＬＣ系统，而不用修改方法的
梯度表；或者只需一个简单切换，即可获得 ＵＨＰＬＣ
性能。沃特世公司（Ｗａｔｅｒｓ）与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院于６月１６日举行“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
院－沃特世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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