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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清喉利咽颗粒、养阴清肺糖浆及二药联合应用对氨水及ＳＯ２诱导小鼠咳嗽的止咳作用。方法：分别将健

康清洁级雄性昆明小鼠６０只随机等分为对照组、养阴清肺糖浆组、清喉利咽颗粒组、清喉利咽颗粒联合养阴清肺糖浆组、
孟鲁司特钠组、甘草合剂组。对照组给予生理盐水灌胃，其余各组给予相应药物治疗，１次／ｄ，连续７ｄ，末次给药１ｈ后将
小鼠放入ＹＬＳ８Ａ型多功能诱咳引喘仪中，分别采用氨水及ＳＯ２刺激小鼠咳嗽，自动记录小鼠咳嗽潜伏时间及３ｍｉｎ内咳
嗽次数。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养阴清肺糖浆、清喉利咽颗粒组及二药联合应用组能明显延长氨水和ＳＯ２诱导小鼠咳嗽的
潜伏时间（Ｐ＜００５），并减少其咳嗽次数（Ｐ＜００５）；与对照组、养阴清肺糖浆组、甘草合剂组和孟鲁司特钠组比较，二药
联合应用组在延长氨水和ＳＯ２诱咳小鼠咳嗽潜伏时间及减少咳嗽次数方面作用更为显著（Ｐ＜００５）；与清喉利咽颗粒组
比较，二药联合应用组仅在延长氨水和ＳＯ２诱咳小鼠咳嗽潜伏时间方面效果更好（Ｐ＜００５）。结论：清喉利咽颗粒、养阴
清肺糖浆均具有良好的止咳作用，二药联合应用具有协同作用，能够延缓咳嗽的发生，增强止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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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清喉利咽颗粒联合养阴清肺糖浆对氨水诱导小鼠咳嗽的影响（珋ｘ±ｓ，ｎ＝１０）

组别 剂量 咳嗽潜伏时间（ｓ） 咳嗽次数／３ｍｉｎ

对照组 等体积蒸馏水 １５１±９４０△ ２８５±９５２△

养阴清肺糖浆组 ６７２ｇ生药／ｋｇ ４０４±２８７０△ １８９±１０６１△

清喉利咽颗粒组 ６７２ｇ生药／ｋｇ ７５６±３６２２△ ６７±２４１

清喉利咽颗粒联合养阴清肺糖浆组 ６７２ｇ生药（养阴清肺：清喉利咽＝１∶１混合）／ｋｇ １０６±１４８８ ６９±３９６

甘草合剂组 ４５５ｍｌ／ｋｇ ２０９±２２５５△ １８４±８１４△

孟鲁司特钠组 １５ｍｇ／ｋｇ ２７７±２５０８△ １７２±６５２△

　　注：与清喉利咽颗粒联合养阴清肺糖浆联合组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进行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清喉利咽颗粒联合养阴清肺糖浆对ＳＯ２诱导小鼠咳嗽的影响（珋ｘ±ｓ，ｎ＝１０）

组别 剂量 咳嗽潜伏时间（ｓ） 咳嗽次数／３ｍｉｎ

对照组 等体积蒸馏水 ２３２±９０２△ ２４７±６８６△

养阴清肺糖浆组 ６７２ｇ生药／ｋｇ ４６９±１７７２△ １７２±３６１△

清喉利咽颗粒组 ６７３ｇ生药／ｋｇ ７４２±２０１６△ １０６±２８８

清喉利咽颗粒联合养阴清肺糖浆组 ６７２ｇ生药（养阴清肺：清喉利咽＝１∶１混合）／ｋｇ１００２±２１９０ ９２±２５７

甘草合剂组 ４５５ｍｌ／ｋｇ ３４３±１０６６△ １７８±２４９△

孟鲁司特钠组 １５ｍｇ／ｋｇ ４１３±１８９８△ １６９±４３８△

　　注：与清喉利咽颗粒联合养阴清肺糖浆联合组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进行比较，Ｐ＜００５。

清喉利咽颗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载的一

首成方，具有清热利咽，宽胸润喉的作用。主治因外

感风热引起的咽干、咽痛、咳嗽、咳痰等症，适用于急

慢性咽炎，扁桃体炎。养阴清肺糖浆是由清·郑梅

涧《重楼玉钥》所载的养阴清肺汤化裁而来，具有养

阴润肺，清热利咽的作用。主治阴虚肺燥引起的咽

干、咽痛、干咳少痰或无痰。适用于急慢性咽炎，支

气管炎。二方共用具有清利咽喉，润肺止咳作用。

为了探求二药共用的疗效，现进行清喉利咽颗粒联

合养阴清肺糖浆治疗小鼠咳嗽的实验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药品和试剂　养阴清肺糖浆（１２０ｍＬ／
瓶，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乐仁堂制药厂，

批号Ｚ１２０２０６１９）；清喉利咽颗粒（５ｇ／袋，天津中新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乐仁堂制药厂，批号

Ｚ１２０２０４５２）；孟鲁司特钠咀嚼片（５ｍｇ／片，Ｍｅｒｃｋ
Ｓｈａｒｐ＆ＤｏｈｍｅＬｔｄ（ＵＫ），批号 Ｊ０１２０３６）；甘草合剂
糖浆（１００ｍＬ／瓶，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批号１４０２０２）；氨水（２７％，天津市化学试剂三厂）；
浓硫酸（北京化工厂）；亚硫酸氢钠（天津市光复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动物　健康清洁级雄性昆明小鼠１２０只，
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许可证号：ＳＣＸＫ
（京）２００９００１７，体重（２０±２）ｇ，饲养条件：清洁级，
室内温度１８～２２℃，相对湿度５０％ ～７０％，光照时
间固定，每天昼夜各 １２ｈ，昼间照明时间为 ８：００
ａｍ—８：００ｐｍ，水、食物自由摄取。购入后适应性饲

养１周进行实验。
１３　仪器　电子天平（顺德拓普域电子有限公
司）；ＹＬＳ８Ａ型多功能诱咳引喘仪（济南益延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分组及给药　取清洁级雄性昆明小鼠１２０只，
随机分成６组，每组２０只，即对照组（给予等体积的
蒸馏水）、养阴清肺糖浆组、清喉利咽颗粒组、清喉

利咽颗粒联合养阴清肺糖浆组、孟鲁司特钠片组、甘

草合剂组。分别按表１剂量［１］溶于０５ｍＬ蒸馏水
中灌胃给药，１次／ｄ，连续７ｄ。
２２　诱咳方法　末次给药后１ｈ后，分别采用氨水
和ＳＯ２诱导小鼠咳嗽

［２４］，方法如下。各组随机抽

取１０只小鼠放入 ＹＬＳ８Ａ型多功能诱咳引喘仪中，
喷入２７％氨水３ｓ，刺激小鼠咳嗽，自动记录小鼠咳
嗽潜伏时间及３ｍｉｎ内咳嗽次数；各组随机抽取１０
只小鼠放入ＹＬＳ８Ａ型多功能诱咳引喘仪中，将０５
ｇ亚硫酸氢钠放入 ＹＬＳ８Ａ型多功能诱咳引喘仪的
雾化杯中并向其中滴加５０％硫酸５ｍＬ，自动记录小
鼠咳嗽潜伏时间及３ｍｉｎ内咳嗽次数。
２３　统计学方法　结果应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进
行统计分析，数据采用（珋ｘ±ｓ）表示，行正态性检验和
方差齐性检验，方差齐数据两样本均数进行ｔ检验，
多个样本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３　结果
３１　清喉利咽颗粒联合养阴清肺糖浆对氨水诱导
小鼠咳嗽的结果　养阴清肺糖浆组、清喉利咽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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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及二药联合应用组与对照组比较，在咳嗽次数和

咳嗽潜伏时间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养阴清肺糖浆联合清喉利咽颗粒组与对照
组、养阴清肺糖浆组、甘草合剂组、孟鲁司特钠组比

较，在咳嗽次数和咳嗽潜伏时间方面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养阴清肺糖浆联合清喉利咽颗
粒组与清喉利咽颗粒组比较，在咳嗽潜伏时间方面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养阴清肺糖
浆、清喉利咽颗粒均能够减少氨水诱咳小鼠的咳嗽

次数及延长其咳嗽潜伏时间，二药联合应用在延长

氨水诱咳小鼠的咳嗽潜伏时间方面有协同作用（见

表１）。
３２　清喉利咽颗粒联合养阴清肺糖浆对 ＳＯ２诱导
小鼠咳嗽的结果　结果见（表２），养阴清肺糖浆组、
清喉利咽颗粒组及二药联合应用组与对照组比较，

在咳嗽次数和咳嗽潜伏时间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养阴清肺糖浆联合清喉利咽颗粒组与
对照组、养阴清肺糖浆组、甘草合剂组、孟鲁司特钠

组比较，在咳嗽次数和咳嗽潜伏时间方面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养阴清肺糖浆联合清喉利
咽颗粒组与清喉利咽颗粒组比较，在咳嗽潜伏时间

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养阴清肺
糖浆、清喉利咽颗粒均能够减少 ＳＯ２诱咳小鼠的咳
嗽次数及延长其咳嗽潜伏时间，二药联合应用在延

长ＳＯ２诱咳小鼠的咳嗽潜伏时间方面有协同作用。
４　讨论

咳嗽的分子调控机制尚不明确，目前还没有统

一的认识，部分学者认为 ＴＥＲＶ１受体（瞬时感受器
电位香草酸受体 １）在咳嗽的发生起着重要作
用［５７］。ＴＥＲＶ１受体存在于呼吸道黏膜感觉神经末
梢上，Ｈ＋等异物能够直接刺激呼吸道黏膜末梢上
的ＴＥＲＶ１受体，促进ＩＬ６，ＩＬ８，肿瘤坏死因子等炎
症介质的释放，这些炎性介质又能进一步激活

ＴＥＲＶ１受体，释放ＳＰ（Ｐ物质）［８９］。ＳＰ通过神经激
肽２受体加强支气管收缩，从而引起咳嗽［１０１１］。氨

水和ＳＯ２诱导咳嗽也属于这种机制。清喉利咽颗粒
联合养阴清肺糖浆能够延缓咳嗽的发生，具有良好

止咳作用，二药的止咳机制可能是降低ＴＥＲＶ１受体
的活性，从而抑制ＳＰ的释放，降低对支气管平滑肌
的刺激，从而达到止咳作用。但二药通过何种机制

来降低ＴＥＲＶ１受体的活性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本实验结果显示养阴清肺糖浆、清喉利咽颗粒

均能够减少小鼠的咳嗽次数及延长其咳嗽潜伏时

间，清喉利咽颗粒联合养阴清肺糖浆在减少小鼠咳

嗽次数方面优于养阴清肺糖浆组，但与清喉利咽颗

粒组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二药联合应用

在减少小鼠咳嗽次数方面清喉利咽颗粒发挥主要作

用。二药联合应用在延长小鼠咳嗽潜伏时间方面优

于二药单独应用，说明二药在延缓小鼠咳嗽发生方

面有协同作用。养阴清肺糖浆原方主要由生地黄、

麦冬、玄参、川贝母、白芍、牡丹皮、薄荷和甘草等组

成，生地黄、麦冬、川贝母、甘草滋阴润肺止咳，玄参、

白芍、牡丹皮清热凉血，薄荷疏风清热利咽，八药共

奏滋阴清热，润肺止咳之功，针对肺阴亏耗引起的内

伤咳嗽较好；清喉利咽颗粒由黄芩、西青果、桔梗、竹

茹、胖大海、橘红、枳壳、桑叶、香附（醋制）、紫苏子、

紫苏梗、沉香等组成，黄芩、西青果清热解毒，竹茹、

胖大海、橘红清热化痰止咳，枳壳、香附、理气化痰，

桑叶疏风清热利咽，桔梗宣发肺气，紫苏子、紫苏梗、

沉香肃降肺气，一宣一降，肺气调畅，喘咳自平。十

二药共奏清热利咽，理气止咳之功，针对外感热病咳

嗽效果较好。《景岳全书·咳嗽》云：“咳嗽之要，止

惟二证。何为二证，一曰外感，一曰内伤而尽之

矣”。氨水和ＳＯ２诱导的咳嗽属于急性外感引起的
咳嗽，故减少咳嗽次数发方面清喉利咽颗粒效果较

好。二方均具有固护肺气，抵御外邪侵袭作用，因此

在延缓咳嗽方面有叠加作用。现代药理研究证实不

仅川贝母生物碱、薄荷脑、甘草甜素及甘草次酸等具

有止咳作用［１２１４］，黄芩苷、桔梗皂苷、紫苏子油等也

具有止咳作用［１５１７］。本实验研究也证实了清喉利

咽颗粒、养阴清肺糖浆均具有良好的止咳作用，二药

联合应用具有协同作用，能够延缓咳嗽的发生，增强

止咳作用。这为清喉利咽颗粒联合养阴清肺糖浆更

好的应用临床提供了药理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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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联网络药理学专业委员会在京成立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０－２２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
会网络药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中医药网

络药理学学术会议在中国北京召开。来自中国大

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地区共１８０余名代表参加
了本次大会。

开幕式上，世界中联学术部主任邹建华教授宣

布了网络药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批复和理事会成员

名单。世界中联创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吉教授向

首任会长清华大学李梢教授颁发铜牌，香港浸会大

学中医药学院院长吕爱平教授代表与会嘉宾对该专

业委员会的成立表示衷心祝贺。

世界中联创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吉教授在成

立大会上指出，人体与中药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突显

了“网络靶标”这一概念的重要性，网络药理学与中

医药的结合是一个富有原创性和广阔发展前景的新

学科方向，是中医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体现。中

国已形成一支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研究队伍，网络

药理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势在必行。希望该专业委

员会以学科分化和整合为发展动力，以规范标准、创

新学术、丰富内涵、明确定位、完善方法、培养人才为

奋斗目标，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开幕式后，来自海内外的十位专家学者就网络

药理学与中药方剂的转化研究、组合药物研究、中药

复方作用机理与创新药物发现、大数据与精确医学、

中药大品种深入开发等方面做了精彩纷呈的学术报

告，与会者认真聆听，收益匪浅。最后，李梢教授做

了“网络靶标：中医药网络药理学研究的切入点”的

闭幕式报告。

世界中联网络药理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为凝

聚网络药理学有关的多学科队伍提供了重要平台，

为中医药网络药理学的积极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中医药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注入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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