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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依据牵牛子的性味临床主要功效与主治建立相应的性味药理学评价体系，对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开展中药
性味药理学研究，探索牵牛子的不同药味与不同化学拆分组分间的相关性，确定各化学拆分组分药味的归属，阐明牵牛子

药味物质基础，并为验证“中药一味一性，一药Ｘ味Ｙ性（Ｙ≤Ｘ）”的中药性味理论新假说的客观性提供依据。方法：基于
中药性（气）味科学内涵的新假说，采用与牵牛子性味功效相关的利尿、化痰、泻下通便、兴奋子宫、抗炎、免疫作用等复合

药理学指标作为牵牛子性味药理学评价系统，对牵牛子性味拆分组分的生物学效应进行研究。探索牵牛子的不同药味与

不同化学拆分组分间的相关性。根据药理学研究结果，采用文献研究，结合聚类分析，分别从传统中医药学研究方法和现

代科学的角度对牵牛子拆分组分进行药味归属，阐明中药药味物质基础。结果：实验结果表明，牵牛子多糖组分、脂肪油

组分具有明显增加尿量、化痰、增加大肠推进率作用，其中多糖组分作用极为显著。酚酸组分、树脂苷组分具有促进胃排

空、增加小肠推进率、抗炎、免疫增强、兴奋子宫作用，其中酚酸组分大多作用极为明显。聚类分析结果表明，聚成２类进
行分析，多糖组分、脂肪油组分为一类，主要与利尿、增加大鼠大肠推进率、化痰有关；酚酸组分、树脂苷组分为一类，主要

对增加胃排空率、增加小肠推进率、抗炎、增强免疫、兴奋子宫有关。结论：分别从传统中医药学和现代科学的角度，对牵

牛子的拆分组分进行了性味归属：牵牛子不是单药味中药，而是具有苦味和辛味的复合药味中药；牵牛子的苦味、辛味是

可拆分的；牵牛子的利尿、增加大肠推进率、化痰作用可能是其苦味的功能体现，其物质基础是多糖组分、脂肪油组分；促

进胃、小肠蠕动、抗炎、免疫增强作用、兴奋子宫的作用可能是其辛味的功能体现，其物质基础为酚酸组分、树脂苷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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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ｔｓｐｕｎｇｅｎｔｆｌａｖｏｒ，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ｉｃｈｗｏｕｌｄｂｅｐｈｅ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ｓａｎｄｒｅｓｉｎ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ｍｅｎ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ｄ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ｐｌｉｔ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ｆｌａｖｏｒ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Ｆｌａｖｏｒ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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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药性理论是中医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中医药特色的突出体现，中药性味理论是中药药性

理论的核心。阐明中药性味理论的科学内涵，对于

促进中医药学发展、丰富中医药理论内容，创新中医

药学术思想，指导方剂配伍、合理用药、创新药物研

制和提高临床疗效等均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前期研究中，本项目组遵循中医药学基本理

论，曾提出“中药一味一性，一药Ｘ味Ｙ性（Ｙ≤Ｘ）”
的中药性味理论新假说［１］，并通过研究实践证实该

假说的客观性。同时，构建并证明了具有确切可行

性的中药性味的可拆分性、可组合性研究方法及研

究模式。在深入分析、总结前期研究结果以及对其

他学者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项目组进一步提出

了中药性（气）味科学内涵的新假说。以上假说认

为中药同时具有性（气）与味，性（气）与味是中药同

时兼具的两种特性，其中药味与药物的具体功效相

关，并且中药性味的物质基础是可拆分、可组合的。

本文基于以上中药性（气）味科学内涵的新假

说，选择具有利水功效的一类中药为研究对象，采用

中药性味可拆分性和可组合性研究的研究模式，开

展中药性味、归经、功效以及临床应用等中药药性理

论研究。

牵牛子为旋花科植物裂叶牵牛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ｎｉｌ
（Ｌ）Ｃｈｏｉｓｙ或圆叶牵牛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ｐｕｒｐｕｒｅａ（Ｌ）Ｖｏｉｇｔ
的干燥成熟种子，其味苦，性寒，具有泻水通便，消痰

涤饮等功效［２］。药味是体现中药功能归类的标志。

牵牛子自《名医别录》记载以来，历代对其药味的认

识不尽相同，经历了由“单一药味”到“复合药味”再

到“单一药味”，即由单一药味“苦”味、到复合药味

“苦”味兼具“辛”味、再到单一药味“苦”味的发展演

变过程。尽管牵牛子被普遍认为是只存在单一药味

“苦”味，但很少如牵牛子这样的历代医家在同一功

效的药味来源上出现分歧，“辛”味是否真实存在，

它与“苦”味的物质基础是否不同，还是同一物质兼

具两个作用方向？对此，本文依据牵牛子的临床主

要功效与主治建立相应的性味药理学评价体系，即

采用与牵牛子性味功效相关的利尿、化痰、泻下通

便、兴奋子宫、抗炎、免疫作用等复合药理学指标作

为性味功效评价系统，对牵牛子性味拆分组分的生

物学效应进行评估，探索牵牛子的不同药味与不同

化学拆分组分间的相关性，再根据药理结果，采用文

献研究，结合聚类分析，分别从传统中医药学研究方

法和现代科学的角度对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进行药

味归属，并阐明中药药味物质基础。

１　材料
１１　药品与试剂　牵牛子药材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购
自于哈尔滨市药材公司产地为山东，经黑龙江中医

药大学中药鉴定学教研室都晓伟教授鉴定为旋花科

植物裂叶牵牛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ｎｉｌ（Ｌ）Ｃｈｏｉｓｙ的干燥成熟
种子；牵牛子水煎液及 ４个化学拆分组分（多糖组
分、脂肪油组分、酚酸组分、树脂苷组分），均为本课

题组自制；生理盐水，购自长春豪帮药业有限公司

（批号：Ｓ１３０８２８０３）；戊巴比妥钠，购自 Ｍｅｒｃｋ公司
（批号：１０６３１８０５００）；二甲苯，购自天津市富宇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批号：１１１０１７）；印度墨汁，购自 Ｓｏ
ｌａｉｂｉｏ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批号：５０８Ｂ０２１）；
无水碳酸钠，购自天津市恒兴化学试剂制造有限公

司（批号：２０１００８１２）；氢氯噻嗪，购自天津力生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批号：１３０５０１２）；吲哚美辛，购自临汾
奇林药业有限公司（批号：１２０２１５１）；酚酞片，购自山
西亨瑞达制药有限公司（批号：１３０８０４）；苦味酸，购
自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批号：０９１０２１）；氯化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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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购自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批号：

１２１００１）；酚红，购自天津基准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批
号：２０１１０１３０）；氢氧化钠，购自天津市广成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０８０５０６）；多潘立酮片（吗丁啉），
购自华东医药（西安）博华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１３０４０３６）；水合氯醛，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批号：Ｔ２０１３０７２５）；溶血素，购自浙江玉环县南
方试剂厂（批号：２０１３１００２）；多抗甲素片，购自成都
利尔药业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１３１００４）；缩宫素注射
液，购自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批号：２０１３０９１０１）。
１２　动物　ＢＡＬＢ／ｃ雄性小鼠，体重（２０±２）ｇ，合
格证号为 Ｐ００１０２０１３，由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药物安
全性评价中心提供；Ｗｉｓｔａｒ雄性大鼠，体重（２００±
２０）ｇ，合格证号为 Ｐ００１０２０１３，由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提供。

１３　仪器　ＡＢ２６５Ｓ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
器（上海）有限公司），Ａ６型半自动生化分析测定仪
（北京松上技术有限公司），ＢＬ４２０Ｆ生物电信号处
理仪系统（成都泰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ＹＳＤ４Ｇ
生理药理实验多用仪（安徽正华生物仪器设备有限

公司），ＹＬＳ７Ｂ足跖容积测量仪（济南益延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ＵＶ１７００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
津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实验动物分组及给药　实验前筛选出合格健
康大鼠７０只，记录每只大鼠体重，将其随机分为７
组，１０只／组。７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在大鼠足肿
胀实验中设为对照组）、阳性药对照组、牵牛子水煎

液组、脂肪油组、多糖组、酚酸组和树脂苷组。水煎

液给药剂量按人和大鼠等效剂量折算给予实验动

物，各化学拆分组分按其在生药中含量同等剂量给

予实验动物，其中空白对照组灌胃给予生理盐水（１０
ｍＬ／ｋｇ），各化学拆分组分分别灌胃给予水煎液组分
（０６３ｇ／ｋｇ），脂肪油组分（００３ｇ／ｋｇ），多糖组分
（０３７ｇ／ｋｇ），酚酸组分（０１３ｇ／ｋｇ），树脂苷组分
（０１０ｇ／ｋｇ）（相当于生药１６２ｇ／ｋｇ），阳性药及给
药剂量见各具体实验部分，各组均按１０ｍＬ／１００ｇ
灌胃给药。

实验前筛选出合格健康小鼠７０只，记录每只小
鼠体重，将其随机分为７组，每组１０只。７组分别为
空白对照组（在小鼠耳肿胀实验中设为对照组）、阳

性药对照组、牵牛子水煎液组、脂肪油组、多糖组、酚

酸组和树脂苷组。水煎液给药剂量按人和小鼠等效

剂量折算给予实验动物，各拆分组分按其在生药中

含量同等剂量给予实验动物，其中每天空白对照组

灌胃给予生理盐水（２０ｍＬ／ｋｇ），各化学拆分组分分
别灌胃给予水煎液组分（０９１ｇ／ｋｇ），脂肪油组分
（００４ｇ／ｋｇ），多糖组分（０５４ｇ／ｋｇ），酚酸组分
（０１９ｇ／ｋｇ），树脂苷组分（０１５ｇ／ｋｇ）（相当于生药
２３４ｇ／ｋｇ），阳性药及给药剂量见各具体实验部分，
各组均按０２ｍＬ／１０ｇ灌胃给药。
２２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大鼠尿量的影响［３４］　
将大鼠放入代谢笼初步适应环境３ｄ，同时观察其尿
量在无干扰状态下是否处于平稳状态。于实验开始

前１８ｈ内禁食不禁水，根据Ａｓｔｏｎ氏利尿筛选法，筛
选出合格大鼠７０只，记录每只大鼠体重以及尿量的
分布，按２１项下分组给药连续７ｄ，其中阳性对照
组灌胃给予氢氯噻嗪（１０ｍｇ／ｋｇ）。末次给药后放入
代谢笼中，开始计时，于第 １、２、３、４、５、６ｈ收集尿
液，每次收集尿液后，使大鼠尿液排入代谢笼内，计

算６ｈ内累积排尿量，最后对大鼠尿量进行组间比
较。

２３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小鼠化痰作用的研
究［５６］　取７０只健康小鼠，按２１分组给药连续７
ｄ，其中阳性对照组灌胃给予氯化铵片（１２ｍｇ／ｋｇ）。
最后一次给药后３０ｍｉｎ后，腹腔注射２５％酚红溶
液，剂量为０５ｍＬ／只，待１ｈ后处死小鼠，剪开颈部
皮肤，每只小鼠自甲状软骨处剪下同等长度气管，放

入盛有２ｍＬ生理盐水的试管中，再加入１ＭＮａＯＨ
溶液０１ｍＬ。离心后，上清液采用分光光度计于
５４６ｎｍ波长下测量记录ＯＤ值。
２４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小鼠胃排空的影响［７］

　　取７０只健康小鼠，按２１分组给药连续７ｄ，其
中阳性对照组灌胃给予吗丁啉（４０ｍｇ／ｋｇ）。最后
一次给药后小鼠禁食不禁水１２ｈ，再进行一次灌胃
给药。灌胃后 １ｈ，每组小鼠开始灌胃 ０２ｍＬ的
０３％酚红溶液，１０ｍｉｎ后立即处死，打开腹腔，取出
小鼠胃，将胃外部用滤纸吸干，放入盛有１０ｍＬ蒸馏
水的小烧杯中，沿着小鼠胃部大弯处解剖，用蒸馏水

对胃内壁进行洗涤，溶液离心５ｍｉｎ（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于５００ｎｍ波长下测定吸光度值，用１０ｍＬ蒸馏水与
０２ｍＬ０３％酚红溶液的混合液作为光密度对照。
计算各组小鼠的胃中酚红排空率（％）。

胃酚红排空率＝（基准值－残留值）／基准值×１００％　（１）

２５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小鼠小肠推进功能的
影响［８］　取７０只健康小鼠，按２１分组给药连续７
ｄ，其中阳性对照组灌胃给予酚酞片（２６ｍｇ／ｋｇ）。最
后一次给药后１２ｈ内禁食不禁水，再给药１次，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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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后给小鼠灌胃５％碳末混悬液００１ｍＬ／ｇ，并于１５
ｍｉｎ后处死小鼠，快速解剖取出小肠，轻轻平铺于玻
璃板上，用格尺测量并记录小肠全长及碳末前沿到

幽门之间的距离，从而计算碳末推进率。

炭末推进率＝（炭末小肠推进距离／小肠全长）×１００％　（２）

２６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大鼠大肠推进功能的
影响［９１０］　取７０只健康大鼠，按２１分组给药连续
７ｄ，其中阳性对照组灌胃给予酚酞片（１８ｍｇ／ｋｇ）。
最后一次给药后２４ｈ内禁食不禁水，再进行一次灌
胃给药，然后大鼠用乙醚进行浅表性麻醉，将其绑定

在大鼠手术台上，乙醇消毒并润湿大鼠腹部，剪去腹

部鼠毛，用手术剪打开腹腔，找到回盲部并注入含

５０％墨汁的生理盐水（剂量为０４ｍＬ／２００ｇ）。取两
根手术线分别对靠近回盲部的回肠段进行结扎，从

剪断两线之间的回肠开始计时。同时肠小心放回大

鼠腹腔内，缝合腹腔开口处。待２ｈ后将大鼠处死，
打开腹腔将结肠完整取出，放置于玻璃板上，用格尺

测量并记录大鼠结肠全长及墨汁前沿到盲肠断的距

离，计算墨汁推进率。

墨汁推进率＝（墨汁大肠推进距离／结肠全长）×１００％　（３）

２７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肿
胀的影响［１１］　取７０只健康小鼠，按２１分组给药
连续７ｄ，其中阳性对照组灌胃给予吲哚美辛（１０
ｍｇ／ｋｇ）。最后一次给药后１ｈ，即刻在小鼠左耳前
后两面均匀涂抹００４ｍＬ二甲苯，２ｈ后，处死小鼠，
将左右两耳片剪下，重叠好后用７ｍｍ直径打孔器
大孔，取下圆耳片，分别称重，左耳重量减去右耳重

量，最后比较各组的耳片肿胀程度，计算各组肿胀度

之均值与标准差，按下面的公式求出给药组的肿胀

抑制率。

耳肿胀度＝右耳片重量－左耳片重量　（４）

抑制率＝对照组耳肿胀度－组药组耳肿胀度
对照组耳肿胀度

×１００％　（５）

２８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角叉菜胶所致大鼠足
肿胀的影响［１１］　取７０只健康大鼠，按２１分组给
药连续７ｄ，其中阳性对照组灌胃给予吲哚美辛（１０
ｍｇ／ｋｇ）。采用容积测量法，先测量每只大鼠正常足
趾容积，末次给药３０ｍｉｎ后将大鼠右后肢拉直，自
足跖中部皮下注射０５％角叉菜胶０１ｍＬ致炎。致
炎后分别在０５ｈ、１ｈ、２ｈ、４ｈ、６ｈ测定其足跖容
积，并计算足肿胀率。

足肿胀度＝致炎后足趾容积炎－致炎前足趾容积
致炎前足趾容积

×１００％　（６）

２９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小鼠碳粒廓清指数及
免疫器官的影响［１２１４］　取７０只健康小鼠，按２１分

组给药连续７ｄ，其中阳性对照组灌胃给予多抗甲素
片（２５ｍｇ／ｋｇ）。最后给药４０ｍｉｎ后，将２０％印度
墨汁经尾静脉注射注入小鼠体内（注射剂量为０１
ｍＬ／１０ｇ），注射后立即用秒表进行计时，分别于第２
ｍｉｎ（ｔ１）、第１２ｍｉｎ（ｔ２）用毛细管刺入小鼠眼睛脉丛
中取血２０μＬ，并吹入２０ｍＬ含有０１％碳酸钠的
溶液中进行摇匀，室温放置２ｈ，用分光光度仪调整
至波长６００ｎｍ处测定 ＯＤ值。以碳酸钠溶液作对
照，根据动物体重和脾重计算吞噬指数。处死小鼠

后，分别称取肝脏和脾脏质量，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廓

清指数Ｋ、校正廓清指数α、脾指数。
Ｋ＝（ＬｏｇＯＤ１－ＬｏｇＯＤ２）／（ｔ２－ｔ１）　（７）

ａ＝ 小鼠体重

肝脏质量＋脾脏质量槡３Ｋ　（８）

脾脏器指数（ｍｇ／ｇ）＝脾脏器质量／体重　（９）

２１０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小鼠血清溶血素抗体
生成作用的影响［１４１７］　取７０只健康小鼠，按２１分
组给药连续１４ｄ，其中阳性对照组灌胃给予多抗甲
素片（２５ｍｇ／ｋｇ）。最后一天将０２ｍＬ的绵羊红细
胞（ＳＲＢＣ）混悬液经腹腔注射注入每只小鼠体内使
其产生免疫，连续７ｄ。最后一次给药４０ｍｉｎ后，采
用摘眼球取血，离心５ｍｉｎ（转速３０００ｒ／ｍｉｎ）获得
血清。以生理盐水将血清稀释３００倍，取其中１０
ｍＬ加入到０５ｍＬＳＲＢＣ细胞悬液与１０ｍＬ１０％补
体（豚鼠血清）的混合液中，于３７℃在温箱中恒温
０５ｈ，然后放入冰箱０℃恒温０５ｈ。离心得到上
清液，用分光光度计在 ５４０ｎｍ的波长下进行测定
ＯＤ值。光密度空白对照采用生理盐水。计算各组
小鼠溶血ＯＤ值，并算出半数溶血值（ＨＣ５０）。

样品半数溶血值ＨＣ５０＝ 样品吸收度值

ＳＲＢＣ半数溶血时的吸收度值×血清稀释数

　（１０）

２１１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大鼠在体子宫平滑肌
作用［１８］　取７０只健康大鼠，按２１分组给药，其中
阳性对照组注射给予缩宫素（０１Ｕ／ｋｇ）。将己烯雌
酚注射液２０ｍｇ经皮下注射注入每只大鼠体内，连
续３ｄ。在开始实验前２４ｈ给予大鼠禁食。实验开
始时首先采用１０％水合氯醛３５ｍＬ／ｋｇ进行腹腔注
射给予大鼠麻醉。麻醉后将大鼠仰位固定在手术台

上，用酒精擦拭后，于右上腹剪去大鼠毛，剪开２ｃｍ
打开腹腔，在十二指肠上覆盖一块湿润的纱布（含戴

氏液）。继续剪开切口，找到子宫，并将子宫周围的

组织剥离开来，在子宫一侧的中点处缝上一根丝线

连接至张力换能器。打开ＢＬ４２０Ｆ生物电信号处理
仪系统，进行调零、定标、安装拉力换能器，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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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益调节Ｇ＝５０，时间常数 Ｔ＝ＤＣ，滤波调节 Ｆ
＝３０Ｈｚ，扫描速度Ｓ＝１６００ｓ／ｄｉｖ。标本负荷０５～
１ｇ，平衡３０ｍｉｎ。等待实验系统稳定后，观察描记
大鼠子宫正常舒缩曲线开始后，经十二指肠分别灌

注各拆分组分供试液（１０ｍＬ／１００ｇ），观察并记录
子宫的收缩频率、收缩幅度以及收缩张力，采用区间

测量法对给药前１ｍｉｎ和给药后第５ｍｉｎ的频率、幅
度和张力进行测量。按以下公式计算频率变化率、

幅度变化率、张力变化率，求平均值。

频率变化率＝（给药后频率 －给药前频率）／给药前频率 ×１００％　

（１１）

幅度变化率＝（给药后幅度 －给药前幅度）／给药前幅度 ×１００％　

（１２）

张力变化率＝（给药后张力 －给药前张力）／给药前张力 ×１００％　

（１３）

２１２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计
量资料均以（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
２１３　基于药理实验结果对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的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是模式识
别中的重要内容，是数值分类学的新分支，也称聚群

分析、群分析、点群分析等，是研究“物以类聚”的一

种统计方法。它是在尚不知事物的类别时对其进行

分类，常用于生物及医学现象的分类研究。将药理

实验结果采用二值量化（Ｐ＜００５用“１”表示具有此
作用，Ｐ＞００５用“０”表示不具有此作用），然后将数
据导入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中，进行聚类分析。
３　结果
３１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大鼠尿量的影响　实
验结果见表１。由表１中数据可知：与空白对照组相
比较，用药后１ｈ累积尿量，水煎液组、多糖组、脂肪
油组尿量明显增加，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
水煎液组、多糖组利尿作用极为明显（Ｐ＜００１）。
用药后２ｈ累积尿量，水煎液组、多糖组、脂肪油组
尿量增加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其中水煎
液组、多糖组利尿作用极为明显 （Ｐ＜００１）。用
药后３ｈ累积尿量，多糖组、脂肪油组尿量增加差
异极为明显 （Ｐ＜００１）。用药后４ｈ累积尿量，只
有多糖组尿量呈极明显增加 （Ｐ＜００１）。用药后５
ｈ累积尿量，多糖组、脂肪油组尿量明显增加 （Ｐ
＜００５）。用药后６ｈ累积尿量，多糖组、脂肪油
组尿量增加又极为明显 （Ｐ＜００１）。实验结果表
明，牵牛子水煎液、牵牛子多糖组分、脂肪油组分

具有明显的利尿作用。

表１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大鼠累积尿量的影响（珋ｘ±ｓ）

组别
剂量

（ｇ／ｋｇ）
动物数

（只）

累积尿量（ｍＬ）
１ｈ ２ｈ ３ｈ ４ｈ ５ｈ ６ｈ

空白对照组 — １０ ０８４±０３２ １６８±０６４ ２２４±０８８ ３１４±１００ ３６４±１２０ ３７６±１３４
阳性对照组 ００１ １０ ３６４±１２４ ４６８±１７６ ６４０±１８１ ７３２±２０５ ７４４±２２７ ７９６±２３５

水煎液组 ０６３ １０ ２４４±０８５ ２７５±０９４ ２９７±１０８ ３２５±１１５ ３７８±１２３ ４３２±１３７
多糖组 ０３７ １０ ２２８±０６８ ３０８±０７２ ４６８±１００ ５２９±１１５ ６０８±１４４ ６８７±１５８

脂肪油组 ００３ １０ １５６±０６４ ４２４±１４８ ４８５±１５６ ５４７±１７６ ５９６±１８３ ８２４±２１０

酚酸组 ０１３ １０ ０５２±０２８ １３６±０４８ １６８±０７６ ３０４±０９６ ３２８±１２４ ３４８±１１６
树脂苷组 ０１０ １０ ０６４±０２４ １５２±０５６ ２１２±１４０ ２９２±１００ ３２８±１４０ ３３６±１０８

　　注：与空白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２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小鼠化痰作用的研究
　　实验结果见表２。酚红标准曲线方程经测定为
ｙ＝０１６１ｘ＋００２４５。由表２中数据可知：空白对照
组的酚红排泌率为（０２３±００５）μｇ／ｍＬ，牵牛子水
煎液组的酚红吸光度值相比空白对照组显著增加

（Ｐ＜００１），酚红排泌率达（０３４±００４）μｇ／ｍＬ。
从牵牛子各拆分组分来看，牵牛子多糖组、脂肪油组

的酚红吸光度值明显增加（Ｐ＜００５），酚红排泌率
分别为（０３９±０１１）μｇ／ｍＬ、（０３０±００４）μｇ／ｍＬ。
实验结果表明，牵牛子水煎液、多糖组分、脂肪油组

分对小鼠具有明显的化痰或祛痰作用，其中多糖组

分最为显著。

３３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小鼠胃排空的影响　

表２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小鼠气管段
酚红排泌量的影响（珋ｘ±ｓ）

组别
剂量

（ｇ／ｋｇ）
动物数

（只）
吸光度值

酚红排泌量

（μｇ／ｍＬ）
空白对照组 — １０ ００６２±００１３ ０２３±００５
阳性对照组 ００１２ １０ ０１０２±００１８ ０４８±００８

水煎液组 ０９１ １０ ００７９±００１０ ０３４±００４

多糖组 ０５４ １０ ００８７±００２５ ０３９±０１１

脂肪油组 ００４ １０ ００７３±００１２ ０３０±００４

酚酸组 ０１９ １０ ００６５±００１３ ０２５±００５
树脂苷组 ０１５ １０ ００６５±０００９ ０２５±００３

　　注：与空白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实验结果见表３。由表３中数据可知：牵牛子水煎
液组与空白对照组（酚红吸光度０５４±０１８）相比
具有显著提高小鼠胃排空率的作用，酚红排空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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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４０７４±１１６３）％，从牵牛子各拆分组分来
看，酚酸组分能够显著增加小鼠胃排空率（Ｐ＜
００５）。酚红吸光度下降至（０２５±０１４），排空率
达（５３７０±１７２８）％。实验结果表明，牵牛子水煎
液、酚酸组分具有明显增加小鼠胃排空率的作用。

３４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小鼠小肠推进功能的
影响　实验结果见表３。由表３中数据可知：牵牛
子水煎液组与空白对照组（６３６０±３９４）％相比具
有显著提高小鼠小肠推进率的作用，推进率增加到

（７０８４±３１２）％（Ｐ＜００５）。从牵牛子各拆分组
分来看，酚酸组、树脂苷组与空白对照组（６３６０±
３９４）％相比推进率增加明显极为（Ｐ＜００１），分别
为（７２４６±２９２）％和（７１５０±２２３）％。实验结
果表明，牵牛子水煎液，酚酸组分、树脂苷组分均能

明显增加小鼠小肠推进率。

３５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大鼠大肠推进功能的
影响　实验结果见表３。由表３中数据可知：牵牛
子水煎液组与空白对照组（３０６４±２８４）％相比具
有显著提高大鼠大肠推进率的作用（Ｐ＜００１），推
进率增加到（３７５７±３６４）％，从牵牛子各拆分组
分来看，４个拆分组分中多糖组、脂肪油组均对大鼠
大肠推进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多糖组极为显著

（Ｐ＜００１），推进率达（４５１８±５４９）％，其次脂肪
油组分也同样具有显著作用（Ｐ＜００１），推进率达
（３６２１±２９５）％。实验结果表明，牵牛子水煎液、
多糖组分、脂肪油组分具有明显的增加大鼠大肠推

进率的作用，特别是多糖组分尤为突出。

３６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肿
胀的影响　实验结果见表４。由表４中数据可知对
照组的小鼠耳肿胀度为（００１５±０００１）ｇ，水煎液
组的小鼠耳肿胀度相比对照组明显减轻，肿胀度分

别为（００１３±０００１）ｇ（Ｐ＜００５），肿胀抑制率达到
１３３％。从牵牛子各拆分组分来看，比对照组相比，
牵牛子酚酸组、树脂苷组小鼠耳肿胀度明显降低（Ｐ
＜００５），其中酚酸组作用极为显著（Ｐ＜００１），肿
胀抑制率分别为２００％和１３３％。实验结果表明，
牵牛子水煎液、酚酸组分、树脂苷组分对二甲苯所致

小鼠耳肿胀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酚酸组分作用最

为明显。

３７　牵牛子性味拆分组分对角叉菜胶所致大鼠足
肿胀的影响　实验结果见表４，可知０５ｈ对照组的
大鼠足肿胀率达到（３７６２±１１０２）％，水煎液组的
大鼠足肿胀率相比对照组明显减轻，大鼠足肿胀率

降至（２４２８±４６８）ｇ（Ｐ＜００５）。从牵牛子各拆分

组分来看，比对照组相比，牵牛子酚酸组大鼠足肿胀

率明显降低（Ｐ＜００５），为（２２３７±６０１）％。给药
后１ｈ、２ｈ、４ｈ，牵牛子水煎液组、酚酸组与对照组
相比，大鼠足肿胀率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给药后６ｈ，水煎液组、酚酸组均能极显著地减轻大
鼠足肿胀率（Ｐ＜００１），肿胀率分别降至（１６４４±
５２１）％和（１３５９±６５８）％。实验结果表明，牵牛
子水煎液、酚酸组分对角叉菜胶所致大鼠足肿胀具

有明显的抗炎作用。

３８　牵牛子性味拆分组分对小鼠碳粒廓清指数及
免疫器官的影响　对小鼠单核细胞吞噬作用及对免
疫器官的影响实验结果见表５。由表５数据可知：Ｋ
值：水煎液组、酚酸组、树脂苷组和空白对照组比较，

增加趋势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α值：水煎
液组、酚酸组、树脂苷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增加趋

势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水煎液组、酚
酸组分、树脂苷组分对正常小鼠单核细胞吞噬作用

具有促进作用，多糖组分、脂肪油组对小鼠单核细胞

吞噬作用无显著性作用。由表５中数据可知：脾指
数：水煎液组、酚酸组、树脂苷组和空白对照组比较，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酚酸组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均能使小鼠脾脏重量显著增加。
以上结果表明酚酸组分、树脂苷组分可能促进了小

鼠脾淋巴细胞功能，对小鼠脾脏生长可能具有促进

作用。

３９　牵牛子性味拆分组分对小鼠血清溶血素抗体
生成作用的影响　牵牛子性味拆分组分对小鼠溶血
素抗体生成实验结果见表５。由表５可知，水煎液
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是多糖组与酚酸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其 ＨＣ５０值分别达到（３４９７６±
６３９０）％。表明酚酸组分对绵羊红细胞所致溶血
素生成具有明显增强作用（Ｐ＜００５）。
３１０　牵牛子性味拆分组分对大鼠在体子宫平滑肌
作用　牵牛子性味拆分组分对小鼠在体子宫平滑肌
作用结果见表６。由表６可知：大鼠子宫收缩频率：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水煎液组、酚酸组、树脂苷组均

能使大鼠子宫频率显著增加（Ｐ＜００５）。变化率分
别达到（５４０±３４５）％、（５５０±４４５）％、（７２０±
５２２）％。大鼠子宫收缩幅度：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水煎液组、酚酸组均能显著增加大鼠子宫收缩幅度

（Ｐ＜００５），变化率分别达到（６０２±４５４）％、
（８２５±４２９）％。树脂苷组与空白对照组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变化率达到（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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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大鼠子宫收缩张力：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水煎液组与酚酸组均能显著增加大鼠子宫收缩张力

（Ｐ＜００５），变化率分别达到（４１３±１３４）％、
（３９３±１０５）％，而树脂苷组与空白对照组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变化率达到（４４６±

１１２）％。
３１１　基于药理实验结果对牵牛子性味拆分组分的
聚类分析　将牵牛子性味药理学实验获得的以上所
有研究结果，输入表７中，进行聚类分析。如表８、
图１的聚类分析结果及树状图所示，聚为２类时，多

表３　牵牛子水煎液及其化学拆分组分对小鼠胃排空、小肠推进率及大鼠大肠推进率的影响（珋ｘ±ｓ）

组别

小鼠胃排空

酚红吸光度
酚红胃排空率

（％）

小鼠小肠推进率

小肠全长

（ｃｍ）
炭末推进距离

（ｃｍ）
小肠推进率

（％）

大鼠大肠推进率

结肠全长

（ｃｍ）
墨汁推进距离

（ｃｍ）
大肠推进率

（％）

空白对照组 ０５４±０１８ — ４５３３±１１６ ２８８３±１５４ ６３６０±３９４ １７５０±０９１ ５３６±０３０ ３０６４±２８４
阳性对照组 ０１５±００４ ７２２２±９２１ ４７２９±０６８ ３６６９±１０８ ７７５８±１９５１７５５±０９７ ８２７±０５０ ４７１１±３３６

水煎液组 ０３２±００８ ４０７４±１１６３ ４８５８±０８２ ３４４１±１７６ ７０８４±３１２ １６３８±０４１ ６１５±０６４ ３７５７±３６４

多糖组 ０５１±０１１ ５５６±１８２５ ４６７８±０５９ ３１４５±１３９ ６７２３±３０３ １９４３±０２７ ８７８±１１２ ４５１８±５４９

脂肪油组 ０４８±０１４ １１１１±２０１２ ４９６１±０９５ ３３５５±１２２ ６７６２±２７７ ２０２３±０２６ ７３３±０５９ ３６２１±２９５

酚酸组 ０２５±０１４ ５３７０±１７２８ ４６８０±０８２ ３３９１±１４５ ７２４６±２９２１８６７±０４９ ５９５±０５７ ３１９５±３１３
树脂苷组 ０４３±０１３ ２０３７±１４５９ ４７７１±１０６ ３４１１±１２６ ７１５０±２２３１８２８±０６８ ６３２±０７１ ３４６０±３０６

　　注：与空白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４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及角叉菜胶所致大鼠足肿胀的影响（珋ｘ±ｓ）

组别
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

小鼠耳肿胀度（ｇ）抑制率（％）
大鼠正常足

体积（ｍＬ）
大鼠足肿胀率（％）

０５ｈ １ｈ ２ｈ ４ｈ ６ｈ

对照组 ００１５±０００１ — ０８４±０２２３７６２±１１０２ ３７６４±９５２ ３７４２±１０７０ ３４０４±１２５４ ２９０６±７８３
阳性对照组 ００１０±０００３ ３３３ ０８６±０２０２０４３±５５６１９８５±５５６１８３０±７３８１２６７±６７５１２３１±６８２

水煎液组 ００１３±０００１ １３３ ０８８±０２２２４２８±４６８ ２５７３±４６８ ２２６４±６７２ １７３２±５１５ １６４４±５２１

多糖组 ００１４±０００２ ６７ ０８２±０１５３２５４±５７０ ３２６９±５７０ ３３７１±６７８ ３１４６±６９８ ２８９３±７０３
脂肪油组 ００１４±０００１ ６７ ０７３±０１０３２６２±６４５ ３２４２±６５５ ３２０１±４３６ ３０５７±５７８ ２７３０±５８３
酚酸组 ００１２±０００２ ２００ ０７６±０１１２２３７±６０１ ２２９７±６２６ ２４９６±６４５ １５２４±８６７ １３５９±６５８

树脂苷组 ００１３±０００１ １３３ ０７５±０１３２９０９±５３７ ２８８４±５４０ ２９０１±７０７ ２７０２±７３７ ２３９５±７２９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５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小鼠碳粒廓清指数、免疫器官及血清溶血素抗体生成作用的影响（珋ｘ±ｓ）

组别 廓清指数Ｋ值 校正廓清指数α值 脾指数 半数溶血值（ＨＣ５０）（％）

空白对照组 ００５６±００１７ ６６４±０８８ ３５１±０５８ ２７３６８±３６９４
阳性对照组 ００９７±００２２ ９２８±１８５ ５６３±０６２ ３７１４７±５９４１

水煎液组 ００８２±００１２ ７９３±０７９ ４３２±０３２ ３１３５６±５６９２
多糖组 ００６１±０００９ ６９８±１０８ ３５２±０７３ ２７５７６±５１２４
脂肪油组 ００６５±００１４ ７４５±１０５ ３８４±０５２ ２８６５２±２７１５
酚酸组 ００８９±００２３ ８９４±１３８ ４７８±０６０ ３４９７６±３４７９

树脂苷组 ００７８±００１２ ８４１±０９５ ４２６±０４１ ３１６１２±３７９５

　　注：与空白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６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对大鼠子宫平滑肌收缩频率、收缩振幅、收缩张力变化率的影响（珋ｘ±ｓ）

组别
收缩频率（次／１０ｍｉｎ）
给药前 给药后

收缩频率变

化率（％）
收缩幅度（ｃｍ）
给药前 给药后

收缩幅度变

化率（％）
收缩张力（ｇ）

给药前 给药后

收缩张力变

化率（％）
空白对照组 ７２５±１４６７２９±１８２ ０５０±２２７ ９１５±４７４９１７±４５８ ０２３±４２７ １０２±０３４１０４±０２４ ２０４±１０１
阳性对照组 ７４２±１６８９８２±１８５ ３１８０±３２７９０４±４９１１０７６±５７０１９０７±１０７１０９７±０８１１２５±０７１ ２８５３±３５２

水煎液组 ７２０±１７２７５９±１７７ ５４０±３４５ ８２５±３８７８７５±５８４ ６０２±４５４ １０８±０３０１１２±０３６ ４１３±１３４

多糖组 ７１５±１６５７２５±１５４ １３５±４２３ ８８２±３９６８９５±５１４ １４２±４８９ ０９４±０２８０９６±０４２ ２４０±１５４
脂肪油组 ８０６±１９６８２６±１５９ ２５１±４８３ ８９６±４１２９１７±３９２ ２３５±４３５ ０９６±０２４０９９±０２５ ３０５±１３４
酚酸组 ７７２±１８２８１４±１２３ ５５０±４４５ ９２９±５２５１００６±３１４ ８２５±４２９ １０３±０３５１０７±０３７ ３９３±１０５

树脂苷组 ７８４±１７１８４０±１９６ ７２０±５２２ ８５６±５１９９２９±４８４ ８４８±３１２ ０９８±０２５１０２±０４０ ４４６±１１２

　　注：与空白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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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药理作用结果及其相应量化数值结果一览表

药理作用
牵牛子化学拆分组分

多糖组分 脂肪油组分 酚酸组分 树脂苷组分

利尿作用 尿量 ＋＋（１） ＋＋（１） 　－（０） 　－（０）
化痰作用 酚红排泌率 ＋＋（１） 　＋（１） 　－（０） 　－（０）
泻下通便 大肠推进率 ＋＋（１） 　＋（１） 　－（０） 　－（０）

小肠推进率 　－（０） 　－（０） ＋＋（１） ＋＋（１）
胃排空 　－（０） 　－（０） 　＋（１） 　－（０）

抗炎作用 小鼠耳肿胀 　－（０） 　－（０） ＋＋（１） 　＋（１）
大鼠足肿胀 　－（０） 　－（０） 　＋（１） 　－（０）

免疫增强 碳粒廓清 　－（０） 　－（０） 　＋（１） 　＋（１）
校正指数α值 　－（０） 　－（０） 　＋（１） 　＋（１）
脾指数 　－（０） 　－（０） ＋＋（１） 　＋（１）
溶血素 　－（０） 　－（０） ＋＋（１） 　－（０）

兴奋子宫 收缩频率 　－（０） 　－（０） 　＋（１） 　＋（１）
收缩幅度 　－（０） 　－（０） 　＋（１） ＋＋（１）
收缩张力 　－（０） 　－（０） 　＋（１） ＋＋（１）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表８　聚类分析结果

数量 ３类 ２类

１多糖组分 １ １
２脂肪油组分 １ １
３酚酸组分 ２ ２
４树脂苷组分 ３ ２

图１　聚类分析树状图

糖、脂肪油为第一类；酚酸、树脂苷为第二类。由以

上结果可以看出，聚成２类进行分析，多糖组分、脂
肪油组分为一类，主要与利尿、增加大鼠大肠推进

率、化痰有关；酚酸组分、树脂苷组分为一类，主要对

增加胃排空率、增加小肠推进率、抗炎、提高免疫力、

兴奋子宫有关。

４　讨论
４１　从传统中医药学角度对牵牛子药味进行归属
研究　以上药理实验结果表明，牵牛子具有利尿、增
加大肠推进率、促进和胃小肠蠕动、化痰、抗炎、免疫

增强、兴奋子宫的作用。欲从传统中医药学角度对

这些药理作用进行归属，需要将其转化为传统中医

药学的相关论述才能实现。

４１１　牵牛子的利尿作用可能是其“苦”味的功能
体现　牵牛子所治小便不利，其病因病机为温热病
邪为阳邪，邪气内客于脏腑，正气未衰，正相争剧烈

结于脏腑易化火成毒，郁阻气液不得小便。温热邪

气也易化燥伤阴，若素体阴虚，或误治疗久延津液大

伤，小便化源不足而小便不利。根据“治病必求其

本”的原则，邪蕴化火者，用苦寒之品直折火势清泻

邪热，使邪去气降，小便自通。牵牛子味苦能泄，能

泄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通泄，如泻下通便，用

于热结便秘。二是指降泄，如降泄肺气，用于肺气上

逆之咳喘。故苦寒药物能降泄逆气，通两便二若火

热内结脏腑，煎熬津液，郁阻气机，使气机逆而不下，

津液不得下行。“膀胧者洲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

则能出矣”，若邪热郁阻津液不得渗入于膀肌，膀胧

无气化之源，则小便不利。牵牛子苦寒清降，以清邪

热，降逆气，使津气下达，则小便通矣。可见牵牛子

的利尿作用可能是其“苦”味的功能体现。本文利

尿实验研究表明，多糖组分、脂肪油组分是牵牛子发

挥利尿作用的物质基础，所以，多糖组分、脂肪油组

分可能是牵牛子“苦”味的物质基础。

４１２　牵牛子的增加大肠推进率作用可能是其
“苦”味的功能体现　牵牛子味苦，主入大肠经，通
大便气秘风秘、治大便秘结。苦寒泻下即用苦寒下

夺之品以攻泻实热。适用于伤寒由寒化热邪传阳明

之腑或温热邪入中焦，热盛津伤，导致肠中燥结、大

便不通、胸痞腹满等症。根据“其下者引而竭之”的

治疗原则，此类证型，宜用大黄、芒硝、牵牛子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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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以泻热结。苦寒泻下法，并不限于便秘一症。临

床审证凡肠中确有积滞，即可应用。如食积或积滞

中焦，传导失常而致的泄泻等症，可用此法消除积

滞，而传导复其常度。上焦热盛，亦可使用“苦寒”

味下法，引热下行，使热邪从大便而出，则上部热自

然缓解，此即上病下取，釜底抽薪之义。属热证、实

证的便秘，同样使用苦寒泻下的法则。单纯的热证

便秘，用单纯的苦寒泻下法，因为苦寒泻下，根据

“其下者，引而竭之”的治疗原则，便秘病属里证，法

当泻下；其便秘属实、属热又当苦寒峻下，才能胜任，

这就是通常所谓之“急下存津”法。由上可见，牵牛

子的增加大肠推进率可能是其“苦”味的功能体现。

本文实验研究表明，多糖组分、脂肪油组分是牵牛子

发挥增加大肠推进率作用的物质基础，所以，多糖组

分、脂肪油组分可能是牵牛子“苦”味的物质基础。

４１３　牵牛子的化痰作用可能是其“苦”味的功能
体现　牵牛子苦寒，其性降泄，能通利二便以排泄水
湿；牵牛子苦泄泻下而能祛痰逐饮，痰饮去则气机得

畅，喘满得平；牵牛子苦寒滑利，逐痰泻水之功甚著。

除五脏苦欲补泻“五味”理论外，《黄帝内经》中还总

结了一些与五味功效相关的理论。苦泄指苦味能泄

上逆之气，具体是指它能泄，有通泄，清泄，降泄。而

牵牛子能通利二便以排泄水湿，泻下而能祛痰逐饮，

有逐痰泻水之功，其性降泄。牵牛子能泻肺气，逐痰

饮，用治肺气壅滞，痰饮咳喘，面目水肿者。痰饮如

从火化，或邪热酿液成痰，则为热饮，治痰饮常用苦

寒清热化痰之法。因此牵牛子祛痰化痰的作用可能

是味“苦”的作用。本文化痰实验研究表明，多糖组

分、脂肪油组分是牵牛子发挥化痰作用的物质基础，

因此，多糖组分、脂肪油组分可能是牵牛子“苦”味

的物质基础。

４１４　牵牛子的促进胃、小肠蠕动作用可能是其
“辛”味的功能体现　气病即气机的逆乱和功能的
盛衰。在脾胃病中气病很多，从治疗方面，气壅阻滞

则行之，气弱虚衰则补之，气逆于上则降之，气陷于

下则升之。如脾胃气滞可见脘腹痞满疼痛，可用行

气之法。行气法能止痛、除胀、运脾、和胃，还有解

郁、化痰、祛湿的作用。脾胃居中焦，为全身气机升

降之枢纽，如脾胃气滞，当升不升，当降不降，郁滞于

中，长期以往，则成气、血、湿、痰、食、火六郁之病，而

以气郁当先，故治郁首先当行气，行气活血，疏肝理

脾，切贴病机；气行则血行，气行则痰湿火食之郁俱

解。牵牛子味辛，能行气除壅滞气急。气有余便是

火。行气药在取得一定疗效后，宜中病即止，所谓治

气大法惟在适中，气积于中，故宜疏顺。如果疏导过

剂，则又反耗元气。因此，行气药不可过用、久用。

而牵牛子辛热雄烈，泄人元气，久嚼猛烈雄壮，乃泻

气之药，比诸辛药泄气尤甚，故胃弱气虚人禁用。不

难看出，牵牛子促进胃、小肠蠕动作用可能是味

“辛”的作用。本文胃、小肠蠕动实验研究表明，酚

酸组分、树脂苷组分是牵牛子发挥促进胃、小肠蠕动

作用的物质基础，因此，酚酸组分、树脂苷组分可能

是牵牛子“辛”味的物质基础。

４１５　牵牛子的抗炎作用可能是其“辛”味的功能
体现　炎症是许多不同类型疾病的一个共同的病理
基础。牵牛子所涉及的病症“气分之湿热”，多见于

炎热暑湿而致湿热之邪相合，困滞于中焦脾胃，气机

不利，脾胃呆腻；或因外感炎热暑热之邪，内而恣食

生冷肥腻之品，损伤脾胃，运化失司，湿邪内生的等。

其主要相关症状应为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暑湿感冒，

其主要相关症状应为“湿热之邪侵入气分，以身热

不扬，胸闷腹胀，身目发黄，肢体困倦，呕恶，尿黄，舌

红苔黄腻，脉滑数等为常见症的证候。”属流行病学

炎症症状。《经》曰：“辛泻气，辛走气，辛泻肺”。

《本草备要》中谓牵牛子味辛“属火善走。入肺经，

泻气分之湿热，肺主气，火能平金而泄肺”。《得配

本草》谓牵牛子味辛“治气分之水胀”。《本草分经》

谓牵牛子味辛“属火，而善走入肺，泻气分湿热”。

不难看出，牵牛子味“辛”能泻气分之湿热，与其抗

炎作用有关。综上说明，牵牛子抗炎作用可能是味

“辛”的作用。本文研究表明，酚酸组分、树脂苷组

分是牵牛子发挥抗炎的物质基础，因此，酚酸组分、

树脂苷组分可能是牵牛子“辛”味的物质基础。

４１６　牵牛子的免疫增强作用可能是其“辛”味的
功能体现　在本文选择的药理学研究指标中，只有
免疫增强作用似乎与牵牛子传统功效较难挂钩。中

医学认为机体健康状态的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发

挥，关键在于阴阳的平衡，疾病的发生在于阴阳平衡

的失调，阴或阳的太过或不及都是机体处于病理状

态的表现。将治疗免疫疾病的药物分为免疫抑制药

和免疫增强药，这与中医学中的阴药（寒凉苦酸咸

药）和阳药（温热辛甘药）作用相似。因此中药也可

分为促进免疫的中药（属阳药）和抑制免疫的中药

（属阴药）。牵牛子具有免疫增强作用，可将其归为

阳药，而牵牛子的“辛”味即体现了其阳药的特点。

本文免疫实验研究表明，酚酸组分、树脂苷组分是牵

牛子发挥免疫增强作用的物质基础，因此，同样进一

步说明，酚酸组分、树脂苷组分可能是牵牛子“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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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的物质基础。

４１７　牵牛子的兴奋子宫可能是其“辛”味的功能
体现　破血为活血法之一，即用祛瘀药中比较峻烈
的药物祛瘀滞、散症结的方法。破血药物活血化瘀

的能力更强，因而也更容易伤正气，破血药物可以用

来堕胎。在许多本草著作中都有破血的记载，由于

归类在利水药中，其活血功效被忽视了。药理研究

也证实破血药有兴奋子宫作用。药性大辛、大热或

有破气破血作用。《本草纲目》云药性辛散，能通子

宫而破血。辛，能行，能“活血”使血液循环加速，追

血下溢，促胎外出；能“破气”会使气行逆乱，气乱则

无力固胎。不难看出，辛热之药有造成堕胎的危险，

破血行气作用，很容易堕胎。故《随息居饮食谱》强

调：“辛热多食动火燥液，耗气伤阴，破血堕胎，故孕

妇忌之。”《得配本草》载牵牛子能“破血下胎”，可知

其用其辛破血行气而脱胎，故牵牛子堕胎功效来自

于其“辛”味的作用。由上可知，牵牛子兴奋子宫作

用可能是味“辛”的作用。本文实验研究表明，酚酸

组分、树脂苷组分是牵牛子发挥兴奋子宫作用的物

质基础，因此，酚酸组分、树脂苷组分可能是牵牛子

“辛”味的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从传统中医药学角度可对牵牛子的

性味归属为：利尿、增加大肠推进率、化痰作用可能

是味“苦”的功能体现；促进胃、小肠蠕动、抗炎、免

疫增强、兴奋子宫作用可能是味“辛”的功能体现。

４２　基于药理实验结果的聚类分析对牵牛子药味
进行归属　从聚类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聚成２类进
行分析：多糖组分、脂肪油组分为一类，结合以上药

理实验结果以及药味与药理作用关联分析结果，可

以判断其可能为味苦的物质基础，主要与利尿、增加

大肠推进率、化痰有关；酚酸组分、树脂苷组分为一

类，结合以上药理实验结果以及药味与药理作用关

联分析结果，可以判断其可能为辛味的物质基础，主

要对增加胃排空率、增加小肠推进率、抗炎、提高免

疫力、兴奋子宫有关。聚类分析的结果与以上对牵

牛子药味的分类归属结果是一致的。

综上，分别从传统中医药学和现代科学的角度，

对牵牛子的拆分组分进行了性味归属，二者结论基

本一致，即牵牛子的药味不是单纯的苦味，应该是含

有苦味和辛味的复合药味，这也与诸多古代医籍的

记述相一致；牵牛子的利尿作用、增加大肠推进率、

化痰作用是其苦味功能的体现，其物质基础是多糖

组分、脂肪油组分；牵牛子的促进胃、小肠蠕动、抗

炎、免疫增强作用、兴奋子宫等作用是其辛味功能的

体现，其物质基础可能为酚酸组分、树脂苷组分；牵

牛子的苦味和辛味的物质基础是可拆分的。

本文探索了牵牛子的不同药味与不同化学拆分

组分间的相关性，对各化学拆分组分的药味进行了

归属，确定了牵牛子的多糖组分、脂肪油组分分别为

其苦味拆分组分，这两个组分之和为其苦味组分；牵

牛子的酚酸组分、树脂苷组分分别为其辛味拆分组

分，此两组分之和为牵牛子的辛味组分。本文的研

究结果，为后续深入开展牵牛子各药味的物质基础

和作用机理研究、各性味拆分组分和性味组分的四

性（气）研究，以及开展牵牛子性味拆分组分的可组

合性研究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本文首次发现牵牛子多糖组分具有较明显的利

尿、泻下通便、化痰作用，因此，可对该组分进行新药

研发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为扩大牵牛子的临床应用

和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而且还可为性味理论的研

究注入新的意义和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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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机体能量、物质代谢的中药具有寒（或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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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Ｐｓ、ＡＤＫ等酶的表达，表现出与寒凉性药物相似
的作用趋势，故我们推测 Ｓ３０、ＳＺ可能是桑白皮药
性寒凉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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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５７１５９２．

［１１］ＤａｊｕｎＬｉｕ，Ｌｕｐ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Ｙａｎｌｉｎ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ｌ．ＨｕｍａｎＳｔａｎｎｉｏｃａｌ

ｃｉｎ１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ＩＩ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ｃｙｔ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ＵＣＰ３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Ｐａｔｈｗａｙ［Ｊ］．

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２，７（５）：１９．

［１２］ＤＧｒａｈａｍｅＨａｒｄｉｅ．ＡＭＰＫ：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

ｒｏｌｅｉｎｗｈｏｌｅｂｏｄｙｅｎｅｒｇｙ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Ｊ］．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ｎ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３：１７．

［１３］ＭａｒｉａＣ．Ｆｒａｎｃｏ，ＫａｒｉｎａＣ．Ｒｉｃａｒｔ，ＡｎａｌíａＳ．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ｅｔａｌｌ．Ｎｉｔｒａ

ｔｉｏｎｏｆＨｓｐ９０ｏｎ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３３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Ｊ］．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５，１９：１２３．

（２０１５－１２－０９收稿　责任编辑：洪志强）

（上接第１８４６页）
［１２］颜欣，刘一瑾，梁智，等．飞机草不同提取物对正常小鼠免疫功

能的影响［Ｊ］．广西中医药，２０１５，３８（１）：０３３．

［１３］李静，刘力源，任捷，等．地锦粗提物对脾虚小鼠脏器指数和抗

氧化能力的影响［Ｊ］．中国微生态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３（１２）：１０６０

１０６３．

［１４］石娟，邓兴安，周玲，等．黄精粗多糖对正常小鼠免疫功能的影

响［Ｊ］．中国现代应用药学，２０１１，２８（１）：１８２１．

［１５］许晓燕，余梦瑶，魏巍，等．灵芝对正常小鼠免疫功能作用的研

究［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１４，２５（３）：５６７５６９．

［１６］晏永新，张丽，贾海芳，等．党参多糖口服液对小鼠免疫功能的

影响［Ｊ］．中国兽药杂志，２０１３，４７（３）：１８２０．

［１７］郑平原，易爱纯，胡咏华．松黄颗粒对小鼠迟发型变态反应及血

清半数溶血值影响的实验研究［Ｊ］．中南药学，２００９，７（８）：５８６

５８９．

［１８］张晓双，穆娟，宋延平，等．缩宫止血片对大鼠在体子宫平滑肌

收缩的影响［Ｊ］．甘肃中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２６（３）：８１０．

（２０１５－１２－０９收稿　责任编辑：洪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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