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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红元颗粒的抗炎镇痛作用。方法：观察其对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冰醋酸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
角叉菜胶致大鼠足跖肿胀、棉球诱导大鼠肉芽肿、冰醋酸致小鼠扭体反应及小鼠热板实验的抑制作用。结果：红元颗粒可以明

显抑制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Ｐ＜００５），降低冰醋酸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Ｐ＜００５），减轻角叉菜胶致大鼠足跖
肿胀（Ｐ＜００５），抑制棉球肉芽肿增生（Ｐ＜００１或Ｐ＜００５），显著减轻热刺激引起的小鼠疼痛（Ｐ＜００５）；减少小鼠扭体次数
（Ｐ＜００１）。结论：红元颗粒具有显著的抗炎镇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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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元颗粒是治疗慢性盆腔炎的临床经验方，由红
藤、延胡索等中药配伍组方而成，具有清热利湿，活血

化瘀，理气止痛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湿热瘀结型慢性

盆腔炎。慢性盆腔炎是常见的女性内生殖器及其周围

结缔组织和盆腔腹膜发生的炎性反应，可引起不孕不

育、异位妊娠和盆腔疼痛［１］。但目前未见红元颗粒抗

炎镇痛作用的报道。本研究观察红元颗粒的抗炎镇痛

作用，为其治疗慢性盆腔炎的临床应用提供药理学依

据。

１　材料
１１　药物　红元颗粒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制药系
提供，每克相当于８９３ｇ生药，临床人日用量（按生药
量）为３４ｇ／ｄ（批号：２０１２１１３０）。妇科千金片（株洲千
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１２０３０１０）；醋酸地塞米
松片（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号：１１１２０２５）；罗
通定片（山西云鹏制药有限公司，批号：Ａ１３０１０１）；布

洛芬缓释胶囊（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１２１０００１０）。
１２　动物　ＳＤ雌性大鼠，体重２００～２２０ｇ；ＩＣＲ雌性
小鼠，体重１８～２２ｇ；昆明种雌性小鼠，体重１８～２２ｇ。
均为ＳＰＦ级，由北京市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
司提供，许可证编号ＳＣＸＫ（京）２０１２－０００１。
１３　试剂　二甲苯（北京化工厂，批号：２０１０１０１５）；伊
文斯兰（ｓｉｇｍａ公司）；冰醋酸（北京化工厂，批号：
２０１１０５３１）；角叉菜胶（ｓｉｇｍａ公司，批号：１５７５０）；注射
用青霉 素 钠 （华 北 制 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批 号：

Ｙ１２０６３０６）。
１４　仪器　角膜环钻（苏州六六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电子分析天平（美国 Ｏｈａｕｓ公司）；ＵＮＩＣＯ２０００型
分光光度计（上海尤尼柯仪器有限公司）；Ｌａｂｏｆｕｇｅ
４００Ｒ低温离心机（德国 Ｈｅｒａｅｕｓ公司）；ＹＬＳ－７Ｂ足跖
容积测量仪（山东省医学科学院设备站）；１０１ＦＡＢ－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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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树立仪表有限公司）；ＹＬＳ－
６Ｂ智能热板仪（山东省医学科学院设备站）。
２　方法
２１　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实验　将７２只ＩＣＲ雌性
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６个组：对照组，地塞米松组
（２ｍｇ／ｋｇ），妇科千金片组（１０５ｇ／ｋｇ），红元颗粒大、
中、小剂量组（１１３３ｇ／ｋｇ、５６７ｇ／ｋｇ、２８３ｇ／ｋｇ）。各
组ｉｇ给药，１次／ｄ，连续７ｄ。于末次给药１ｈ后，右耳
涂以二甲苯００５ｍＬ／只，左耳作对照，３０ｍｉｎ后处死
动物，沿耳廓基线剪下双耳，用直径７ｍｍ角膜钻环将
双耳同部位等面积切下，称切下耳片质量，计算鼠耳肿

胀率。鼠耳肿胀率＝（右耳片质量 －左耳片质量）／左
耳片质量×１００％。
２２　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实验　将 ＩＣＲ雌性小
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７个组：对照组，模型组，地塞
米松组（２ｍｇ／ｋｇ），妇科千金片组（１０５ｇ／ｋｇ），红元颗
粒大、中、小剂量组（１１３３ｇ／ｋｇ、５６７ｇ／ｋｇ、２８３ｇ／
ｋｇ）。各组ｉｇ给药，１次／ｄ，连续７ｄ。实验前动物禁食
１２ｈ，末次给药１ｈ后各组小鼠 ｉｐ０６％的冰醋酸０１
ｍＬ／１０ｇ，空白对照组 ｉｐ生理盐水。３０ｍｉｎ后，尾 ｉｖ
１％的伊文斯兰生理盐水溶液 ０１ｍＬ／１０ｇ。２０ｍｉｎ
后，小鼠脱颈椎处死，剪开腹腔，用６ｍＬ生理盐水分数
次冲洗腹腔，收集冲洗液定容至１０ｍＬ。将腹腔冲洗
液按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在５９０ｎｍ处测
吸光度，计算毛细血管通透性的抑制率。毛细血管通

透性抑制率＝（模型组腹腔冲洗液吸光度 －给药组腹
腔冲洗液吸光度）／模型组腹腔冲洗液吸光度×１００％。
２３　角叉菜胶致大鼠足跖肿胀实验　将６０只 ＳＤ雌
性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６个组：对照组，地塞米松
组（１４ｍｇ／ｋｇ），妇科千金片组（０７３５ｇ／ｋｇ），红元颗
粒大、中、小剂量组（７９３ｇ／ｋｇ、３９７ｇ／ｋｇ、１９８ｇ／
ｋｇ）。各组ｉｇ给药，１次／ｄ，连续７ｄ。实验前动物禁食
１２ｈ，末次给药后，测量每只大鼠右下肢足跖容积的基
础值，给药１ｈ后，按无菌操作法从大鼠右后足掌心向
踝关节方向进针，ｉｈ１％角叉菜胶０１ｍＬ／只致炎。测
定致炎后３０ｍｉｎ、１ｈ、２ｈ、３ｈ、４ｈ、５ｈ、６ｈ内的足跖容
积变化。计算足跖肿胀百分率。足跖肿胀百分率 ＝
（致炎后足跖容积 －致炎前足跖容积）／致炎前足跖容
积×１００％。
２４　大鼠棉球肉芽肿实验　将６０只 ＳＤ雌性大鼠按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６个组：对照组，地塞米松组（０７
ｍｇ／ｋｇ），妇科千金片组（０７３５ｇ／ｋｇ），红元颗粒大、中、
小剂量组（７９３ｇ／ｋｇ、３９７ｇ／ｋｇ、１９８ｇ／ｋｇ）。腹部脱
毛，无菌操作下每只大鼠沿下腹中线切开腹壁，将２粒

灭菌棉球（每粒５０±１ｍｇ）分别植入两侧腹股沟皮下，
缝合皮肤切口。次日开始各组ｉｇ给药，１次／ｄ，连续１４
ｄ。末次给药１ｈ后取出大鼠两侧腹股沟皮下棉球称
重，于８０℃烘箱中干燥２４ｈ再次称重，分别记录棉球
干、湿重，减去棉球重量，即为肉芽的干、湿重，计算肉

芽肿形成抑制率。抑制率 ＝（对照组肉芽肿重量 －给
药组肉芽肿重量）／对照组肉芽肿重量×１００％。
２５　小鼠热板实验　将雌性 ＩＣＲ小鼠置于热板上
（５５℃±０５℃），记录自放入热板至小鼠舔后足所需要
的时间，为该鼠痛阈值，筛选痛阈为５～３０ｓ的小鼠。
按照痛阈值均等的原则分为６个组：对照组，罗通定组
（６０ｍｇ／ｋｇ），妇科千金片组（１０５ｇ／ｋｇ），红元颗粒大、
中、小剂量组（１１３３ｇ／ｋｇ、５６７ｇ／ｋｇ、２８３ｇ／ｋｇ）。各
组ｉｇ给药，１次／ｄ，连续７ｄ。于末次给药后３０ｍｉｎ、１
ｈ、２ｈ、３ｈ、４ｈ分别测量小鼠的痛阈值，若小鼠在６０ｓ
内仍无痛觉反应，取出，按６０ｓ计算，观察药物的镇痛
作用。

２６　小鼠冰醋酸扭体实验　将９０只昆明种雌性小鼠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６个组：对照组，布洛芬组
（０１ｇ／ｋｇ），妇科千金片组 （１０５ｇ／ｋｇ），红元颗粒
大、中、小剂量组 （１１３３ｇ／ｋｇ、５６７ｇ／ｋｇ、２８３ｇ／
ｋｇ）。各组ｉｇ给药，１次／ｄ，连续７ｄ。实验前动物禁
食１２ｈ，末次给药１ｈ后各组小鼠 ｉｐ０６％的冰醋酸
０１ｍＬ／１０ｇ，诱导小鼠扭体反应。记录注射致痛剂
后出现扭体反应的时间和 ２０ｍｉｎ内各鼠扭体次数，
观察药物镇痛作用。

２７　统计方法　运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分析，数
据使用 （珋ｘ±ｓ）进行记录。组间比较采用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进行检测。方差齐者用 ＬＳＤ检验，不齐者用
Ｄｕｎｎｅｔｔ’ｓＴ３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红元颗粒对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的影响

组别 剂量（ｇ／ｋｇ） 例数 鼠耳肿胀率／％ 肿胀抑制率／％

对照组 － １２１０４６３±３８２１ －
地塞米松组 ０００２ １２ ５７１６±３３３０ ４５３０
妇科千金片组 １０５ １２ ７２８８±４２５６ ３０２５
红元颗粒组 １１３３ １２ ６８４５±３６９２ ３４４９
红元颗粒组 ５６７ １２ ６９３６±３２９５ ３３７１
红元颗粒组 ２８３ １２ ７４７７±３７４７ ２８４４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　结果
３１　红元颗粒对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的影响　对
照组小鼠在给予二甲苯致炎后，右耳明显肿胀，肿胀率

达到１０４６３％。与对照组相比，阳性药地塞米松、妇科
千金片对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

用（Ｐ＜００１或 Ｐ＜００５），肿胀抑制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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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３０％、３０２５％；红元颗粒大、中、小剂量均可显著抑
制二甲苯引起的小鼠耳肿胀（Ｐ＜００５），抑制率分别
为３４４９％、３３７１％、２８４４％。结果见表１。

表２　红元颗粒对冰醋酸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响

组别 剂量（ｇ／ｋｇ） 例数 吸光度　　 抑制率／％

对照组 － １３ ００２６±００１５ ８８３４
模型组 － １３ ０２２３±００７１ －

地塞米松组 ０００２ １２ ０１５１±００９０ ３２２９
妇科千金片组 １０５ １２ ０１５９±００６２ ２８７０
红元颗粒组 １１３３ １２ ０１５９±００６３ ２８７０
红元颗粒组 ５６７ １２ ０１６６±００６８ ２５５６
红元颗粒组 ２８３ １３ ０１５９±００８０ ２８７０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２　红元颗粒对冰醋酸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
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小鼠在腹腔注射冰醋
酸后毛细血管通透性明显增加，表现为腹腔炎性渗出

液的吸光度显著增加 （Ｐ＜００１）。与模型组相比，

阳性药地塞米松和妇科千金片可明显抑制冰醋酸诱导

的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 （Ｐ＜００１或 Ｐ＜００５），抑
制率分别为３２２９％、２８７０％；红元颗粒的大、中、
小剂量均可降低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 （Ｐ＜００５），
抑制率分别为２８７０％、２５５６％、２８７０％。结果见
表２。
３３　红元颗粒对角叉菜胶致大鼠足跖肿胀的影响　
大鼠足跖皮下注射角叉菜胶后，鼠爪呈红、肿、热、痛等

早期急性炎性反应反应，注射后 ３～５ｈ为肿胀高峰
期。与对照组相比，阳性药地塞米松对角叉菜胶致大

鼠足跖炎性肿胀全程均具有显著地抑制作用，表现为

足跖肿胀率显著降低（Ｐ＜００１或 Ｐ＜００５）；阳性药
妇科千金片在给药后１ｈ、２ｈ、４ｈ、５ｈ、６ｈ可显著抑制
炎性肿胀（Ｐ＜００１或Ｐ＜００５）；红元颗粒大、中剂量
组给药后均可显著减轻致炎后２ｈ、４ｈ、６ｈ的炎性反
应反应（Ｐ＜００５）。结果见表３。

表３　红元颗粒对角叉菜胶致大鼠足跖肿胀的影响

组别
剂量

（ｇ·ｋｇ）
例

数

注射角叉菜胶后大鼠足跖肿胀率／％
３０ｍｉｎ １ｈ ２ｈ ３ｈ ４ｈ ５ｈ ６ｈ

对照组 － １０２０４６±１０９５ ２１２１±８９４ ３３５２±１２４７ ３９３３±１１４０ ３７０７±１０２５ ３９６８±１１８０ ２９５９±７８４
地塞米松组 ０００１４ １０ ５３９±２３３ ４０１±７３６ ７２１±４７１ １０６１±３６５ １１１５±３２１ ９４５±４６３ ９６６±５１９

妇科千金片组 ０７３５ １０ ９１９±３２５ ９００±４９６ ２１５４±８１４ ２５９６±８７７ ２６４２±７７５ ２４４９±７７９ １９６９±７５２

红元颗粒组 ７９３ １０１６２３±６５９ １５８４±１００４ ２３５０±９４０ ２８１６±９７０ ２８５７±９８３ ２７５２±１０８４ ２１５８±１１８２

红元颗粒组 ３９７ １０１２２５±９６４ １６２６±９２０ ２３１４±１１４８ ２６６７±９４５ ２８４６±９０８ ２６７４±９６７ ２１８４±８９４

红元颗粒组 １９８ １０２２０５±８１８ ２２５２±８８３ ２９１２±８８９ ３２１８±８５８ ３３４４±１００９ ３０６５±９５７ ２６１８±８４９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４　红元颗粒对棉球致大鼠肉芽肿形成的影响

组别 剂量（ｇ／ｋｇ） 例数
湿肉芽

重量／ｍｇ 抑制率／％
干肉芽

重量／ｍｇ 抑制率／％

对照组 － １０ ５５２６±５８０ － ７６０±１３４ －
地塞米松组 ００００７ １０ ４０７４±２６６ ２６２７ ４２８±７７ ４３６８
妇科千金片组 ０７３５ １０ ４８９６±５３９ １１４０ ６４４±１７２ １５２６
红元颗粒组 ７９３ １０ ４８２９±５４１ １２６１ ６２７±９６ １７５０
红元颗粒组 ３９７ １０ ４８７４±２６７ １１８０ ６３０±５０ １７１１
红元颗粒组 １９８ １０ ４９５９±４７８ １０２６ ６３７±１１１ １６１８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４　红元颗粒对棉球致大鼠肉芽肿形成的影响　灭
菌棉球在植入大鼠两侧腹股沟皮下１４ｄ后产生肉芽
增生现象。与模型组相比，阳性药地塞米松和妇科千

金片均可显著抑制棉球肉芽肿形成，表现为肉芽的湿

重、干重显著降低（Ｐ＜００１或Ｐ＜００５），对湿肉芽肿
的抑制率分别为２６２７％、１１４０％，对干肉芽肿的抑
制率分别为４３６８％、１５２６％；红元颗粒的大、中、小
剂量均可显著抑制棉球肉芽肿的形成（Ｐ＜００５或 Ｐ
＜００１），对肉芽湿重的抑制率分别为 １２６１％、

１１８０％、１０２６％，对肉芽干重的抑制率分别为
１７５０％、１７１１％、１６１８％。结果见表４。
３５　红元颗粒对小鼠热板法痛阈值的影响　与对照
组相比，阳性药罗通定可以显著提高热致痛小鼠的痛

阈值（Ｐ＜００５），药效可维持４ｈ；阳性药妇科千金片
可缓解热刺激导致的疼痛，但未出现显著的抑制作用；

红元颗粒的３个剂量组均可不同程度缓解热刺激带来
的疼痛，其中大剂量组在给药３ｈ后，表现出显著的镇
痛作用（Ｐ＜００５），药效达到最高峰。结果见表５。

·２７４·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Ｖｏｌ．９，Ｎｏ．４



表５　红元颗粒对小鼠热板法痛阈值的影响

组别
剂量

（ｇ／ｋｇ）
例数

给药前

痛阈值／ｓ
给药后痛阈值／ｓ

３０ｍｉｎ后 １ｈ后 ２ｈ后 ３ｈ后 ４ｈ后

对照组 － １３ １６９６±４７４ １３２２±４８３ １３２２±５２９ １３４２±３２２ １４４６±５５９ １５３２±４９５
罗通定组 ０１ １２ １６７８±４９１ ３４００±１９６６ ３６４０±２０３２ ３７０３±１９３４ ３７０６±２０４４ ３６１９±１７９６

妇科千金片组 １０５ １２ １６８９±３６０ １３７６±３４４ １５５２±６７９ １９００±５２２ ２０４３±７７０ １８０４±７８１
红元颗粒组 １１３３ １２ １６８９±４９２ １９６５±６５５ ２０８８±７８６ １８７３±８２０ ２４０３±９２５ １８２７±７２４
红元颗粒组 ５６７ １２ １７０７±３９７ １８３７±５５５ １５２５±３８０ １８５１±７９１ ３２６７±１４１８ ２４４５±１０３８
红元颗粒组 ２８３ １２ １７００±４６９ １８８７±６１８ １５９８±６２９ １９５１±８５４ １９６３±８４４ ２０３９±７７３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６　红元颗粒对冰醋酸致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　同
对照组相比，阳性药布洛芬可显著延长冰醋酸致小鼠

内脏疼痛的痛反应潜伏时间（Ｐ＜００５），并减少小鼠
在１０ｍｉｎ内及１０～２０ｍｉｎ内的扭体次数（Ｐ＜００１）；
阳性药妇科千金片可显著减少小鼠在１０ｍｉｎ内的扭
体次数（Ｐ＜００５）及１０～２０ｍｉｎ内的扭体次数（Ｐ＜
００１）；红元颗粒各个剂量组均可延长潜伏时间，但无
统计学意义，红元颗粒的大剂量能显著减少１０ｍｉｎ内
及１０～２０ｍｉｎ内的扭体次数（Ｐ＜００１），中剂量能显
著减少小鼠在１０～２０ｍｉｎ的扭体次数（Ｐ＜００１）。结
果见表６。

表６　红元颗粒对冰醋酸致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

组别
剂量

（ｇ／ｋｇ）
例数

潜伏时间

／ｍｉｎ
１０ｍｉｎ内
扭体次数

１０～２０ｍｉｎ内
扭体次数

对照组 － １３ ２９０±０４２ ２６６２±６５５ ３１３１±１１９３
布洛芬组 ０１ １５１０７６±６８１ ８４０±９６１１３５３±１２４９

妇科千金片组 １０５ １５ ５４１±４３８ １８００±１１０５ １６２０±８８８

红元颗粒组 １１３３ １５ ４４３±１８６ １６７３±８８２２１２６±８８２

红元颗粒组 ５６７ １５ ３６５±１０１ ２０６０±１０８０ ２２８７±９７５

红元颗粒组 ２８３ １４ ３０２±０４８ ２２４２±８１４ ２４９２±７４９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４　讨论
炎性反应是具有血管系统的活体组织对局部损伤

的防御反应，可将其病理过程概括分为早、中、晚３期，
早期主要表现为毛细血管扩张、通透性增强、渗出和水

肿；中期主要是白细胞向炎灶聚集；晚期以炎灶屏障形

成和组织增生为特点。本实验采用各种急、慢性炎性

反应模型观察红元颗粒的抗炎作用。二甲苯涂于小鼠

耳廓，引起局部组织损伤，炎性递质释放，如组胺、缓激

肽和纤维蛋白溶解酶等，使得局部毛细血管通透性增

加，炎性细胞浸润，造成耳部急性渗出性炎性水肿。尾

静脉注射的染料伊文斯兰可与血浆蛋白结合，当腹腔

注射冰醋酸诱导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时，在一定范围

内，染料的渗出量可反映毛细血管渗出的血浆蛋白量，

从而指示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大鼠足跖注射角叉菜

胶，造成致炎局部白细胞浸润，引发ＰＧＥ２合成增加以
及补体系统的激活，可模拟炎性反应肿胀的病理变化。

棉球埋入大鼠局部皮下后，病灶处主要有 Ｔ与 Ｂ淋巴
细胞、浆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浸润，并释放多种炎性反

应递质，同时毛细血管、淋巴管以及成纤维细胞和单核

巨噬细胞增殖，可产生与临床某些炎性反应后期病理

变化相似的肉芽增生，属于慢性炎性反应模型［２］。

本研究结果显示，红元颗粒可以明显抑制急性期

毛细血管扩张及渗出、炎性反应和中期炎性水肿、慢性

肉芽肿，表明其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研究表明，方中

红藤具有很强的抗炎、免疫、抑菌、活血等生物活

性［３］，临床上用于治疗慢性盆腔炎，取得很好的疗

效［４－５］。根据各种模型的作用机制，推测其抗炎作用

机制可能与抑制组胺、缓激肽、纤维蛋白溶解酶、ＰＧＥ２
合成与释放，抑制白细胞游走，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有

关，也可能依赖于垂体－肾上腺系统，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

热板法是将小鼠放置于一定温度热板上，通过足

部温度感受器感受热刺激，疼痛信息经躯体神经传入，

在高位中枢参与下完成躯体缩爪反应的中枢疼痛模

型［６］。扭体法将刺激性化学物质冰醋酸注入小鼠腹

腔内，刺激脏层和壁层腹膜，产生大量的炎性因子，如

５－ＨＴ、组胺、缓激肽、ＰＧＥ等，刺激与非甾体抗炎药敏
感的痛觉神经，是一种非选择性外周疼痛模型［７］。红

元颗粒可以明显减轻小鼠热刺激引起的疼痛，显示其

可能有中枢镇痛的作用。红元颗粒组方中所含延胡索

具有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的功效。有文献证实延胡索

中的延胡索乙素为中枢多巴胺受体阻滞剂，可通过抑

制中脑网状结构和下丘脑的诱发电位，减少交感神经

节后末梢释放应激性物质，产生镇痛作用［８－９］，据此，

红元颗粒的中枢镇痛作用可能与此有关。此外，红元

颗粒可显著减少醋酸引起的扭体次数，提示其具有外

周镇痛作用，在抗炎实验中，红元颗粒对冰醋酸引起的

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表

明其外周镇痛作用可能与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减少

炎性反应递质释放有关。

综上所述，红元颗粒具有良好的抗炎、镇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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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妇科千金片的抗炎、镇痛作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其确切的作用机制还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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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术后肠粘连的形成中起作用。近来的临床研究证

实，ＩＬ－６是腹腔液中的正常成分，但在许多发生术后
腹腔粘连的患者中ＩＬ－６水平明显升高［１４］。

本研究观察了蜈蚣三七纳米粉对术后肠粘连大鼠

血清中细胞因子表达的影响，结果表明蜈蚣三七纳米粉

各剂量对术后肠粘连有预防作用，能明显改善肠粘连程

度，能显著降低血清细胞因子ＴＮＦ－α、ＩＬ－１β和ＩＬ－６
水平，这与 Ｄｗｉｖｅｄｉ等［１５］关于乳胶粉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室前期研究证实蜈蚣三七能够调节细胞因子失衡，

具备良好的抗炎作用［１６］，结合本文结果，提示蜈蚣三

七纳米粉预防术后肠粘连的机制可能与抑制炎性反应

因子的过度表达，进而减轻早期腹腔的急性炎性反应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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