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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比研究６种临床常用于治疗感冒的中药口服液的抗炎、镇痛、解热作用。方法：通过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
胀实验考察其抗炎作用差异。采用冰醋酸致小鼠扭体实验考察其镇痛作用差异。采用干酵母致大鼠发热模型考察其解

热作用差异。结果：各组中药口服液均可对抗二甲苯所致的炎性反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蒲地蓝组、蓝芩组、胆木组及
双黄连组要稍优于柴桂组及银黄组；各组中药口服液均能对抗乙酸所致小鼠的疼痛性反应（Ｐ＜００５，Ｐ＜００１），蓝芩组、
双黄连组、胆木组要稍优于蒲地蓝组、银黄组及柴桂组；各组中药口服液均可降低干酵母所致大鼠升高的体温（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柴桂组、双黄连组、胆木组及蒲地蓝组要稍优于蓝芩组、银黄组；结论：６种中药口服液均有抗炎、镇痛、解热作
用，但其作用程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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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冒是目前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类呼吸系统疾
病，由上呼吸道感染引起。依照中医药理论，其是感

受外邪而引起以鼻塞流涕、喷嚏、咽干喉痛、咳嗽、头

痛、恶寒发热、全身不适等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急

性外感热病。对其治疗往往采用疏风解表、清热解

毒类中药［１］。而在用于感冒治疗的各类中成药中，

中药口服液是重要的热门剂型，它是在中药汤剂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发挥疗效快，服用携带方

便，作用较明显，保存性能良好等优势，逐渐为多数

患者所欢迎［２］。目前临床上用于感冒治疗的中药口

服液种类繁多，其针对感冒所引起的各类症状的改

善可能会存在差异性。本次研究选取了６种中药口
服液，包括银黄口服液、蓝芩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

蒲地蓝消炎口服液、小儿柴桂退热口服液及胆木浸

膏糖浆。银黄口服液主要为金银花、黄芩，具有清热

解毒、消炎的功效；蓝芩口服液主要成分为板蓝根、

黄芩、栀子、黄柏、胖大海，可清热解毒、利咽消肿；双

黄连口服液主要由金银花、黄芩、连翘 ３味中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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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用于疏风解表、清热解毒；蒲地蓝消炎口服液含

有蒲公英、板蓝根、苦地丁、黄芩，作用清热解毒，抗

炎消肿；小儿柴桂退热口服液包括柴胡、桂枝、葛根、

浮萍、黄芩、白芍、蝉蜕，该药功效主治为发汗解表，

清里退热；胆木浸膏糖浆主要成分为胆木，具有清热

解毒，消肿止痛功效。笔者从抗炎、镇痛、解热几个

主要方面出发，对于目前常用的６种中药口服液进
行了初步药效学比较研究。

１　材料
１１　药物　银黄口服液，陕西白鹿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批号：１６０１０９；蓝芩口服液，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批号：１５１１０９３２；双黄连口服液，河南太龙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批号：１５１０１５０２２；蒲地蓝消炎口服
液，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号：１５１０３１３；小儿柴
桂退热口服液，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

号：１５１１００４；胆木浸膏糖浆，海南森祺制药有限公
司，批号：２０１６０１０１。
１２　动物　ＳＰＦ级 ＩＣＲ小鼠，体重１８～２２ｇ，雌雄
各半，由扬州大学比较医学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

号：ＳＣＸＫ（苏）２０１２０００４；ＳＰＦ级 ＳＤ大鼠，雄性，体
重１７０～１９０ｇ，由浙江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动物合
格证号：ＳＣＸＫ（浙）２０１４０００１。饲养环境温度（２２±
２）℃，相对湿度５０％ ～６０％。根据实验性质和性别
分笼喂养，自由采食饮水。

１３　试剂　二甲苯：南京化学试剂厂（分析纯），批
号：０１０９２０；冰醋酸：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公司，批
号：１５０９２３８４４Ｅ；高活性干酵母，湖北安琪酵母股份
有限公司，批号：ＣＹ０１７５；氯化钠，国药集团化学试
剂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１４０２１８。
１４　仪器　电子天平，型号：ＢＳＡ１２４ＳＣＷ，德国赛
多利斯集团。紫外分光光度计，型号：ＵＶ１１００，上海
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２　统计学方法
实验结果应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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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与结果
３１　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肿胀的影响　取小鼠８４
只，按性别、体重随机分为７组：分别为模型组、银黄
口服液组（７８ｍＬ／ｋｇ）、蓝芩口服液组（１５６ｍＬ／
ｋｇ）、双黄连口服液组（１５６ｍＬ／ｋｇ）、蒲地蓝消炎口
服液组（７８ｍＬ／ｋｇ）、小儿柴桂退热口服液（１０４
ｍＬ／ｋｇ）、胆木浸膏糖浆（１５６ｍＬ／ｋｇ），剂量根据药

物临床剂量计算动物等效剂量，每组１２只。为各给
药组均按０２ｍＬ／１０ｇ灌胃容积和设定剂量给药，
模型组灌胃给与生理盐水，给药３ｄ，１次／ｄ，各组于
末次给药后１ｈ，每只小鼠右耳廓两面涂二甲苯２０
μＬ，造成耳肿胀模型，以左耳作对照，３０ｍｉｎ后脱颈
椎处死小鼠，沿耳廓基线剪下两耳，用直径６ｍｍ打
孔器分别在左右耳对称部位打下圆形耳片，精密称

重，计算肿胀度（右耳壳重 －左耳壳重）和肿胀率
（肿胀抑制百分率（％）＝［给药组小鼠耳壳肿胀度／
对照组小鼠耳壳肿胀度］×１００％）。

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实验结果显示：蒲地蓝组、

蓝芩组、胆木组及双黄连组能明显减轻小鼠耳壳肿

胀度及肿胀率，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柴桂组及银黄组能明显减轻小鼠耳
壳肿胀度及肿胀率，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６种中药口服液均不同程
度的对抗二甲苯所致的炎性反应，具有抗炎作用，另

提示可能其抗炎作用蒲地蓝组、蓝芩组、胆木组及双

黄连组要稍优于柴桂组及银黄组。见表１。
表１　６种中药口服液对二甲苯所致小鼠

耳肿胀的影响（珋ｘ±ｓ）

组别
剂量

（ｍＬ／ｋｇ）
耳壳重量（ｍｇ）
左 右

肿胀度

（ｍｇ）
肿胀抑制率

（％）
模型对照组 － ２０９±２９４３７±６０ ２２９±７０ －
蒲地蓝组 ７８ １９４±２２３２８±４６ １３４±４７ ４１４
蓝芩组 １５６ ２０１±１９３４６±５３ １４５±６３ ３６５
双黄连组 １５６ ２０７±１６３１８±７２ １１１±６８ ５１６
柴桂组 １０４ １９８±１８３６４±３９ １６６±５０ ２７５
银黄组 ７８ ２１６±２０３８４±７０ １６８±６９ ２６３
胆木组 １５６ １８３±１５２９９±６１ １１６±５８ ４９５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２　６种中药口服液对乙酸刺激致小鼠疼痛的
影响（扭体法）（珋ｘ±ｓ）

组别
剂量

（ｍＬ／ｋｇ）
无扭体反应

动物数（只）

给药后１５ｍｉｎ内
扭体反应次数

模型对照组 － ０ ３３３±１０２
蒲地蓝组 ７８ ０ ２２４±７７

蓝芩组 １５６ ２ １８４±１３４

双黄连组 １５６ ２ ２０９±１２２

柴桂组 １０４ ０ ２４２±１０３

银黄组 ７８ ０ ２３６±１０７

胆木组 １５６ ２ １８６±１１１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２　对冰醋酸所致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　取小鼠
９８只，随机分为７组，分别为模型对照组、银黄口服
液组（７８ｍＬ／ｋｇ）、蓝芩口服液组（１５６ｍＬ／ｋｇ）、双
黄连口服液组（１５６ｍＬ／ｋｇ）、蒲地蓝消炎口服液组
（７８ｍＬ／ｋｇ）、小儿柴桂退热口服液（１０４ｍＬ／ｋｇ）、
胆木糖浆（１５６ｍＬ／ｋｇ），剂量根据药物临床剂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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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动物等效剂量，每组１４只。为各给药组均按０２
ｍＬ／１０ｇ灌胃容积和设定剂量灌胃给药，模型组灌
胃给与生理盐水，给药３ｄ，１次／ｄ，各组于末次给药
后１５ｈ，每鼠腹腔注射０６％冰醋酸１００μＬ，观察
记录小鼠１５ｍｉｎ内扭体次数，计算抑制率。

冰醋酸刺激致小鼠疼痛实验结果显示，蓝芩组、

双黄连组及胆木组可明显减少乙酸所致小鼠的扭体

反应次数，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蒲地蓝组、柴胡组、银黄组可明显减少乙
酸所致小鼠的扭体反应次数，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各组中药口服液
均能不同程度的能对抗乙酸所致小鼠的疼痛性反

应，具有镇痛作用。另提示可能其镇痛作用蓝芩组、

双黄连组及胆木组要稍优于蒲地蓝组、银黄组及柴

桂组。见表２。
３３　对干酵母所致大鼠发热反应的影响　取ＳＤ大
鼠１２０只，造模前每日早晚测量各组大鼠的肛温，测

定时间为上午９点和下午２点，将体温计于探头后
３ｃｍ出标记，确保体温计每次伸入动物体内的长
度一致，连续测定３ｄ。选取体温在３６６～３８℃的
大鼠，且连续体温变化小于０３℃的大鼠，取其平
均值作文正常基础体温。随机分为７组，分别为模
型对照组、银黄口服液组 （５４ｍＬ／ｋｇ）、蓝芩口
服液组 （１０８ｍＬ／ｋｇ）、双黄连口服液组 （１０８
ｍＬ／ｋｇ）、蒲地蓝消炎口服液组 （５４ｍＬ／ｋｇ）、小
儿柴桂退热口服液 （７２ｍＬ／ｋｇ）、胆木糖浆
（１０８ｍＬｋｇ），剂量根据药物临床剂量计算动物等
效剂量，每组１２只。各组大鼠以１０ｍＬ／ｋｇ剂量皮
下注射１５％干酵母混悬液，模型对照组注射同体
积生理盐水；于 ４ｈ后测体温并给药，给药后 ３０
ｍｉｎ、６０ｍｉｎ、９０ｍｉｎ、１２０ｍｉｎ、１８０ｍｉｎ、２４０ｍｉｎ
时间点测定肛温，记录数据，与基础体温比较，计

算温差。体温差值 （△ｔ，℃） ＝各时间点温度
（℃） －药前基础体温 （℃）。

表３　６种中药口服液对干酵母所致大鼠发热体温的影响（珋ｘ±ｓ）

组别
剂量

（ｍＬ／ｋｇ）
正常体温

（℃）
给药后体温差值（℃）（ｍｉｎ）

３０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８０ ２４０

模型对照组 － ３７４３±０２９ １８８±０４５ １９３±０４８ １９１±０４１ １９４±０４３ １８６±０４０ １６４±０４２
蒲地蓝组 ５４ ３７４１±０３１ １７８±０３４ １７８±０４６ １５６±０４３ １１８±０４４ １２２±０３４ １３１±０４６

蓝芩组 １０８ ３７５４±０２５ １７９±０３７ １７８±０４４ １７６±０３８ １６１±０３７ １５４±０３８ １３３±０３７

双黄连组 １０８ ３７２３±０３６ １８８±０４５ １５８±０４２ １６１±０３８ １２９±０３６ １０７±０３７ １１３±０３５

柴桂组 ７２ ３７３１±０３１ １５５±０２８ １５２±０３２ １４２±０１９ １０８±０２６ ０９４±０３０ １０２±０２９

银黄组 ５４ ３７３６±０２８ １８７±０４３ １８２±０３７ １８１±０３１ １６２±０３７ １５４±０３４ １４６±０３１
胆木组 １０８ ３７４４±０３８ １７６±０３２ １５９±０３６ １４９±０３６ １１８±０３４ １０４±０３８ ０９２±０５３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干酵母所致大鼠发热实验结果显示，各组药物
均能不同程度的降低干酵母所致大鼠发热的大鼠体

温，其中给药后３０ｍｉｎ柴桂组体温差值与模型对照
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各组动物体
温未见明显下降。给药后６０ｍｉｎ柴桂组、双黄连组
及胆木组体温差值与模型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其余各组动物体温未见明显下降。给
药后９０ｍｉｎ柴桂组、双黄连组、胆木组及蒲地蓝组
体温差值与模型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其余各组动物体温未见明显下降。
给药后１２０ｍｉｎ、１８０ｍｉｎ各组中药口服液体温差值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
００１）。给药后２４０ｍｉｎ除银黄组外其余各组中药
口服液体温差值与模型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提示各中药口服液均有不同
程度的解热作用。另提示可能其解热作用柴桂组、

双黄连组、胆木组及蒲地蓝组要稍优于蓝芩组、银黄

组。见表３。
４　讨论

上呼吸道感染是常见病、多发病。发病原因主

要由病毒或者细菌侵入上呼吸道黏膜，随后可引起

局部的炎性反应，产生如缓激肽、５羟色胺和前列腺
素等炎性反应递质［３４］，导致发热、鼻塞、流涕、喷嚏

及咽部疼痛等症状［５６］，其中炎性反应、局部疼痛、发

热是主要症状。西医治疗感冒以休息、多饮水及对

症治疗为主，辅以一些抗菌药物，但治疗效果并不甚

理想［７８］。从中医药的角度，清热解毒类中药及其复

方针对感冒引起的一系列症状具有很好的改善作

用，有助于这类疾病的预防和治疗［９］。但是目前临

床上使用的这类中药口服液制剂种类很多，其针对

感冒引起的各类症状的改善是否具有差异性并不清

楚。

笔者选用了常用６种中药口服液作为研究对
象，首先通过二甲苯所致小鼠耳肿胀观察各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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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炎作用，发现尽管各中药口服液都具有抗炎作

用，但改善炎性反应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其中双黄

连口服液抗炎作用最强，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蓝芩口

服液、胆木糖浆抗炎作用较强，其余两药抗炎作用相

比稍弱。冰醋酸刺激致小鼠疼痛实验发现蓝芩口服

液、双黄连口服液及胆木糖浆有较好的镇痛作用，其

余三药可能镇痛作用相比稍弱。干酵母致大鼠发热

实验发现，柴桂口服液解热效果最优，给药３０ｍｉｎ
即有明显的解热作用，其次是双黄连口服液及胆木

糖浆给药６０ｍｉｎ后有明显的解热作用，其余三药可
能解热作用起效较慢，蓝芩口服液、银黄口服液解热

作用相比可能也稍弱一些。本研究通过对６种感冒
常用中药口服液的抗炎、镇痛、解热作用的初步观察

并进行效应对比分析，为这些药物在临床更合理的

应用提供了一定的实验依据，但中药治疗感冒所发

挥的效应途径较多，如其直接抗菌抗病毒作用、免疫

调节作用等［１０］，对各口服液间治疗作用效果比较分

析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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