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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花枳蓂子配伍使用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醉酒症状

行为学及脑纹状体和海马神经递质的影响

刘　阳　赵珊珊　樊　硕　李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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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葛花枳蓂子单独或配伍的最佳给药方式及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脑纹状体多巴胺（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ＤＡ）、５羟色
胺（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ｔｒｙｐｔａｍｉｎｅ，５ＨＴ）含量和海马乙酰胆碱酯酶（ａｃｅｔ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ＡｃｈＥ）活性的影响。方法：选取ＩＣＲ小鼠１８６
只，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葛花组、枳蓂子组及配伍１、２、３组。预防给药，给药３０ｍｉｎ后灌酒建立模
型，２ｈ后检测脑纹状体ＤＡ、５ＨＴ及海马ＡｃｈＥ的含量。结果：葛花枳蓂子单用及配伍对急性酒精中毒的预防作用优于治
疗作用。急性酒精中毒小鼠脑纹状体５ＨＴ和海马中ＡｃｈＥ含量较空白对照组显著升高（Ｐ＜００５）；与模型组比较，枳蓂
子组可显著降低纹状体ＤＡ含量（Ｐ＜００５），配伍１，３组可显著降低纹状体５ＨＴ含量（Ｐ＜００５）。结论：葛花枳蓂子单用
及配伍对急性酒精中毒的预防作用更优；葛花枳蓂子单独或配伍使用可以调节脑组织神经递质，改善急性酒精中毒时的

神经行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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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酒消耗量的日益增加，急性酒精中毒及酒
精性疾病的发生率也随之剧增。如何防治急性酒精

中毒已成为全球亟待解决的医疗和社会问题之一，

有效解酒药物的开发已成为日益关注的热点。目前

国外的解酒药多为化学合成药物，而我国受传统中

医药文化的影响，更偏重于天然药物的研究开发。

中药解酒药种类繁多，简便有效，不良反应小，价格

便宜，具有诸多优势［１］。葛花、枳蓂子是古籍中记载

的具显著解酒作用的药对，在治疗各种酒病时，多作

为君药使用［２］。葛花味辛甘，“解酒毒”，是传统中

医最具代表性的解酒药物；现代研究提示，葛花提取

物可以影响乙醇的吸收和代谢，具有保护胃黏膜和

激活消化道内酶活性的作用，可有效降低血中乙醇

水平和减少由乙醇引起的肝细胞损伤［３４］。枳蓂子

气味甘平，能“败酒味…屋中之酒皆薄也”；现代研

究显示其不但能扩充人体的血容量，清除酒后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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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过量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化，降低血液中的

乙醇水平，还可保肝护肝［５６］。然就其针对急性酒精

中毒的研究多偏重于单味药的研究，或为包含葛花

和（或）枳蓂子的中药方剂，对于两者配伍后应用于

急性酒精中毒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以葛花、枳蓂子两味中药为对象，通过两

者对急性酒精中毒动物醉酒症状及脑纹状体和海马

神经递质的影响，比较单用和按不同比例配伍使用

后解酒作用强弱并确定最佳给药方式，并验证其对

中枢神经系统的保护作用。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动物　ＩＣＲ小鼠１８６只，ＳＰＦ级，雌雄各半，
体重１８～２０ｇ，购自北京维通利华技术有限公司，实
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编号：［ＳＣＸＫ（京）２０１４０００１］。
适应性喂养７ｄ后进入实验。
１１２　药物　葛花为豆科植物葛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ｌｏｂａｔａ
（Ｗｉｌｌｄ）Ｏｈｗｉ或甘葛藤Ｐｕｅｒａｒｉａ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ｉＢｅｎｔｈ的
未开放花蕾；枳蓂子为鼠李科植物枳蓂（Ｈｏｖｅｎｉａ
ｄｕｌｃｉｓＴｈｕｎｂ）的干燥成熟带肉质果柄的果实或种
子［７］。２种药材均购自河北安国药材批发市场。

葛花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取葛花水中浸泡２ｈ，２
次提取。加１０倍量水煎煮２ｈ后，倾出煎液加８倍
量水继续煎煮１ｈ。浓缩后配置成含生药０４ｇ／ｍＬ
溶液待用。枳蓂子提取物制备方法与之相同。混合

液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将按不同比例（葛花：枳蓂子

＝２∶１和１∶２和１∶１）配好的药材在水中浸泡２ｈ，同
前提取，滤过，浓缩至相对密度为１０５，使用前加蒸
馏水配成所需浓度，即为葛花枳蓂子配伍１、２、３组
药液。

阳性对照药的制备方法：东宝甘泰片（吉林通化

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１３０５０３）。使用
时用蒸馏水和０５％羧甲基纤维素（ＣＭＣ）配成浓度
为００３６ｇ／ｍＬ的药液，给药体积为０１ｍＬ／１０ｇ。
１１３　试剂与仪器　５６度红星二锅头酒（北京红
星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生理盐水（大冢制药有限公

司，生产批号：Ｈ１０９８７０５４）；无水乙醇（北京化工厂，
生产批号：２０１４０８１０）；医用级肝素钠（常州千红生化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２０１３０７０４）；盐酸氨基
脲（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２０１３０５２９）；甘氨酸（北京东胜泰博科技有限公司）；
高氯酸（北京化工厂）；单胺类神经递质对照品：多

巴胺（Ｓｉｇｍａ）；５羟色胺（Ｓｉｇｍａ）；乙酰胆碱酯酶试剂
盒（南 京 建 成 生 物 工 程 研 究 所，生 产 批 号：

２０１４０７６３）。ＡＥＬ１６０电子分析天平（日本株式会社
岛津制作所）；ＪＪ３００Ｙ精密电子天平（美国双杰兄弟
（集团）有限公司常熟双杰测试仪器厂）；ＳＫ１快速
混匀器（江苏国华仪器厂）；微量移液器（北京青云

航空仪表有限公司）；ＴＧＬ１６Ａ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
（长沙平凡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恒温水浴锅（北京

光明医疗仪器厂）；７５２紫外光栅分光光度计（上海
第三分析仪器厂）。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分组与模型制备

１）葛花枳蓂子单用及配伍使用对急性酒精中毒
小鼠醉酒症状改善的行为学研究：ＩＣＲ小鼠１３０只，
预防作用：按体重随机分成７组，每组１０只，即模型
组、阳性对照组、葛花组、枳蓂子组、葛花枳蓂子配伍

１、２、３组。治疗作用：分组与预防作用分组相同，考
虑到实验动物伦理问题且２个模型组给药及操作相
同，可共用模型组。

２）葛花枳蓂子单用及配伍使用对急性酒精中毒
小鼠脑纹状体ＤＡ、５ＨＴ含量和海马ＡｃｈＥ活性的影
响：第一部分结果表明，综合比较下，葛花枳蓂子单

用及配伍使用对小鼠急性酒精中毒的预防作用优于

治疗作用，所以选择预防给药的方法进行后续机制

研究。根据实验前期研究结果［２］，以及各给药组乙

醇脱氢酶、乙醛脱氢酶浓度的改变，选取酒后２ｈ小
鼠进行后续试验。ＩＣＲ小鼠５６只，按体重随机分为
８组，每组 ７只，即空白对照组、阳性对照组、模型
组、葛花组、枳蓂子组、葛花枳蓂子配伍１、２、３组。
１２２　给药方法

１）葛花枳蓂子单用及配伍使用对急性酒精中毒
小鼠醉酒症状改善的行为学研究：预防作用：各给药

组小鼠按０１ｍＬ／１０ｇ体重分别灌服相应组别的药
液，模型组小鼠灌胃给予生理盐水，阳性对照组灌胃

给予东宝甘泰液。３０ｍｉｎ后各组小鼠按０１５ｍＬ／
１０ｇ体重灌胃给予二锅头酒。治疗作用：各组小鼠
按０１５ｍＬ／１０ｇ体重灌服二锅头酒，３０ｍｉｎ以后，
其他各给药组按０１ｍＬ／１０ｇ体重灌服相应组别的
药液，模型组小鼠灌胃给予生理盐水，阳性对照组灌

胃给予东宝甘泰液。

２）葛花枳蓂子单用及配伍使用对急性酒精中毒
小鼠脑纹状体ＤＡ、５ＨＴ含量和海马ＡｃｈＥ活性的影
响：各给药组按０１ｍＬ／１０ｇ体重灌服相应组别的
药液，空白对照及模型组小鼠灌服生理盐水，阳性对

照组灌胃给予东宝甘泰液。３０ｍｉｎ后模型组与给药
组小鼠按０１５ｍＬ／１０ｇ体重灌胃给予二锅头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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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检测指标与方法
１）葛花枳蓂子单用及配伍使用对急性酒精中毒

小鼠醉酒症状改善的行为学研究：记录小鼠的入睡

时间和醒酒时间。入睡时间即从灌酒到翻正反射消

失的潜伏时间，醒酒时间即翻正反应恢复的时间。将

灌酒后小鼠背朝下方，轻轻放入鼠笼，如果其背部朝

下的姿势超过３０ｓ，则认为翻正反射消失，即为醉酒。
急性酒精中毒在临床最易发生危险的时期为昏

睡期，这一时期也最能检验解酒药物有效性。所以

选择小鼠醉酒后翻正反射消失的潜伏时间和恢复时

间作为重要指标来研究药物的解酒作用［８］。

小鼠灌酒后将其放入自主活动仪内，前１０ｍｉｎ
为适应时间，记录适应后５ｍｉｎ内的自主活动次数，
即在自主活动箱内穿越格子的数量。个数越多则表

明药物对乙醇中枢兴奋作用的拮抗能力越差。

２）葛花枳蓂子单用及配伍使用对急性酒精中毒
小鼠脑纹状体ＤＡ、５ＨＴ含量和海马ＡｃｈＥ活性的影
响：葛花枳蓂子单用及不同比例配伍使用对急性酒

精中毒小鼠脑组织纹状体 ＤＡ、５ＨＴ含量以及海马
ＡｃｈＥ活性的影响。灌胃给予二锅头酒２ｈ后，将小
鼠快速断头，冰浴中迅速取脑，剥离纹状体和海马，

加入组织裂解液。每 １０ｍｇ组织加入 ５０μＬ裂解
液，４℃、１５０００ｒ／ｍｉｎ，３０ｍｉｎ取上清液。－８０℃冻
存。检测前再以１５０００ｒ／ｍｉｎ，３０ｍｉｎ离心，取上清
液过滤，每次取量２０μＬ检测脑纹状体 ＤＡ、５ＨＴ含
量以及海马中ＡｃｈＥ含量。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以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实
验数据，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葛花枳蓂子单用及配伍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
醉酒症状改善的行为学研究　葛花枳蓂子单用及不
同比例配伍的药液对于急性酒精中毒动物醉酒症状

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

２１１　葛花枳蓂子单用及配伍使用对急性酒精中毒
小鼠翻正反射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预防给
药还是以治疗为目的进行灌胃给药，均能在一定程度

上缩短小鼠翻正反射的恢复时间。见表１、表２。
从葛花枳蓂子配伍对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的防

醉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与模型组比较，阳性对照组、

配伍１、２、３组均能显著延长小鼠醉倒潜伏时间（Ｐ＜
００５），其中葛花枳蓂子配伍１：１组与模型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单用葛花与枳蓂子
灌胃，虽能延长潜伏时间，但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此外，阳性对照组、枳蓂子
组、配伍２、３组小鼠翻正反射消失至恢复时间明显
缩短（Ｐ＜００５），其余组别有缩短醒酒时间的趋势，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预防给药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翻正反射
的影响（珋ｘ±ｓ，ｎ＝１０，ｍｉｎ）

组别
剂量

０１ｍＬ／１０ｇ
醉倒

（只）
潜伏时间　　 醒酒时间　　

模型组 ０２ ９ ２０１８±８６９ ３６０２２±１０２３４
阳性对照组 ０２ ９ ３６２１±１１５５ ２４９５８±９７７９

葛花组 ０２ １０ ２５３１±１２３８ ３３０７８±９８５４
枳蓂子组 ０２ １０ ２７６６±９３１ ２８７６３±６６３８

配伍１组（２∶１） ０２ ９ ３０４２±１０２６ ３１００１±４８９６
配伍２组（１∶２） ０２ ９ ２９１９±９６７ ２９０９９±６６７１

配伍３组（１∶１） ０２ １０ ３２５３±１２８８ ２９４２８±５５６８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从葛花枳蓂子配伍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的解酒
作用的实验结果来看，各给药组小鼠较模型组小鼠

醉酒潜伏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阳
性对照组、葛花组、配伍１、３组小鼠的翻正反射消失
至恢复时间显著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表２　解酒作用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翻正反射
的影响（珋ｘ±ｓ，ｎ＝１０，ｍｉｎ）

组别
剂量

０１ｍＬ／１０ｇ
醉倒

（只）
潜伏时间　　 醒酒时间　　

模型组 ０２ ９ ２０１８±８６９ ３６０２２±１０２３４
阳性对照组 ０２ １０ ２２４２±６５３ ２６０３５±１０６８８

葛花组 ０２ ９ １７６１±７６６ ３０４５９±７７３３

枳蓂子组 ０２ １０ １９３６±５９９ ３２６５１±７７８１
配伍１组（２∶１） ０２ １０ ２５７８±９７８ ３１８３７±９８１８

配伍２组（１∶２） ０２ ９ ２４１１±９４０ ３３３４９±１０４８３
配伍３组（１∶１） ０２ １０ ２６２２±１０４９ ２８７４０±１１１２２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１２　葛花枳蓂子单用及配伍使用对急性酒精中
毒小鼠自主活动的影响　从实验结果表明，模型组
小鼠自主活动有明显的增加，预防给药后，阳性对照

组、配伍２、３组小鼠的自主活动明显减少，与模型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各组较
模型组小鼠自主活动次数减少，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实验结果表明，阳性对照组小鼠的自主活动明
显减少，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除枳蓂子组外，其余各给药组小鼠的自主活
动较模型组有减少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４。
２２　葛花枳蓂子单用及配伍使用对急性酒精中毒
小鼠脑纹状体ＤＡ、５ＨＴ含量和海马ＡｃｈＥ活性的影
响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枳蓂子组小鼠脑中 ＤＡ含
量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各

·５１２１·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８年５月第１３卷第５期



组虽有升高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预防给药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自主活动
的影响（珋ｘ±ｓ，ｎ＝１０）

组别 剂量０１ｍＬ／１０ｇ醉倒（只） 穿越格数（次）

模型组 ０２ ９ ６０９５±３０７８
阳性对照组 ０２ １０ ４８６１±２７５１

葛花组 ０２ ９ ６１４９±２５６４
枳蓂子组 ０２ １０ ５２６４±２５１２

配伍１组（２∶１） ０２ １０ ５３３３±２０９１
配伍２组（１∶２） ０２ ９ ４９１４±３０２０

配伍３组（１∶１） ０２ １０ ５０６９±２２８３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解酒作用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自主活动的影响（珋ｘ±ｓ）

组别 剂量０１ｍＬ／１０ｇ醉倒（只） 穿越格数（次）

模型组 ０２ ９ ６０９５±３０７８
阳性对照组 ０２ ９ ５０８８±２７３１

葛花组 ０２ １０ ５９４２±３０４８
枳蓂子组 ０２ １０ ６４６０±２２４４

配伍１组（２∶１） ０２ ９ ５７２１±２９０８
配伍２组（１∶２） ０２ ９ ５５８９±２８７１
配伍３组（１∶１） ０２ １０ ５８３５±２６７０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鼠脑中５ＨＴ含量
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模型组
比较，阳性对照组、配伍１、３组小鼠纹状体中５ＨＴ
含量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
各组有下降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鼠海马 ＡｃｈＥ活
性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与
模型组比较，阳性对照组 ＡｃｈＥ活性显著降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各组给药均有降低
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葛花枳蓂子单用及配伍使用对急性酒精
中毒小鼠脑纹状体ＤＡ、５ＨＴ含量和海马

ＡｃｈＥ活性的影响（珋ｘ±ｓ，ｎ＝７）

组别 ＤＡ（μｍｏｌ／ｇ） ５ＨＴ（ｎｇ／ｇ） ＡｃｈＥ（ｎｇ／ｇ）

空白对照组 １００８±５２８ ２４６６±１０７７ １９６２４±６８３７
模型组 １３１７±６４５ ３３８４±１３０９ ２３５６７±１０６０９

阳性对照组 １２０３±６７３ ２７０７±１１８４△ ２０８９４±１１１１２△

葛花组 １１１９±５６８ ３１０４±１５３９ ２２８１７±９８０３
枳蓂子组 １４０３±７２４ ３２８２±１４６１ ２４７３４±９９５４

配伍１组（２∶１）１１９５±６８８ ２８６４±１５５７△ ２１６３６±７９９８
配伍２组（１∶２）１２６１±５８３ ３０３５±１９２９ ２３０３４±６９７５
配伍３组（１∶１）１２４５±７０４ ２８１０±１６７２△ ２１５３２±１０３５４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中医学认为，酒为水谷之精。《本草纲目》记

载：“酒…苦、甘、辛、大热、有毒；行药势，通血脉，润

皮肤，散湿气，除风下气；少饮则和血行气，多饮则杀

人顷刻”［９］。《圣济总录·饮酒中毒及大醉不解》

《诸病源侯论·蛊毒等病诸侯》等论著中对“酒毒”

为患早有记载，古代学者已经认识到过量饮酒可损

伤胃肠肝胆以及神经系统，可能与酒毒夹痰，脾胃受

损，耗伤真阴有关。乙醇（酒精）为酒的主要成分，

少量乙醇可在肝代谢酶作用下生成乙醛，最后被氧

化成水和二氧化碳排出体外；过量饮酒使乙醇得不

到及时代谢，诱发大量自由基的生成，引起机体功能

紊乱，造成多系统损伤。大量乙醇进入人体，可通过

血脑屏障抑制大脑皮质、皮层下中枢及延髓的基本

生命中枢，患者会失去知觉进入昏睡期，严重者可因

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

目前，检测药物解酒疗效的常用药效学方法是

观察其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的潜伏时间、醒酒时间

及自主活动的影响。由结果得出，在预防给药情况

下，葛花与枳蓂子单用或配伍使用效果较好，可有效

延长翻正反射时间，缩短醒酒时间，拮抗乙醇引起的

中枢兴奋作用。从行为学角度出发，葛花枳蓂子不

同比例配伍的药液亦有一定的解酒作用，但效果不

如预防作用明显。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取预防给

药的方法进行后续机制研究。而现今大部分研究的

关注点仍集中在葛花、枳蓂子的解酒作用上，本实验

为探讨其预防作用提供了思路。

急性酒精中毒又称醉酒，是指人体内一次性摄

入过量乙醇从而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由兴奋转为抑制

的状态［１０］。临床表现为神志异常：兴奋、激动、抑

制、欢欣多语，继而出现步态不稳、语无伦次、共济失

调等症状，当意识障碍进一步加重时，可出现昏睡不

醒、抽搐，严重者甚至会发生呼吸中枢受抑制及循环

衰竭而导致死亡［１１］。有研究表明，长期大量摄入乙

醇会影响记忆认知功能，如记忆力的减退，认知功能

的障碍，产生肢体震颤、妄想、幻觉等精神神经症

状［１２］，其产生与神经递质的含量变化密切相关。当

今社会，酒精性肝损伤合并乙醇所致精神障碍已成

为临床最常见的病种之一。

单胺类神经递质主要为儿茶酚胺类和 ５羟色
胺，前者又包括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

这些物质影响乙醇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系统功

能失调。研究表明，过量摄入乙醇会导致挑衅行为

和暴力事件的发生，这与乙醇改变神经传递物质（如

·６１２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ａｙ２０１８，Ｖｏｌ．１３，Ｎｏ．５



多巴胺、γ氨基丁酸、去甲肾上腺素、血清素等）的代
谢有关［１３］。海马与学习记忆功能密切相关，而 ＤＡ
和５ＨＴ等神经递质又可调控学习记忆认知障碍。
因此，乙醇致学习记忆及精神障碍可能与海马神经

递质的变化有关［１４］。研究显示，长期或大量饮酒者

的ＣＴ扫描显示一定程度的脑萎缩［１５］。

ＤＡ与精神活动密切相关。乙醇可引起 ＤＡ释
放的非自然奖赏效应，直接作用于神经元细胞膜上

的Ｄ２受体，兴奋多巴胺系统，释放更多的ＤＡ。研究
表明葛花与枳蓂子配伍对大鼠脑中神经递质 ＤＡ有
明显降低作用［１６］，本实验除枳蓂子明显降低小鼠脑

中ＤＡ含量，其余各组的降低作用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探索其原因可能与所选脑组织有关，神经递

质在不同脑区的分布有所不同，乙醇所致精神神经

症状可能是各个脑区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脑区的

结果不能代表综合作用的结果，下一步可检测其他

脑区的神经递质含量，从其变化状况综合分析寻找

规律。５ＨＴ是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可通过释放神
经递质和活化受体控制乙醇滥用与依赖。本研究醉

酒小鼠脑中５ＨＴ的含量显著升高，而各组药液有较
好的降低脑中５ＨＴ水平的功效。乙酰胆碱是中枢
胆碱能系统中重要的神经递质之一，与学习、记忆功

能密切相关，并可维持意识的清醒。ＡｃｈＥ可水解乙
酰胆碱，使神经冲动的传递终止，其活力间接反映脑

内乙酰胆碱含量和代谢情况。本研究将小鼠灌服

５６度二锅头酒２ｈ后，其脑内 ＡｃｈＥ活性显著增强，
说明急性酒精中毒早期神经行为的异常可能高活性

的ＡｃｈＥ，加快乙酰胆碱的水解有关。
有对葛花及枳蓂子解酒作用的研究表明，葛花

枳蓂子单独或配伍使用，对酒精性肝损伤动物肝脏

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１７１８］，可降低酒精性肝损伤动

物血中乙醇浓度，增强肝中乙醇脱氢酶活性，提升细

胞对乙醇的代谢效率。有在人体的研究证实，葛花

枳蓂子配伍使用可显著加速乙醇在人体的代谢作

用［１９］。不同于以往多偏重于单味药或包含葛花和

（或）枳蓂子的中药方剂的研究，本实验选择葛花枳

蓂子两味中药单用及不同比例配伍使用，探索最优

配比，验证其预防给药效果优于解酒作用，并可通过

调节脑组织中 ＤＡ、５ＨＴ的含量及 ＡｃｈＥ的活性，对
抗乙醇所致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作用，缓解共济失

调、学习记忆障碍。这可以一定程度上科学指导葛

花枳蓂子配伍的应用范围；同时为研究其他与乙醇

相关的疾病提供思路与方法，使解酒专药防治乙醇

相关性疾病的课题得到丰富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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