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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比较小叶菝葜不同部位提取物的抗炎、镇痛活性。方法 采用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和蛋清诱发的大鼠足肿

胀实验以及醋酸致小鼠扭体法实验研究抗炎、镇痛药理作用。结果 小叶菝葜乙醇提取的总浸膏、石油醚部位和乙酸乙酯部

位均可降低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肿胀度和蛋清诱发的大鼠足肿胀,乙酸乙酯部位效果最为显著;总浸膏和乙酸乙酯部位能明

显的减少小鼠的扭体次数。结论 小叶菝葜乙醇总浸膏具有抗炎、镇痛作用,萃取后乙酸乙酯部位的抗炎、镇痛作用最为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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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studyandcomparetheanalgesicandantiinflammatoryactionsoftheextractsfromdifferent
partsofsmilaxmicrophylla METHODS Experiments suchasmiceearengorgementinducedbydimethylbenzeneandswell-
ingoffeetinratsinducedbyalbumenandtwistingresponseofmiceinducedbyaceticacidmethod wereperformedtostudythe
pharmacologicalactionsofanalgesicandantiinflammatory RESULTS Smilaxmicrophyllaethanolextract petroleumether
andethylacetateextractcouldreducemiceearengorgementinducedbydimethylbenzeneandswellingoffeetinratsinducedby
albumen especiallyethylacetateextractforitssignificanteffects Theethanolextractandethylacetateextractinducedthe
numberofthetwistingresponseofmiceobviously CONCLUSION Smilaxmicrophyllaethanolextractshowsantiinflammato-
ryandanalgesicactionsandtheeffectoftheextractedethylacetateextractisthemost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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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叶菝葜SmilaxmicrophyllaC.H.Wrigh为

菝葜科Smilax 植物,其根茎又名乌鱼刺、地茯苓

藤,主产于华东及华南各省。该植物在江西省、湖南

省和湖北省境内野生资源丰富,其味甘苦,性平,《全
国中草药汇编》、《江西草药》、《湖南药物志》、《贵州

草药》等均记载有祛风活络,祛痰止咳的功效,临床

主要用于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筋骨疼痛、跌打损伤、
腰肌劳损、支气管炎、肺结核等疾患,是一味应用广

泛、效果显著的民间草药。菝葜属中草药普遍具有

抗炎作用,并且治疗关节炎效果显著[12]。现代药理

研究表明,口服小叶菝葜提取物可以明显促进高尿

酸血症模型大鼠的尿酸排泄,降低血液中的尿酸水

平[3]。
本实验采用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以及醋酸致小

鼠扭体法为实验模型,对小叶菝葜的抗炎镇痛药理

作用进行研究,为该民间草药的临床应用奠定科学

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药物

小叶菝葜根茎由湖南吉首大学张代贵老师于

2009年10月采集并鉴定。取5kg药材用70%的

乙醇回流提取3次,提取液经回收乙醇后干燥得乙

醇总提取物400g。取300g小叶菝葜醇提物,依照

极性差异,采用系统分离法,分为石油醚部位、乙酸

乙酯部位和正丁醇部位。各部位提取物用前将提取

物以1%吐温80溶液溶解配制药液。阿司匹林(每
片220mg),布洛芬片(哈药集团制药六厂)。

1.2 仪器及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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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孔器(直径9mm),医用剪刀和镊子;二甲苯

由国 药 集 团 化 学 试 剂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批 号:

20071018)。足趾容积测量仪(YLS7B,淮北正华生

物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1.3 实验动物

清洁级昆明种小鼠(20±2)g,雌雄各半,由江西

中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许可证号:SCXK(赣)

20050001。合格证号:JZDWNo:20110377。

1.4 实验方法[4]

1.4.1 小叶菝葜醇提总浸膏对二甲苯诱发小鼠耳

肿胀的实验

50只小鼠,雌雄各半,随机分为5组(n=15),
空白对照组灌胃等量的1%吐温80溶液,阳性药物

组(阿司匹林0.2g/kg),小叶菝葜组(高剂量组:6g/

kg生药,中剂量组:3g/kg生药,低剂量组:1.5g/kg
生药)。各组动物每天分别灌胃给药1次,连续7d,
末次给药0.5h后将0.05mL二甲苯均匀涂抹于小

鼠左耳廓两面致炎,以右耳作对照,1h后颈椎脱臼

处死小鼠,沿耳廓剪下两耳,用打孔器(直径9mm)
分别在左右相同部位取下圆耳片,称质量,记录耳壳

质量,计算耳肿胀度和抑制率。计算公式:肿胀抑制

率=(对照组平均肿胀度-给药组平均肿胀度)/对

照组平均肿胀度×100%。

1.4.2 小叶菝葜不同极性提取物对二甲苯诱发小

鼠耳肿胀的实验

依据醇提物总浸膏的实验结果,选择中剂量为

给药剂量,继续比较不同极性提取物的抗炎效果,筛
选有效部位。将60只小鼠,雌雄各半,随机分为6
组(n=10),空白对照组灌胃等量的1%吐温80溶

液,阳性药物组(阿司匹林0.2g/kg),小叶菝葜总浸

膏组、石油醚部位组、乙酸乙酯部位组、正丁醇部位

组(给药量均为3g/kg生药)。各组动物每天分别

灌胃给药1次,连续7d。致炎、手术取耳片以及计

算耳肿胀率等方法均参照1.4.1项下所述方法。

1.4.3 小叶菝葜不同极性提取物对蛋清诱发的大

鼠足肿胀的实验

同样选择小叶菝葜中剂量为给药剂量,继续比

较不同极性提取物的抗炎效果,筛选有效部位。60
只大鼠,雌雄各半,随机分为6组(n=10),空白对

照组灌胃等量的1%吐温80溶液,阳性药物组(阿
司匹林0.16g/kg),小叶菝葜总浸膏组、石油醚部位

组、乙酸乙酯部位组、正丁醇部位组(给药量均为3
g/kg生药)。各组动物每天分别灌胃给药1次,连

续7d。末次灌胃给药1h后,在右后足跖皮下注射

20%蛋清溶液0.10mL致炎。在致炎前和致炎后

1、2、4h分别用足趾容积测量器测量大鼠足容积并

计算足趾肿胀度:肿胀度=(致炎后足容积-致炎前

足容积)/致炎前足容积×100%。各组与空白、阿司

匹林组比较,求t值。结果见表3。

1.4.4 小叶菝葜不同极性提取物对小鼠醋酸扭体

的实验

昆明种小鼠60只随机分为6组,即空白对照

组,布洛芬组,醇提物总浸膏组,石油醚部位组,乙酸

乙酯部位组,正丁醇部位组。按组别连续灌胃7d,
空白组给予等量的1%吐温80溶液,末次给药30
min后腹腔注射体积分数0.7%的冰醋酸0.01mL/

g,观察记录10min内小鼠的扭体次数,伸展后肢、
腹部内凹和臀抬高,计算镇痛率。

2 结果

2.1 小叶菝葜总浸膏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肿胀的

影响

表1结果表明小叶菝葜醇提物总浸膏各剂量组

对二甲苯诱发的小鼠耳廓肿胀均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差异性极显著(P<0.01)。
表1 小叶菝葜醇提总浸膏对二甲苯所致小鼠

耳肿胀的影响(x±s)

组别 n
剂量/

(g·kg-1)
肿胀度/

mg

肿胀抑制率/

%
空白对照组 10 - 12.3±1.5 -
阿司匹林组 10 0.2 4.7±0.8** 61.4

醇提物低剂量组 10 1.5 8.4±1.2** 31.8
醇提物中剂量组 10 3 6.2±1.5** 49.8
醇提物高剂量组 10 6 6.2±0.8** 49.2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1。

2.2 小叶菝葜不同提取物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肿

胀的抗炎作用比较

从表2中可见,小叶菝葜醇提总浸膏组、石油醚

部位组及乙酸乙酯部位组均具有抗炎效果,其中以

乙酸乙酯部位组的抗炎效果最好。正丁醇部位组与

空白对照组相比不具有显著性差异,不能说明它具

有抗炎作用。

2.3 小叶菝葜不同极性提取物对蛋清诱发的大鼠

足肿胀的影响

小叶菝葜醇提总浸膏组、石油醚部位组及乙酸

乙酯部位组均能明显抑制鸡蛋清诱导的大鼠足肿

胀,并以乙酸乙酯部位的抗炎效果最好,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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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小叶菝葜不同提取部位对二甲苯所致小鼠

耳肿胀的影响(x±s)

组别 n
剂量/

(g·kg-1)
肿胀度/

mg

肿胀抑制率/

%
空白对照组 10 - 11.4±1.4 -
阿司匹林组 10 0.2 5.3±1.0** 53.91
总浸膏组 10 3 6.2±1.3** 45.39

石油醚部位组 10 3 7.0±1.3** 38.45
乙酸乙酯部位组 10 3 5.9±0.8** 48.1
正丁醇部位组 10 3 10.7±1.4 6.2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P<0.01。

2.4 小叶菝葜不同提取物对小鼠醋酸致扭体作用

的比较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布洛芬组和小叶菝葜醇提

物总浸膏以及乙酸乙酯部位均能显著抑制醋酸引起

的小鼠扭体反应,提示小叶菝葜对外周化学性刺激

引起的疼痛具有明显的镇痛作用,结果见表4。

3 讨论

菝葜科中多种植物的抗炎作用已得到现代药理

研究的证实[5],小叶菝葜作为菝葜属植物的一种,民
间主要用于抗痛风性关节炎,显示了其独特的抗炎

特性。

表3 小叶菝葜不同提取部位对蛋清诱发的大鼠足肿胀的影响(x±s)

组别 n
剂量/

(g·kg-1)
肿胀度/%

1h 2h 4h
空白对照组 10 - 33.95±6.08 37.59±9.84 37.19±7.18
阿司匹林组 10 0.16 15.45±2.37** 25.26±4.51** 27.35±5.16**

总浸膏组 10 3 29.12±4.26* 30.15±5.64* 32.56±8.19*

石油醚部位组 10 3 28.85±5.83* 30.53±8.57* 34.58±7.07
乙酸乙酯部位组 10 3 22.56±6.54* * 25.07±7.8* * 27.85±9.01*

正丁醇部位组 10 3 32.42±8.2 35.42±9.42 34.55±11.3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P<0.01。

表4 小叶菝葜不同提取部位对醋酸致小鼠

扭体反应的影响(x±s,n=10)

组别 n
剂量/

(g·kg-1)
扭体反应次数

空白对照组 10 29.0±3.1
布洛芬组 10 0.1 8.1±2.1* *

总浸膏组 10 3 16.4±2.1* *

石油醚部位组 10 3 25.6±3.2*

乙酸乙酯部位组 10 3 14.1±1.4* *

正丁醇部位组 10 3 27.5±1.3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P<0.01。

为了验证其抗炎效果并确定药效物质,本实验

利用二甲苯可快速致炎和蛋清可致大鼠足肿胀的特

点,以耳肿胀度和足肿胀为考察指标,证实了小叶菝

葜的抗炎作用并确证乙酸乙酯部位具有较强的效

果;并通过醋酸致小鼠扭体反应实验,寻找到该中草

药镇痛作用的有效部位为乙酸乙酯层。根据课题组

化学成分分离的研究结果,推测乙酸乙酯部位的中

等极性成分,如黄酮苷类和茋类成分的抗炎镇痛效

果比较显著,而正丁醇部位的成分为大极性的薯蓣

皂苷类成分,这类成分在抗炎镇痛方面效果不显著。

本实验对小叶菝葜抗炎镇痛效果的验证和寻找

药效物质,用药理手段阐释民间用药的理论基础,为
开发利用这一珍贵的野生中草药提供技术支持。在

本实验的基础上,课题组正在研究小叶菝葜对高尿

酸血症模型小鼠尿酸水平的影响,进一步寻找和证

实抗痛风性关节炎药效物质,后续的研究将跟进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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