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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年中医药公共卫生服务补助专项（财社 ［２０１８］４３号）
 ［通信作者］　孟祥才，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药用植物生物学及栽培；Ｔｅｌ：（０４５１）８７２６６８０２，Ｅｍａｉｌ：ｍ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ｃａｉ０００

＠１６３ｃｏｍ

不同规格平贝母止咳 祛痰 抗炎的药效研究
△

赵倩，李波，沈莹，孟祥才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４０

［摘要］　目的：比较大、中、小粒平贝母止咳、祛痰、抗炎功效，探讨采用大小作为平贝母药材质量评价标准
的科学性。方法：采用小鼠氨水引咳法比较不同大小平贝母的止咳作用；采用小鼠气管段酚红排痰法比较祛痰作

用；采用小鼠耳廓肿胀法比较抗炎作用。结果：止咳作用中贝母有优于小贝母的趋势；祛痰作用三者效果接近；抗

炎作用中贝母有优于小贝母的趋势，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以平贝母的大小评价药材质量缺乏科学依据。

［关键词］　平贝母；止咳；祛痰；抗炎；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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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贝母为百合科植物平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ｕｓｓｕｒｉｅｎｓｉｓ
Ｍａｘｉｍ的干燥鳞茎，主要分布在我国黑龙江、吉林、
辽宁３省，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曾为川贝母的伪品［１］。

经研究证明，平贝母具有良好的止咳、祛痰、抗炎作

用［２］，《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年版开始收录，
现已成为东北的道地药材。随着平贝母的栽培技术不

断成熟，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成为常用药材之一。

平贝母通常采用不同大小的鳞茎进行无性繁殖，

不同大小的鳞茎均可入药。小贝母是 ２～３年生植
株，此期间为营养生长期，只产生分化的叶，鳞茎

明显增大；中贝母是４～５年生植株，地上部分开始
抽茎，但通常不能开花结实；大贝母是开花结果植

株，此期间叶片光合作用产生的大量营养物质用于

地上茎的生长和花果的生长，必然影响地下鳞茎的

生长发育和代谢。因此，不同生长年限平贝母的质

量可能存在差异。贝母商品价格也存在较大差异，

小粒平贝母不仅流通较快，而且价格几乎是中粒和

大粒的２倍［３４］，然而目前平贝母大小规格与质量的

关系并不明确。本研究通过评价平贝母止咳、祛痰、

抗炎等主要药效指标，对３种规格的平贝母进行比
较，以期为合理评价平贝母药材质量提供参考。

１　仪器与试药

１１　实验动物
雄性ＳＰＦ级昆明种小鼠由辽宁省实验动物资源中

心辽宁长生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动物质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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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证号：ＳＣＸＫ（黑）２０１６００４，体质量（２０±２）ｇ。动物
饲养于恒温（２２℃）、相对湿度为５０％的动物房中。

１２　试药

平贝母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１日采自黑龙江中医药大
学药用植物园，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孟祥才教授鉴

定为百合科贝母属植物平贝母ＦｕｓｓｕｒｉｅｎｓｉｓＭａｘｉｍ。
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江西药都仁和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Ｈ２００７３９３３）；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华润三
九药业有限公司，批号：Ｈ２０１０３００９）；醋酸地塞米
松片（百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Ｈ４１０２２７６３）；
苯酚红、氨水、二甲苯（天津市致远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碳酸氢钠（天津博迪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仪器

ＶＩＣＴＯＲＸ３型酶标仪（美国 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公司）；
ＡＧ１３５型电子分析天平（瑞士 ＭｅｔｔｅｒＴｏｌｅｄｏ公司）；
ＫＱ２５０ＤＢ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舒美超声仪
器有限公司）；ＪｕｌａｂｏＴＷ２０型数显恒温水浴锅（德国
Ｊｕｌａｂｏ有限公司）；ＫＤＣ１６０ＨＲ型高速低温离心机
（合肥科大创新有限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药品制备

大粒平贝母为６年生鳞茎（直径１９０ｍｍ左右），
中粒平贝母为４～５年生鳞茎（直径１４０ｍｍ左右），
小粒平贝母为２～３年生鳞茎（直径１１０ｍｍ左右）。
将不同规格平贝母分别打成粉末，过四号筛，称取

粉末１００ｇ，于７倍量７５％乙醇中浸泡２ｈ，加热回
流提取３次，１５ｈ／次，滤过，合并滤液于６０℃下
减压浓缩，用０９％氯化钠溶液稀释为０２ｇ·ｍＬ－１

（以生药量计）的药液［５］。紫外分光光度法于４１２ｎｍ
处检测，得大、中、小粒平贝母总生物碱质量分数

分别为０２２４％、０２１７％和０２５１％。

２２　止咳实验

选取体质量为（２０±２）ｇ的小鼠５０只，按体质
量随机分为模型组、阳性对照氢溴酸右美沙芬组、

大贝母组、中贝母组和小贝母组。适应性喂养 ３ｄ
后，模型组给予０９％氯化钠溶液，氢溴酸右美沙芬
组给予００１１７ｇ·ｋｇ－１的氢溴酸右美沙芬溶液，不同
规格贝母组按２０ｇ生药／ｋｇ的剂量给予醇提取物，
各组均按０２ｍＬ·ｇ－１灌胃给药，连续灌胃给药５ｄ，
每天给药１次。末次给药后１ｈ后，进行氨水引咳，
将小鼠放入倒置的玻璃钟罩内，立即将含０８ｍＬ浓

氨水（２５０％～２８０％）的棉球放入玻璃钟罩内，引
咳３０ｓ后立即取出，观察咳嗽潜伏期（放入氨水至
引发咳嗽的间隔时间）和２ｍｉｎ内的咳嗽次数，以小
鼠腹肌收缩或缩胸，同时张大嘴，为１次［６］，并按

公式（１）计算咳嗽抑制率。
咳嗽抑制率＝（模型组平均咳嗽次数－

用药组平均咳嗽次数）／
模型组平均咳嗽次数×１００％ （１）

２３　祛痰实验

精密称取酚红１００ｍｇ，５％的碳酸氢钠溶解后，
配成１０μｇ·ｍＬ－１酚红溶液，顺次配成１０００、５００、
２５０、１２５、０６２５μｇ·ｍＬ－１的溶液，用酶标仪在波
长５４６ｎｍ下测定吸光度（Ａ）值［７］。以酚红浓度为横

坐标，Ａ值为纵坐标，根据不同酚红标准溶液质量
浓度和Ａ值绘制标准曲线。

选取体质量在（２０±２）ｇ的雄性小鼠６０只，按体
质量随机分对照组（给予０９％氯化钠溶液）、模型组
（给予０９％氯化钠溶液）、盐酸氨溴索组、大贝母组、
中贝母组和小贝母组，适应性喂养３ｄ。不同规格贝
母组均按２０ｇ生药／ｋｇ的剂量给予醇提取物，各组
均按０２ｍＬ·ｇ－１灌胃给药，连续给药５ｄ，每天１次。
末次给药后１ｈ后，除对照组外，其他各组小鼠按
００２ｍＬ·ｇ－１腹腔注射２０％的酚红０９％氯化钠溶液，
４０ｍｉｎ后，脱颈椎处死小鼠，仰卧固定，颈部拉直，
分离出自甲状软骨下至气管分叉处的一段相同长度的

气管，将各气管段放入预先盛有２ｍＬＮａＨＣＯ３溶液的
试管中超声３５ｍｉｎ，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１离心１０ｍｉｎ（离心半
径５ｃｍ），取上清液，于５４６ｎｍ处测Ａ值。与酚红标
准曲线对比，求得酚红的质量浓度［８］。

２４　抗炎实验

选取体质量为（２０±２）ｇ的雄性小鼠６０只，随
机分为对照组（给予０９％氯化钠溶液）、模型组（给
予０９％氯化钠溶液）、地塞米松组、大贝母组、中
贝母组和小贝母组，适应性喂养３ｄ。不同规格贝母
组均按２０ｇ生药／ｋｇ的剂量给予醇提取物，各组均
按０２ｍＬ·ｇ－１灌胃给药，连续灌胃５ｄ，每天给药
１次。末次给药后１ｈ，除对照组外，其他各组在每
组小鼠左耳背腹两侧均匀涂布二甲苯各５０μＬ致炎，
４０ｍｉｎ后颈椎脱臼处死，沿耳廓基线均匀剪下两耳，
用直径为７ｍｍ的打孔器打下左右两耳圆形组织块，
分别称质量［９］，按照公式（３）计算肿胀率，按照公
式（４）计算肿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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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胀率＝（左耳质量－右耳质量）／左耳质量×１００％
（２）

肿胀度＝左耳质量－右耳质量 （３）

２５　统计方法

实验数据采用（珋ｘ±ｓ）表示，利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统
计软件处理，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ｔ检验，多组间比
较采用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３　结果

３１　不同规格平贝母的止咳作用
与模型组比较，阳性药氢溴酸右美沙芬和各贝

母均能显著减少小鼠氨水致咳嗽的次数（Ｐ＜００１）；
氢溴酸右美沙芬组能显著延长咳嗽潜伏期（Ｐ＜
００１），各贝母能够延长咳嗽潜伏期，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不同规格平贝母的止咳作用（珋ｘ±ｓ，ｎ＝１０）

组别
剂量／
ｇ·ｋｇ－１

２ｍｉｎ内
咳嗽次数

咳嗽潜

伏期／ｓ
咳嗽抑

制率／％

模型　　　　　 ９６±２５ ５８３±１５９

氢溴酸右美沙芬 ００１１７ ４８±２９ １２６０±６９７ ５００

小贝母　　　　 ２０ ５９±３４ ７８６±３８９ ３８５

中贝母　　　　 ２０ ５３±１５ ９４１±５４５ ４４７

大贝母　　　　 ２０ ７３±２６ ９５６±４８１ ２３９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２　不同规格平贝母的祛痰作用

与模型组比较，阳性药盐酸氨溴索和各贝母均

能显著增加小鼠的酚红分泌量（Ｐ＜００５），各贝母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不同规格平贝母的祛痰作用（珋ｘ±ｓ，ｎ＝１０）
组别 剂量／ｇ·ｋｇ－１ Ａ 酚红分泌量／μｇ

对照　　　 ００４±００１ ００７±００３

模型　　　 ０１１±００２ １００±０３４＃＃

盐酸氨溴索 ００１５６ ０１８±００３ ２０２±０４１

小贝母　　 ２０ ０１５±００３ １６６±０８８

中贝母　　 ２０ ０１７±００４ １９４±０５７

大贝母　　 ２０ ０１８±００６ １９９±０８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Ｐ＜
００１；下同。

３３　不同规格平贝母的抗炎作用

与模型组相比，阳性药醋酸地塞米松组和各贝

母组均能显著降低小鼠的耳肿胀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各贝母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３。

表３　不同规格平贝母的抗炎作用（珋ｘ±ｓ，ｎ＝１０）
组别 剂量／ｇ·ｋｇ－１ 耳肿胀度／ｍｇ 耳肿胀率／％

对照　　　　 １２±０５ ８４±３５

模型　　　　 １９７±１６ １６３６±２３９＃＃

醋酸地塞米松 ０００２ ８７±２２ ７３５±２２３

小贝母　　　 ２０ １２２±３３ ８９０±２１８

中贝母　　　 ２０ １１１±５４ ８０２±４０８

大贝母　　　 ２０ １３９±３６ １０２３±２７９

４　讨论

药用植物的生长年限是影响药材质量的主要因

素之一。防风、当归等伞形科植物的药材为营养生

长期的地下部分，进入生殖生长后木质部纤维化严

重，质量下降，甚至无法使用［１０１１］。栽培２年的白
及主要药效成分多糖的含量低于栽培 ３年生的含
量［１２］；南重楼为多年生植物，其药效成分皂苷的积

累量以８年生较高［１３］；随着生长年限的不断增加，

黄精５年生主要次生代谢产物含量达到峰值［１４］。不

同生长年限的平贝母均可入药。小贝母是未抽茎植

株，中贝母是抽茎但未开花植株，大贝母是开花植

株。目前，小鼠氨水引咳法、小鼠酚红排泌法及小

鼠耳肿胀法分别是用于评价平贝母药物止咳、祛痰

和抗炎作用的经典药理模型［５，１５］，通过上述模型证

明，醇溶性成分中的生物碱是止咳、祛痰和抗炎的

主要成分［１６］。本研究止咳作用药理研究表明，中贝

母有优于小贝母的趋势。祛痰作用药理研究表明，

３种规格贝母药效相近。抗炎作用药理研究表明，
中贝母有优于小贝母的趋势。小贝母大小及形状与

川贝母极其相似，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平贝母
曾做川贝的伪品，小贝母市场价格颇高可能受川贝

母质量评价方法的影响。以小平贝母作为优质药材

缺乏科学依据，应根据其药理功效作出合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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