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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提取物对野棉花抗炎镇痛作用的影响研究"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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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不同提取方法对野棉花抗炎镇痛活性的影响%方法
!

将野棉花全草制备成不同提取

物%采用扭体与电热板法观察其镇痛作用!应用小鼠耳廓肿胀&足趾肿胀及棉球肉芽肿胀实验综合评价其抗炎

活性%结果
!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小鼠耳廓肿胀&足趾肿胀及棉球肉芽肿胀实验水部位低剂量的抗炎作用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2

$!其余各剂量提取部位均有显著的抗炎镇痛作用"

!

$

%&%2

$%乙酸乙酯部位在热板法

镇痛试验中活性最强%正丁醇部位在小鼠耳廓肿胀&足趾肿胀及棉球肉芽肿胀抗炎实验中和扭体法中活性最

强%结论
!

野棉花全草具有明显的抗炎镇痛作用!正丁醇部位与乙酸乙酯是主要有效部位%

"关键词#

!

野棉花#抗炎#镇痛#活性部位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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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棉花为毛茛科银莲花属植物打破碗花花的根

$

:,DV",DPH

U

DPD,+#+ADV&

&或全草#多年生草本植

物#苗药亦称米花棍)主要含白头翁素*多糖等成分#

由于采集方便*疗效显著#在贵州黔南苗族聚集区被

广泛用于脚气肿痛*风湿骨痛*跌打损伤*痈疽肿毒*

蜈蚣咬伤等症候的治疗'

$.1

(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野棉花有镇痛作用#但其抗炎镇痛作用活性部位未见

有关报道)本实验通过对野棉花全草不同提取物的

抗炎镇痛作用进行比较#为其下一步抗炎镇痛有效成

分及作用机制奠定基础)

?

!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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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
!

B6Y

级昆明种小鼠
-%%

只#体质量
$/

"

11

R

#雌雄各半#许可证号!

B3@5

$黔&

1%$).%%%1

#由贵

州医科大学提供)小鼠分别饲养于空调室内#室温

$

11k1

&

`

#湿度$

-%k2

&

G

#喂养标准颗粒饲料#自由

饮水和摄食)

?&@

!

药品*试剂及仪器
!

乙酸乙酯*正丁醇*石油醚

分析纯$重庆江川化工有限公司&%二甲苯*冰醋酸*角

叉菜胶均为分析纯$天津市富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旋转蒸发器
47.21::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Cg.

/0%1

型热板测痛仪$中国浙江医疗器械厂&%电子天平

$瑞 士
=799A74

&%阿 司 匹 林 肠 溶 片 $批 号!

f5:$0%1

&)

?&A

!

方法

%(($

重庆医学
1%$/

年
2

月第
0-

卷第
$2

期

"

基金项目!黔南医专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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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香$

$(/1]

&#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药质量控制及新药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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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品制备
!

野棉花采自贵州黔南苗族布依族

自治州都匀市#经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魏学军

教授鉴定为毛茛科银莲花属植物打破碗花花$

:,DV.

",DPH

U

DPD,+#+ADV&

&全草)野棉花全草用
-2G

乙醇

回流提取#减压浓缩#回收乙醇至稠膏#得粗提物#将

粗提取物用蒸馏水混悬#分别用乙酸乙酯*正丁醇萃

取#回收溶剂#冷冻干燥#得到野棉花粗提物*乙酸乙

酯*正丁醇提取物和水部位#各提取物密封置冰箱中

冷藏#临用前以配成所需浓度)

?&A&@

!

分组及给药
!

小鼠分为
-%

组#每组
$%

只)

即生理盐水组$空白对照组&#根据全草生药用量
)

"

$1

R

及提取后得膏率折算小鼠用量后选取中剂量

%&-/

R

"

_

R

作为阿司匹林组$阳性对照组&浓度)将野

棉花
-2G

乙醇粗提物*乙酸乙酯*正丁醇*水部位的

高*中*低剂量组#根据其得膏率及其全草生药用量#

设计其高中低剂量分别为
$&2)

*

%&-/

*

%&'(

R

"

_

R

)

?&A&A

!

耳廓肿胀'

'

(

!

各组小鼠连续灌胃给药
-!

#末

次给药
'%V#,

#于小鼠右耳正反两面均匀涂二甲苯每

只
%&1VA

#左耳不涂以对照)

'%V#,

后小鼠脱颈处

死#剪下左*右耳片#用
)VV

打孔器沿同一位置打下

左右耳片#于电子天平精密称重#右耳质量
]

左耳质

量
b

肿胀度#肿胀抑制率
b

$模型组平均肿胀度
]

给

药组平均肿胀度&

$̂%%G

"模型组平均肿胀度)

?&A&B

!

足跖肿胀'

0.2

(

!

各组小鼠连续灌胃给药
-!

后

于小鼠右后足垫皮下注射
$&%G

角叉菜胶
02

$

A

致

炎#再给予对应药物#于次日处死小鼠#剪下双后足#

精密称量#足跖肿胀度
b

右足重量
]

左足重量)肿胀

抑制率
b

$模型组平均肿胀度
]

给药组平均肿胀

度&

$̂%%G

"模型组平均肿胀度)

?&A&C

!

棉球肉芽肿胀'

).-

(

!

各组小鼠注射乙醚进行

浅麻醉#将灭菌的棉球约
0&2V

R

植入小鼠右腋窝下#

缝合#各组小鼠连续灌胃给药
-!

#末次给药
$P

后处

死#取出棉球#

-%`

烘箱干燥至恒重#精密称重#肉芽

肿胀重
b

干燥后棉球重
]

原棉球重#计算小鼠肉芽肿

胀抑制率)肿胀抑制率
b

$模型组平均肉芽肿干重
]

给药组平均肉芽肿干重&

^$%%G

"模型组平均肉芽肿

干重)

?&A&G

!

热板致痛'

/

(

!

取小鼠于实验前用热板测痛仪

$

22&%k%&2

&

`

测定小鼠舔后足所需时间作为小鼠的

痛阈值#挑选痛阈值在
2

"

'%+

内的)各组小鼠连续

灌胃给药
-!

#末次给药
$P

后#分别将小鼠置于热板

上测定痛阈值#痛阈提高率$

G

&

b

$给药后平均痛阈

值
]

给药前平均痛阈值&"给药前平均痛阈值
^

$%%G

)

?&A&K

!

醋酸致扭体反应'

(

(

!

各组小鼠连续灌胃给药

-!

#末次给药
$P

后#各小鼠腹腔分别注射
%&)G

冰乙

酸
1%VA

"

_

R

#观察并记录小鼠扭体潜伏期及
$2V#,

内各小鼠扭体反应的次数#计算镇痛率)镇痛率
b

$空白对照组平均扭体次数
]

给药组平均扭体次

数&

$̂%%G

"空白对照组平均扭体次数)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6BB$)&%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
Hk?

表示#组内比较采用
:>?;:

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
AB8

方法分析)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抗炎作用效果分析
!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小鼠

耳廓肿胀*足趾肿胀及棉球肉芽肿胀实验水部位低剂

量的抗炎作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其余各

剂量提取部位均有明显的抗炎作用$

!

$

%&%2

&#见表

$

"

'

)

表
$

!!

野棉花不同提取物对小鼠耳廓肿胀的影响$

Hk?

&

组别 剂量$

R

"

_

R

& 耳肿胀度$

V

R

& 肿胀抑制率$

G

&

空白对照组
/&(-k1&$$

阿司匹林组
%&-/ '&''k%&-(

"

)1&//

粗提物
$&2) 0&($k$&1$

"

02&1)

%&-/ 2&-$k$&%$

"

')&'0

%&'( )&2/k1&''

"

1)&)0

乙酸乙酯部位
$&2) 0&0$k$&'$

"

2%&/0

%&-/ 0&(/k$&%0

"

00&0/

%&'( 2&)2k$&'/

"

'-&%$

正丁醇部位
$&2) '&-)k%&/-

"

2/&%/

%&-/ 0&2/k%&-$

"

0/&(0

%&'( 2&))k$&02

"

')&(%

水部位
$&2) )&%-k%&-$

"

'1&''

%&-/ -&%$k%&/(

"

1$&/2

%&'( -&((k$&/( $%&('

!!

"

!

!

$

%&%$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表
1

!!

野棉花不同提取物对小鼠足跖肿胀的影响$

Hk?

&

组别 剂量$

R

"

_

R

& 足跖肿胀度$

V

R

& 肿胀抑制率$

G

&

空白对照组
01&(1k0&2-

阿司匹林组
%&-/ $-&$0k'&/$

"

)%&%-

粗提物
$&2) 1'&-$k0&%2

"

00&-)

%&-/ 1-&-)k'&/$

"

'2&'1

%&'( '$&$-k'&-/

"

1-&'/

乙酸乙酯部位
$&2) 1$&/2k'&0/

"

0(&%(

%&-/ 10&'$k'&(/

"

0'&'2

%&'( 1-&'1k'&1(

"

')&'2

正丁醇部位
$&2) $/&01k0&-)

"

2-&%/

%&-/ 1%&$0k1&))

"

0)&%(

%&'( 1)&00k'&11

"

'/&0%

水部位
$&2) 1/&1'k1&2(

"

'0&1'

%&-/ '0&12k0&1$

"

1%&1%

%&'( '(&0/k0&'/ /&%$

!!

"

!

!

$

%&%$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

!

镇痛作用效果分析
!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其他

$(($

重庆医学
1%$/

年
2

月第
0-

卷第
$2

期



各组均有明显的镇痛作用$

!

$

%&%2

&#见表
0

*

2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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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棉花不同提取物对小鼠棉球肉芽肿的影响$

Hk?

&

组别 剂量$

R

"

_

R

& 肉芽肿干重$

V

R

& 肿胀抑制率$

G

&

空白对照组
$0&($k1&/)

阿司匹林组
%&-/ )&'$k$&/$

"

2-&)/

粗提物
$&2) /&%$k$&/2

"

0)&1/

%&-/ $%&%'k$&2(

"

'1&-'

%&'( $$&1$k$&($

"

10&/1

乙酸乙酯部位
$&2) -&-2k$&(/

"

0/&%1

%&-/ /&)(k$&'0

"

0$&-1

%&'( (&/-k$&0(

"

''&/%

正丁醇部位
$&2) -&%$k$&%-

"

21&(/

%&-/ /&%1k$&)$

"

0)&1$

%&'( (&$)k$&($

"

'/&2)

水部位
$&2) (&/$k$&$$

"

'0&1$

%&-/ $$&'$k$&'1

"

10&$0

%&'( $'&'/k$&2( $%&1)

!!

"

!

!

$

%&%$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表
0

!!

野棉花不同提取物对热板法致痛的影响$

Hk?

&

组别
剂量

$

R

"

_

R

&

痛阈值

给药前 给药后

痛阈提高

百分率$

G

&

空白对照组
$'&0%k1&$' $'&01k1&%/

阿司匹林组
%&-/ $'&0$k1&/' 1$&''k$&0'

"

2(&%)

粗提物
$&2) $'&1)k$&/2 1%&%$k1&21

"

2%&(%

%&-/ $'&'/k$&/( $(&'$k$&(-

"

00&'1

%&'( $0&%1k$&-' $/&-/k1&$1

"

''&(2

乙酸乙酯部位
$&2) $0&11k$&-( 11&0-k1&/2

"

2/&%1

%&-/ $'&/)k%&(( 1%&)2k$&)-

"

0/&((

%&'( $'&1/k$&)1 $/&2/k$&/)

"

'(&($

正丁醇部位
$&2) $0&-/k1&$$ 11&-2k$&-'

"

2'&(1

%&-/ $'&(/k$&(/ 1%&0$k1&02

"

02&((

%&'( $0&%(k$&)( $/&(-k$&1$

"

'0&)'

水部位
$&2) $'&'0k1&1$ $-&12k1&''

"

1(&'$

%&-/ $0&%/k$&(/ $)&$$k$&(-

"

$0&01

%&'( $0&''k1&$$ $2&//k1&$/

"

$%&/1

!!

"

!

!

$

%&%$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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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棉花不同提取物对扭体法小鼠疼痛的影响$

Hk?

&

组别
剂量

$

R

"

_

R

&

扭体潜伏期

$

V#,

&

扭体次数

$次"
$2V#,

&

镇痛率

$

G

&

空白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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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A

!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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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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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是机体受到内外环境的一种伤害性刺激时

出现的情绪反应的生理病理过程)可视为机体受到

伤害的警告#发挥防御保护的作用#同时也是多种疾

病一种症状)中医方面认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如果经脉流行#血气环转#上下内外#若病邪相加#气

行不畅#血运不调则气血不通#不通则痛)现代医学

很多组胺#钾离子等炎性介质既引起炎症又致痛)目

前相关文献表明#很多生物碱#苷类#多糖有一定抗炎

镇痛的作用'

$%.$$

(

)

野棉花全草盛产于贵州省黔南苗族聚集区#一年

四季均可采集使用#课题组在开展课题之前#走访贵

州黔南许多中医医生#称其在肿瘤*积食*肿痛*杀虫

方面有一定作用#特别是镇痛与杀虫效果比较显著#

在民间被广泛用于脚气肿痛*风湿骨痛*跌打损伤*痈

疽肿毒*马腹痛*牙痛'

$1.$'

(等症候的治疗)由于全年

可采#镇痛疗效显著#因此成为贵州黔南民间常用的

中药#虽然该药具备一定镇痛作用#但其镇痛作用的

活性部位#镇痛抗炎有效成分#镇痛抗炎机制未见相

关文献报道#因此本课题第一次通过实验来探索野棉

花在抗炎镇痛方面的疗效#为下一步其镇痛抗炎的有

效成分及镇痛抗炎机制提供研究基础#并为镇痛抗炎

新药研究奠定一定理论基础)

本实验以抗炎*镇痛为主要指标)根据相关参考

文献制备野棉花全草的粗提物*乙酸乙酯*正丁醇*水

层等不同提取物)根据其用药
)

"

$1

R

及其得膏率#

设计高*中*低
'

个不同剂量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小鼠耳廓肿胀*足趾肿胀及棉球肉芽肿胀实验水部位

低剂量的抗炎作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其

余各剂量提取部位均有显著的抗炎镇痛作用$

!

$

%&%2

&)乙酸乙酯部位在热板法镇痛试验中活性最

强#正丁醇部位在小鼠耳廓肿胀*足趾肿胀及棉球肉

芽肿胀抗炎实验中和扭体法中活性最强)初步判断

正丁醇和乙酸乙酯部位是其主要的$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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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于紫外线下
1%

"

'%V#,

可使皮肤晒伤变红#长期

暴露局部皮肤#色素沉着明显#加速皮肤老化过程'

$1

(

)

中波紫外线使黑素细胞增多进而黑色素生成增多'

$'

(

#

作为一种外源性刺激作用于大鼠#黑色素颗粒增加#

并形成黑色素小体#从而形成黄褐斑'

$1

(

)本实验用中

波紫外线刺激从而建立黄褐斑大鼠模型#设置了高低

剂量两个组#分别辐照
'%V#,

和
)%V#,

#结果显示高

低剂量组之间无明显差异#建模第
$0

天后大鼠背部

皮肤均可见色素沉着#血清*肝脏组织*皮肤组织的

B?8

水平降低$

!

$

%&%2

&#

=8:

升高$

!

$

%&%2

&#变

化幅度无明显差异#大鼠皮肤病理组织检查均可见位

于基底层和棘层的单线型密集排列的黑色素颗粒)

综上所述#中波紫外线相对于黄体酮建模而言具

有快速*高效*个体差异小*操作简单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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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炎镇痛活性部位)实验表明#野棉花具备良好的抗

炎镇痛作用#同时#随着增加不同提取物的剂量#其镇

痛率*痛阈值*抑制率越高#肿胀度与扭体次数降低#

证明高剂量组有较好的镇痛抗炎效果#下一步将对其

具体作用机制和有效成分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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