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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种中药抗炎作用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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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蒲公英、芦根、罗汉果、薏苡仁、黄芩、车前子的抗炎作用。方法：分别采用小鼠耳廓肿胀法、

大鼠棉球肉芽肿法对六种中药进行抗炎试验研究。结果：蒲公英、芦根、罗汉果、薏苡仁、车前子3种给药剂量、

黄芩高剂量组对小鼠耳肿胀度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差异具有显著性；蒲公英、芦根、罗汉果、车前子3种给药剂

量及薏苡仁中、高剂量组均能明显抑制大鼠棉球肉芽增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蒲公英、芦根、罗汉果、

薏苡仁、黄芩、车前子均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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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炎是临床上一种常见的多发病，属于上呼吸道感

染炎症的一部分，咽炎的引起原因有多种，如细菌感染、

病毒感染、物理及化学因素刺激等。身体疲劳、机体免

疫力下降、烟酒过度等均可为本病的诱因[1]，临床表现

多以咽部肿痛、发干发痒、有异物感等为主。现代药理

学研究表明，多种中药具有不同程度的抗炎作用[2]，本

实验采用了小鼠耳廓肿胀法和大鼠棉球肉芽肿法，分别

研究了蒲公英、芦根、罗汉果、薏苡仁、黄芩、车前子

的抗炎作用，以期为临床应用奠定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药物		蒲公英、芦根、罗汉果、薏苡仁、黄芩、

车前子分别经水煎煮、浓缩制成，每1ml浓缩液中含生

药量为1g，中药材均购于安国市中药材批发市场。

1.2动物为昆明种小鼠，体重20±2g	；Wistar大鼠，

体重200±20g，雌性各半。均由安徽医科大学动物实验

中心提供。		

1.3小鼠耳廓肿胀试验		

取小鼠60只随机分四组，药物组3种剂量组分别按

0.4g/	kg.	BW、0.8g/	kg.	BW、1.2g/	kg.	BW给予小鼠灌胃，空

白对照组用生理盐水，每天给药1次，连续给药5d。在最

后一次给药后12h，将小鼠左耳前后两面均匀涂抹二甲苯

0.1ml。致炎30min后，处死小鼠，用8mm直径打孔器取

左、右耳片相同部位打下耳片，称重，左、右耳片重量之

差为炎性肿胀度，并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肿胀抑制率。

肿胀抑制率（%）=（对照组肿胀度-用药组肿胀度）/对

照组肿胀度×100%

1.4大鼠肉芽组织增生试验		

该实验在无菌条件下进行操作，将棉球高压灭菌后

加氨苄西林1mg/0.1ml，50℃烘干后分别植入大鼠两侧腹股

沟皮下。大鼠随机分药物高、中、低三剂量组和空白对照

组，药物组高、中、低三剂量组分别按0.3g/	kg.	BW、0.6g/	

kg.	BW、0.9g/	kg.	BW给予大鼠灌胃，空白对照组给予生理

盐水。手术当天开始给药，每天一次，连续7d。第8天处

死动物，取出棉球，干燥至恒重，减去原棉球重量即为肉

芽肿净重，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增生抑制率。

增生抑制率（%）=（对照组肉芽平均重-用药组肉芽平

均重）/对照组肉芽平均重×100%

2  实验结果

2.1	六种中药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廓肿胀的实验结果

由表1，表2可见，与对照组相比，蒲公英、芦根、

罗汉果、薏苡仁、车前子五种中药高、中、低3种剂量

对小鼠急性耳廓肿胀均明显的抑制作用，差异具有显著

性（P﹤0.01或P﹤0.05），黄芩在1.2g/kg.	BW剂量下对

小鼠耳廓肿胀有抑制作用（P﹤0.05）。

表1  六种中药对小鼠耳廓肿胀抑制度（mg， ±SD）

药物 高剂量组 中剂量组 低剂量组 对照组

蒲公英 8.57±0.83** 9.16±0.63** 10.15±0.57** 11.63±1.05

芦根 8.67±0.75** 9.07±0.54** 10.32±0.44* 11.82±0.89

罗汉果 8.86±0.69** 9.21±0.76** 10.12±0.56** 11.36±0.75

薏苡仁 8.73±0.63** 9.14±0.41** 10.43±0.75* 11.54±0.96

黄芩 9.34±0.76* 10.17±0.53 11.22±0.43 11.53±0.64

车前子 8.49±0.78** 9.33±0.73* 10.27±0.62* 11.6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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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空白对照组相比，*P<0.05，**P<0.01

表2  六种中药对小鼠耳廓肿胀抑制率 （%）

组别 蒲公英 芦根 罗汉果 薏苡仁 黄芩 车前子

高剂量组 26.31 26.56 22.00 24.35 19.00 27.25

中剂量组 21.24 23.26 18.93 20.80 11.79 20.05

低剂量组 12.73 12.69 10.91 9.62 2.69 12.00

表3  大鼠肉芽组织增生结果 （mg， ±SD）

药物 高剂量组 中剂量组 低剂量组 对照组

蒲公英 5.65±0.34** 6.17±0.33** 6.45±0.77** 10.13±1.12

芦根 6.58±0.45** 7.09±0.56** 7.72±0.43* 10.22±0.84

罗汉果 6.24±0.64** 6.81±0.62** 7.45±0.62* 10.16±0.55

薏苡仁 7.84±0.64* 8.35±0.23* 9.63±0.77 10.24±0.84

黄芩 9.36±0.48 9.96±0.42 10.05±0.31 10.34±0.56

车前子 7.76±0.53* 7.93±0.22* 8.28±0.52* 10.17±0.72

注：与空白对照组相比，*P<0.05，**P<0.01

表4  中药对大鼠肉芽组织增生抑制率  （%）

组别 蒲公英 芦根 罗汉果 薏苡仁 黄芩 车前子

高剂量组 44.22 35.62 38.58 23.43 9.48 23.70

中剂量组 39.09 30.63 32.97 18.46 3.67 22.02

低剂量组 36.33 24.46 26.67 5.96 2.80 18.58

3  讨论

蒲公英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散结之功效[3]，平家奇

等[4]研究表明，蒲公英水提物能抑制二甲苯所致的小鼠

耳廓肿胀、抑制蛋清引起的大鼠足趾肿胀、抑制棉球肉

芽肿的形成，抗炎作用良好。芦根能清热泻火[5]，刘足

桂等[6]研究表明，芦根水煎剂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廓肿

胀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抗炎作用明显。罗汉果具有润肺

清热、利咽开音的功效，金春花等[7]研究表明，罗汉果

咽喉片能抑制小鼠棉球肉芽肿的形成，具有抑制小鼠耳

水肿及大鼠足肿胀的作用。薏苡仁是禾本科薏苡属植物

薏苡的成熟种子，具有清热排脓、健脾利湿的功效[8]；

研究表明，薏苡仁提取物能抑制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肿

胀，抗炎作用明显	[9]。车前子中含有大量的黏液质、车

前子多糖等，具有通便、降低血脂、抗炎的功能[10]；研

究表明，车前子多糖能够增加小鼠毛细血管通透性，抑

制小鼠耳廓肿胀度及小鼠棉球肉芽肿的形成[11]。黄芩为

唇形科植物黄芩的干燥根，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

功效[12]；王新等研究表明黄芩具有抑制二甲苯所致的小

鼠耳廓肿胀的作用[13]。

本实验分别研究了蒲公英、芦根、罗汉果、薏苡仁、

黄芩、车前子的抗炎作用，试验结果表明，蒲公英、芦

根、罗汉果、薏苡仁、车前子3种剂量组及黄芩1.2g/kg.	

BW对小鼠耳肿胀度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差异具有显著

性；与对照组相比，蒲公英、芦根、罗汉果、车前子3

种给药剂量及薏苡仁中、高剂量组均能明显抑制大鼠棉

球肉芽增生，且差异显著（P﹤0.01或	P﹤0.05）。试验

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从而为抗炎中药组方提

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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