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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退热 口服液的制备及疗效观察

于少青 黄

解放军第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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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组方

板兰根
,

连翘 飞
,

拳参 飞
,

大青叶

印
。

二
、

制备方法

将上述药物加适量蒸馏水没过药面
,

煎

煮两次
,

第一次
,

第二次
,

合并两次煎

液
,

滤过并浓缩至含生药
。

在不断搅拌

下
,

缓缓加人 乙醇使含醇量达
一 ,

放

置
。

滤过
,

滤液回收至无醇味
,

再加适量

的蒸馏水稀释后静置
,

滤过
,

加规定量的

蒸糖搅匀溶解后再加蒸馏水至足量
,

滤过至

澄清
,

灌装于 小瓶
,

封 口
,

℃ 流通蒸

汽灭菌 而 即得
。

三
、

临床资料

一 一般资料

例病人随机分组
,

感冒退热 口服液

组 试验组 例
,

其 中男 例
,

女 例
,

以下 例
, 一

例
, 一

例
。

应用常

规药 乙酞螺旋霉素片为对照组 例
,

其中男

例
,

女 例
,

以下 例
, 一

例
,

例
,

两 组 共 例
,

体 温

℃
。

流涕
、

咳嗽 例
,

咽痛
、

扁桃体肿

大 例
,

人院前患病平均天数最短
,

最

长
,

以上病例均无慢性呼吸道疾病及传染

病
。

二 治疗方法

感冒退热口服液每 相当于生药
,

以下每次服 而
, 一

每岁增加
,

以上服 耐
,

早
、

中
、

晚各 次
,

为一疗程
,

应用常规药对照组给予 口服乙酞螺旋霉素

片
,

并用退热止咳祛痰药对症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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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疗效

一 疗效判断标准

由临床常规标准评定
,

服药 后观察
。

显效 体温恢复正常
,

咳嗽
、

咽痛
、

流涕等症状

逐渐消失
。

有效 体温恢复正常
,

咳嗽等症状

逐渐减轻
。

无效 症状无减轻
。

二 感冒退热 口服液疗效观察

表 试验组和对照组疗效观察

分组 总例数
疗 效 例

显效 有效 无效

 试验组

对照组

应用组有效率达 卯
,

对照组有效率

达
。

经 检验
, 。

说明此药有

较好的治疗感冒的作用
。

五
、

讨论

感冒应及 时加以控制病情发展
,

否

则
,

因受感染的病原体种类繁多
,

如各种流感

病毒
、

细菌
、

真菌等均能引起呼吸道感染
,

尤

其上呼吸道感染
。

我们选用的感冒退热 口服

液
,

经系统药理实验证实
,

此药对 型病

毒的流感甲 强株病毒和 型病毒的单

纯带状泡疹病毒都具有明显的灭活作用
。

动

物实验疗效可达
。

组方中板兰根
、

大青叶其药性苦寒
,

具有清热解毒
,

凉血散癖作用
,

板兰根偏治咽

喉局部症状 连翘具有清热解毒
、

散结
、

消肿

之功效
,

对葡萄球菌
、

链球菌均有抑制作用
,

常用于治疗咽喉炎
、

扁桃体炎
、

上呼吸道感

染 拳参药性苦凉
,

具有清热镇惊
,

消肿作用
,

用于治疗热病惊搐
,

常用于流感发热
。

此药药源 丰富
,

制备工艺简单
,

使用



 ! 刀日

方便
,

易于推广
。

临床长期应用无任何毒副

作用
,

尤其对小儿感冒增加了新的治疗方法
。

此药有待进一步扩大病种
,

取得更广泛的客

观证据
,

对将来临床应用会有更广阔的前景
。

马钱子的量效关系及毒性作用

孙成春 贾 暖 王景祥

济南军区总医院药理科 济南 田

摘要 制马钱子在 洲扩吨范围内
,

对小鼠具有明显的剂量依赖性抗炎镇痛作用
,

小于 《腼岁吨时

仅有抗炎作用
,

大于 酬掩时连续用药毒性增强
,

还可使小鼠胸腺重量明显增加
。

小 鼠 石〕为 士

娜掩
。

提示该药用量须适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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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钱子为临床常用中药
,

主要功能为通

络止痛
、

散结消肿
。

临床用于风湿顽痹
、

麻木

瘫痪
、

跌扑损伤
、

痈疽肿痛等症〔’〕
。

因其具有

大毒
,

剂量过大易出现毒性反应
,

剂量太小又

达不到疗效
,

因此限制了其临床应用
。

其量

效关系研究尚未见此类报道
,

而其急性毒性

10 50值报道也各不一致
。

本实验通过研究马

钱子的作用与剂量的关系
,

探讨临床应用的

适宜剂量范围
,

并确定其 团印
。

同时观察其

对小鼠免疫器官的影响
。

一
、

材料与仪器

(一 )动物 昆明种小 鼠
,

体重 18 一 2 2 只

及 25
一
30

9 ;
Wi

st ar 大鼠
,

体重 130
~ 190 9

。

均

购自山东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

( 二 ) 药材 及 试 剂 马 钱 子 为 马 钱

5扭辉人蒯 ~
一

~

L
.

的成熟种子(购自山

东省建联中药材公司
,

按 95 年版药典炮制
,

粉碎后过 100 目筛)
。

0

.

5 % 氢化可的松 (批

号 93 以刃2
,

山东新华制药厂 );5 % 盐酸呢替吮

(批号 800 816
,

沈 阳第一制药厂 );36 % 醋酸

(济南试剂总厂
,

批号 93 《双〕8)
。

二
、

方法及结果

(一 )对鼠耳肿胀作 用 舍小 鼠
,

体重 25
一
30

9
( 27

士 2 9 )

,

随机分为6 组
:马钱子 4 个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