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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烧颗粒抗炎镇痛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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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退烧颗粒镇痛抗炎 的 药理活性 ， 为 临 床 用药 提供指导 。 方 法 采用醋 酸扭体法 和 热板 法实验研 究

退 烧颗粒的 钺痛作 ； 采 用二 苯 致小鼠 环肿胀法 、鸡蛋 清致 大 鼠 足肿胀 法考察退烧颗粒 的 抗炎作用 。 结 果 。 投 纟
丨
及 对

照 到
丨 相 比 ， 退烧颗 粒能够 显 著延 长小 鼠 的疼痛潜伏期 ， 明 显 提 高 小 鼠 痛阈 值 ， 减少扭 体次 数

；
抗 炎作用研 究 表 明 ，

退 烧颗粒 对

： 屮 本致小鼠 肿胀 和 蛋清致大 鼠足 肿 胀有 显著抑 制 作用 。 结论 退烧颗 粒具有显 著抗 炎 、镇痛作用 ， 对感 冒 引 起 的 发 炎 、

疼痛 等 蛀状 貝 打 ！ 治疗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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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颗粒 为 我 院 制 制 剂
，
处 由 丫 裔 、 黄 芩 、 药有 限公 批 兮 ：

丨 ） ；
二 甲 苯

，
冰 醋酸 等 试

知 母 、 柴 胡 、 人 叶 等 丨
二味 屮 药绀成 ， 该药 貝 仃淸 剂均 为分析纯

热汚 火 、解 肌解 舶 等功 效
，
谇治 农邪

， 几打 箸解 热 实 验仪 器 电 子 人 〒 （ 北 京 赛 多利 斯

作用 ， 临床 上 主要治疗 由 感 冒 引 起 的外感热病 、 高热 仪器 系统有 限公 ；
足趾 容 积测 仪 （ 成都 泰盟科

不解等症 。 现代研究表 明 ，
黄 芩 、

柴胡
、
大青叶 、 技有 限公 司 ） ；

热板测 痛仪 （
浙江宁 海 白

金银花等具有 良 好的解热抗病毒作用 ， 同 时 具有 显 医药仪器厂生产 ） ； 耳打孔器 （ 淮北 华牛 物

著抗 炎镇痛活性 。 本研究 分别采 用两种 炎症动物模 仪器设备有 限公 司 ） 。

咽和疼痛 动物模 型对退烧 颗粒的抗炎镇痛作 用进行 实验动 物 级种 昆 明 小 鼠 体重

效卞 价
，
为 该制 剂的 进

一

步深人研究 及 拓 展临 级 大 鼠 ， 体重 ， 均 由 山 东 大学

床 应 丨 提供约 效卞 参考 。 实验动物 中 心 提供 动物 许 证 号 鲁 ）

材料与仪器
入 胃

粒饲料
， 自 由进食饮水 ；

温度 湿度

药 物与 试 剂 退烧颗粒 （ 袋 ， 济 南 军 区总 自 然光照 。

呔院 药剂科 制剂宰 制
，
批号 醋酸地塞 统计 学 方 法 均采 用 统计软件对实

米 松 片 （ 片
，

天 津 药业焦 作有 限 公 司
，
批 验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以 ± 表示

，
采用 均数 比较

号 ： 吲 哚美 辛 片 （ 片 ， 山西 云鹏 制 的 检验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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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炎作用研究与结

退烧颗粒对二 曱笨致小 鼠耳肿胀 的影响 取



的卞文 践杂 丄 年 丨 丨 第 麟

”
，

健康雄性 昆 明种 小 鼠 只
，按 照 体 重 随 机 分 为 表 退 烧颗粒对二 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的 彩响

组 ， 即 空 白 对 照 组 、 阳 性 对 照 组 （ 醋 酸 地 塞 米 松
±

、 退 烧 颗粒 低 、 屮 、 高 剂 组 （ 、

騎讀 一 中細 ‘ ■叩 ）

各 组小 每 天灌 胃 二
给药 一次 ，

给 药体积为 空 白 对照组 给予 等 低綱 纟 ±

体积纯化水 ，
连续给 药 末次绐 药 〗 后

，
将 屮 剂 丨 丨 ± 炉

一 二 甲 苯均匀涂 于小 鼠右坏廓 两面致 炎 ， 左耳作
—

±
—

为对照 ，
致炎 吣 后 ，

脱颈椎处死小 鼠 ， 用 直径为
注 广 展 — 丨

’竹 丨

’

丨侧 丨比 较
、

、 刑似

照组比 较

的打孔 器于 两耳 同
一部位取下左右耳片 ，精密

称重
，
右耳与左耳质量之差即 为肿胀度

，
并计算小 鼠 每组 只 。 给药 方法 同

“ ”

项 。 造模前在 各 鼠

耳廓 肿胀抑 制率 。 肿胀 抑制率 （
％ 空 白 对照 右后足踝关节相同位置作标记 ， 作为 电极安放位 置 。

组平均耳 片 质量 给药组平均耳 片 质量 ） 空 白 对 测定大 鼠足容积 次 计算平均值作为 正常足 容 积 。

照组平均耳片质量 。 结果 见表 。 实验结 末次给药 后 ，
分别 于每只 大 鼠右后 足皮 下 注

果显示 ， 与空 白对 照组 比较 ， 退烧颗粒低 、 中 、高 剂量 射 新鲜鸡 蛋清溶液 引 起炎症反应 ， 分别

均能够 显 著 抑 制 二 甲 苯 导致 的 小 鼠 耳 肿 胀 （ 测定致炎后 、 、 、 、 的 足容 积 ， 计

， 高剂 量组 与 阳性 对 照组 相 比 效 果 更佳 （ 算各大鼠致炎前后的足容积变化 ，
以足肿 胀度表示药

高 剂量组效 果 明 显好于 中 、 低 剂 量 组 ， 具有 物的抗炎作用 。 足肿胀度 （ 致炎后足容积 （

明 显 的量效关 系 。 致炎前足容积 （ 。 表 结果显示 种 剂 量 的退

退烧颗粒对蛋清致大 鼠足肿胀的 影 响
”

取健 烧颗粒均能够 显著降低各时 间点蛋清所致大 鼠足肿

康雄性 大 鼠 只 按体 重随机分为 组 ， 即空 胀模 型的 足容 积 （ 有显 著 统计

白对 照组 、 阳 性对 照组 （ 醋酸地塞米松 、 意 义
；

且 高 剂量组效 果 明 显优于 中 、 低 剂量组 ， 具 有

退 烧颗粒低 、 中 、 高剂址 纟 丨
、 、

明 显 的量效关 系 。

表 退烧 颗粒对大 鼠足肿胀 度的 彩响
（

人 足肿 胀度 （

，

个 对照绀 —

± ± ± ± ± ±

叫忭 对照绀 ± ± ± ±
：

± ±
。

低剂 绀 ± ± ± ± ± ±

屮 刑 绀 ± ± ± ± ± ±

敁 刑 ± ± ± ± ± ±

：

■

； 匕较

表 退烧颗粒对小 鼠 冰醋酸致痛反应 的影 响
镇痛作用研 究与 结果

±

冰醋 酸扭 体 法 取健康雄性 昆 明种 小 鼠 给药剂 量
扭脉 数

镇解

只 ，按照体 重 随机分 为 组 ， 即 模型 对照组 、 阳性对 —— ——

空 内对照组
一

± ±

照组 （ 巧 丨 除 美辛 、退 烧颗粒低 、 中 、 高剂 阳 对照组 ± ±

组 （
、 、 每组 只 给 药方 低 剂 组 ± ±

法 问
“

丨

”

项 ， 木次 给药 后 ， 分 别腹 腔 注射
± ±

剂 ± ±

醋酸 《 即观察 丨 籴小 鼠 出 现杻体反

应 的潜伏 期和 内 出 现 的 扭体 次数
，
汁剪 镇 痛

书 镇痛 空 对照 绀扭体 次数 给 药

组扭体 次 数 ） ： 白 对 照 组扭 体 次 数 实 热板 法 取健康雌性 陡 明 种 小 鼠 秤 于 热 板

验结果显 尔 ， 退烧颗粒能够 显著 延 长 冰醋 酸 所致 疼 测痛 仪 （
± 条件 下 测定 痛 阈值 （ 小 鼠 足

痛模型的扭体潜伏 期 （ ， 中 、 高 剂量组能 够 底接触热板 至 出 现 舔 后 足 现 象 的 时 间 ） 次
， 间 隔

显著抑制小 鼠扭体 次数 （
〈

。 结 果 取平均值作 为 难础痛 阈值 。 排除 过度 敏感

见表 。 （ 痛 阈 值 和 反 应 迟 钝 （ 痛 阈 值 的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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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 。 取筛选合格 的小 鼠 ，
分组及 给药 剂 量 同

“ ”

示 ， 退烧颗粒能够增 加 小 鼠对疼痛 的 耐受性 ， 显 著

项 ， 给药方法 同
“ ”

项 。 末 次 给药后分别 测定 小 延 长小 鼠 热 刺 激 所 致 疼 痛 反 应 的 痛 阈 值 （

鼠 、
、

、 时小 鼠 的 痛 阈 值 。 结 果 显 见 表 。

表 退烧颗粒对小鼠热板致痛反应的 彩响 （ 、

联 础痛 阈值 绐药耵不 同时间 痛阈

个 对照绀 —

± ± ± ± ±

■

对照 全 ± ±
”

± ±
：

±

低剂 畎绀 ± ± 士
’

± ±

中 剂 敢俎 ± ± ± ± ± 广

热 糾 ± ± ± ±
丨

±

作 ：

“
广 ⋯ ， 与 空白对照组比 较 。

甲 苯致 炎是外部化学刺激引 起
，
而 鸡蛋清致 炎 是 引

起局部组胺 、 等 炎症介质释放导致 ；
另外 ， 选择

感冒是因外邪人侵而引起的临床常见病 症状多 的实验动 物对药物的反应 也存在一定的差 异 。 故退

表现为 由 病毒引 起 的急性呼吸 道传 染性疾病 ，
如 发 烧颗粒抗炎作 用 的具体药 效学作 用机制 有 待进

一 步

热 、头痛
、
咳嗽 、 彝塞 、

咽喉肿 痛 等不适感 。 退烧颗粒 深人研究 。

是临床验方 方 中 石 裔 、 知母清热泻火 ’ 生津润燥 ，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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