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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评价抗感败毒口服液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对 ＳＤ 大鼠的生长和血液理化指标进行了试

验研究，选用了健康大鼠 ８０ 只，雌雄各半，随机分为高、中、低剂量组和对照组，每组 ２０ 只。 高剂量

组、中剂量组和低剂量组分别灌胃给予该口服液 ８ ｍＬ ／ ｋｇ、４ ｍＬ ／ ｋｇ 和 ２ ｍＬ ／ ｋｇ 体重，对照组按

８ ｍＬ ／ ｋｇ体重灌服生理盐水，每天一次，连续给药 ３５ ｄ。 各组末次给药 ２４ ｈ 后，检测大鼠体重、血常

规指标、血液生化指标、脏器系数及组织病理变化情况。 结果表明，抗感败毒口服液各剂量组大鼠

的体重、血液学检查、血液生化指标检查与对照组比较，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雌性大鼠高剂量组

的肝脏脏器指数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其他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肉眼观察实质器

官无异常病变。 结果提示，长期应用抗感败毒口服液对大鼠生长和血液理化指标无显著影响，临床

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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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ｒｇａ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ｃｈ ｄｏｓ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Ｋａｎｇｇａｎ Ｂａｉｄｕ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ｉｎ ｒａｔｓ ｗｅｉｇｈｔ， ｂｌｏｏｄ ｔｅｓｔ，
ｂｌｏｏ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 ｏｒｇａ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ａ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ｄｏｓ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
＞０．０５） ｉ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Ｇｒｏｓ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ｃｈｙｍａ ｏｒｇａｎｓ ｗｅｒ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Ｋａｎｇｇａｎ Ｂａｉｄｕ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ｏｎ ｒａｔ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ｓ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ａｆｅ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Ｋａｎｇｇａｎ Ｂａｉｄｕ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ＳＤ ｒａｔｓ； ｂｌｏｏ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抗感败毒口服液是由黄芩、连翘、栀子、板蓝

根、野菊花、贯众六味中药制备而成。 全方在临床

上常用于治疗由细菌和病毒引起的风热感冒、上呼

吸道感染和病毒性感冒等疾病，具有清热祛湿、凉
血解毒等功效。

近年来，关于中药毒性与安全性评价受到相当

程度的重视［１］。 除了一部分中药本身就含有毒性

外，由于配伍和使用剂量不当引起的毒性报道也时

常可见。 本实验所用抗感败毒口服液经由前期实

验已证明其具有良好的解热、镇痛、抗炎作用，但复

方制剂的药理作用复杂，临床上用药安全性需要进

行进一步验证。 本试验用该抗感败毒口服液对大

鼠进行了生长和血液理化试验研究，为临床用药安

全提供合理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１．１．１　 试验药物　 抗感败毒口服液，由河南牧翔动

物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批号： ２０１５０６０１，规格：每

１ ｍＬ相当于原生药材为 １．４９ ｇ。
１．１．２　 试验动物　 ＳＤ 大鼠，１６０～１８０ ｇ，雌雄各半。
购自成都达硕实验动物有限公司（许可证号：ＳＣＸＫ
（川）２０１４－０２８），清洁环境饲养，自由摄食、进水。
１．１．３　 试验试剂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试剂盒，
批号：２０１６０１０４；丙氨酸氨基转移酶试剂盒，批号：
２０１６０１１１；尿素氮试剂盒，批号：２０１６０１１１；总蛋白

试剂， 批 号： ２０１６０１１８； 白 蛋 白 试 剂 盒， 批 号：
２０１５１２２４；肌酐试剂盒，批号：２０１６０１１５；总胆固醇

试剂盒，批号：２０１５１０００１９；甘油三酯测定试剂盒，
批号：２０１５０９００１７。 以上试剂均购于南京建成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１．１．４ 　 试验仪器 　 ＢＳ － ４２０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ｐｏｃＨ－１００ｉ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血细胞分析仪、ＢＳ２２４Ｓ 分析

天平、ＪＭ５１０２ 型电子天平，其他为实验室常规仪器

设备。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动物处理 　 取 ＳＤ 大鼠，试验前饲养观察

５ ｄ，挑选健康大鼠 ８０ 只，体重 １３０ ～ １８０ ｇ，雌雄各

半，随机分为高、中、低剂量组和对照组，每组 ２０
只，雌雄分笼饲养，每笼 ５ 只，定时给予饲料，自由

饮水［２］。 根据临床拟用的给药途径为口服，采用灌

胃给药的方法，设计高、中、低剂量分别为 ８ ｍＬ ／ ｋｇ、
４ ｍＬ ／ ｋｇ 和 ２ ｍＬ ／ ｋｇ 体重，对照组按 ８ ｍＬ ／ ｋｇ 体重

灌服生理盐水，每天一次，连续给药 ３５ ｄ［３］。 试验

期间，观察大鼠的外观体征、行为活动、呼吸、采食、
饮水、体重、发病和死亡情况。 每周分别称重 １ 次，
并根据体重变化调整给药量。 各组末次给药 ２４ ｈ
后，称重、采血，用于生理和生化指标测定［４］，然后

处死大鼠，迅速解剖，观察主要脏器有无病变，并对

肝、脾、肾、心、肺称重并计算其脏器系数。
１．２．２　 检测指标 　 一般症状：观察进食、饮水、体
重、外观体征、行为活动等，并及时做好记录，发现

死亡动物及时分析死亡原因并进行尸检。 每周称

重一次，计算各组动物平均体重，观察大鼠体重变

化情况。 据陈奇［５］ 报道，检测指标如下：胆固醇

（ＴＣ）、血清总蛋白（ＴＰ）、甘油三酯（ＴＧ）、尿素氮

（ＢＵＮ）、肌酐（ＣＲＥＡ）、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白蛋白（ＡＬＢ）、白细胞

（ＷＢＣ）、红细胞（ＲＢＣ）、血红蛋白（ＨＧＢ）、淋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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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Ｙ）、红细胞压积（ＨＣＴ）、血小板（ＰＬＴ）。
１．２．３　 数据分析　 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试验结果均以 ｘ±ｓ 表示，各组间的差异显著

性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状况　 试验期间，大鼠皮肤和被毛整洁、
光滑，饮水量、摄食量均正常，无异常行为和神经症

状，眼光有神、瞳孔无变化，无呼吸困难等异常症状。
２．２　 抗感败毒口服液对大鼠体重的影响　 试验期

间，大鼠未出现食欲废绝，生长状况良好，各剂量组

雄性及雌性动物体重均随周龄而增长，各组大鼠体

重没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 结果表明，高、中、低剂

量长期用药对大鼠的生长发育无明显影响。 各组

大鼠体重变化见表 １。

表 １　 抗感败毒口服液对大鼠体重的影响（ｘ±ｓ，ｎ＝２０）

Ｔａｂ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Ｋａｎｇｇａｎ Ｂａｉｄｕ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ｒａｔｓ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给药前
Ｂｅｆｏｒｅ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７ ｄ １４ ｄ ２１ ｄ ２８ ｄ ３５ ｄ

低剂量组
♂ １７７．９±１４．１ ２１３．７±２５．６ ２０８．０±２５．０ ２２２．１±２７．６ ２２３．３±２２．３ ２３２．５±２５．２

♀ １６３．０±９．８ １９１．４±２４．０ ２０７．９±２９．２ ２１４．０±２７．５ ２２４．７±３４．９ ２２５．３±３３．２

中剂量组
♂ １７５．５±６．６ ２０３．９±２２．３ ２０７．３±２２．７ ２１４．２±１５．３ ２２９．２±１７．７ ２１７．５±１８．６

♀ １６６．０±１１．５ １９１．４±２４．０ ２０７．９±２９．３ ２１４．０±２７．５ ２２４．７±３４．９ ２２５．３±３３．２

高剂量组
♂ １７４．８±８．１ ２０２．４±２７．６ ２００．７±２８．７ ２１４．９±３１．５ ２１５．６±２８．３ ２１９．６±２６．０

♀ １６６．２±４．４ １９１．９±１６．９ １９５．６±２１．０ ２０５．３±２１．６ ２２２．０±２４．９ ２２６．０±２７．６

空白对照组
♂ １７０．３±５．０ ２０４．５±１８．０ ２０６．９±２１．１ ２１５．６±１８．９ ２２６．５±１２．２ ２３７．１±１８．８

♀ １６５．８±３．７ １９８．７±２１．４ ２０２．８±１８．１ ２０５．４±１９．７ ２１５．０±１３．３ ２１７．８±１２．２

２．３　 抗感败毒口服液对大鼠血常规指标的影响　
大鼠连续用药 ３５ ｄ 后，检测其血常规指标水平。
结果显示，随着给药剂量的增大，各给药组血常规

指标均未见异常，未出现线性增大或减小的实质性

规律，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结果

表明，抗感败毒口服液对大鼠各项血常规指标无显

著性影响。 抗感败毒口服液对大鼠血常规指标的

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抗感败毒口服液对大鼠血常规指标的影响（ｘ±ｓ）

Ｔａｂ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Ｋａｎｇｇａｎ Ｂａｉｄｕ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ｏｎ ｒａｔ ｂｌｏｏｄ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ＢＣ
／ （１０９·Ｌ－１）

ＲＢＣ
／ （１０１２·Ｌ－１）

ＨＧＢ
／ （ｇ·Ｌ－１）

ＬＹ
／ （１０９·Ｌ－１）

ＨＣＴ ／ ％
ＰＬＴ

／ （１０９·Ｌ－１）

低剂量组 ５．６８±１．７１ ４．８９±０．８２ １２０．８０±２１．８０ １．６４±０．５６ ３４．３７±５．７９ ５３８．２０±７１．１２

中剂量组 ５．６３±２．１５ ５．３０±１．２３ １２４．３０±３０．５３ １．６２±０．４６ ３７．２４±６．０４ ５５０．０５±９９．９５

高剂量组 ６．２２±１．６９ ４．８８±０．９９ １２７．９０±１３．４１ １．８８±０．８５ ３３．９３±７．４５ ５４４．００±１１７．０８

空白对照组 ５．３８±０．９６ ５．０９±１．０６ １２５．１５±２２．７５ １．５４±０．７６ ３７．３８±９．２４ ５７１．３５±１１３．３３

２．４　 抗感败毒口服液对大鼠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试验结束后经统计，随着给药剂量的增大，大鼠

生化指标未产生明显变化规律，且无雌雄差异，各
给药组血液生化指标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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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 结果表明，抗感败毒口服液对大鼠各项

生化指标无显著性影响。 各组大鼠血液生化指标

检测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抗感败毒口服液对大鼠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ｘ±ｓ， ｎ＝２０）

Ｔａｂ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Ｋａｎｇｇａｎ Ｂａｉｄｕ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ｏｎ ｂｌｏｏ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ｉｎ ｒａｔｓ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低剂量组
ｌｏｗ ｄｏｓｅ ｇｒｏｕｐ

中剂量组
ｍｅｄｉｕｍ ｄｏｓｅ ｇｒｏｕｐ

高剂量组
ｈｉｇｈ ｄｏｓｅ ｇｒｏｕｐ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Ｃ ／ （ｍｍｏｌ·Ｌ－１） １．５６±０．２７ １．６０±０．４１ １．５９±０．４０ １．４３±０．３９

ＴＰ ／ （ｇ·Ｌ－１） ６２．５５±４．５０ ６１．４１±８．９１ ６３．０８±５．５３ ６０．２７±７．６０

ＴＧ ／ （ｍｍｏｌ·Ｌ－１） １．１４±０．４１ １．２１±０．６３ １．２５±０．５５ １．２８±０．５０

ＢＵＮ ／ （ｍｍｏｌ·Ｌ－１） ３．３９±０．１２ ３．５２±０．３６ ３．８４±０．４４ ３．７０±０．５４

ＣＲＥＡ ／ （μｍｏｌ·Ｌ－１） ３６．５±５．０４ ３８．３９±３．２９ ４１．２４±４．３２ ３８．３２±５．２０

ＡＳＴ ／ （Ｕ·Ｌ－１） １１５．７４±３．１２ １２０．１６±８．０６ １１８．７３±４．７６ １２２．９７±８．０４

ＡＬＴ ／ （Ｕ·Ｌ－１） ３４．０７±３．１９ ３４．２２±３．１２ ３３．０１±１．３９ ３２．６４±２．２３

ＡＬＢ ／ （ｇ·Ｌ－１） ２２．２９±５．４６ ２３．１１±２．４５ ２３．９９±４．１６ ２３．２３±３．４６

２．５　 大鼠剖检观察及其脏器指数的变化　 试验结

束后对各组动物进行剖检，观察各脏器：色泽良好，
形态及位置关系正常，脏器间无粘连，脏器表面及

内膜无病理变化。 抗感败毒口服液各剂量组对雄

性大鼠肝脏、脾脏、肾脏、心脏、肺脏的脏器指数与

对照组相比，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 高剂量组雌

性大鼠肝脏脏器指数明显偏高，经分析与空白对照

组相比该值有显著差异性（Ｐ＜０．０５）；该组雌性大鼠

其他器官脏器指数均正常，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无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其他剂量组雌性大鼠脏器指数与

空白对照组和高剂量组比 较， 差 异 均 不 显 著

（Ｐ＞０．０５），见表 ４。

表 ４　 抗感败毒口服液对大鼠脏器指数的影响（ｘ±ｓ）

Ｔａｂ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Ｋａｎｇｇａｎ Ｂａｉｄｕ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ｏｎ ｏｒｇａｎ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ｒａｔｓ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心脏
ｈｅａｒｔ

肝脏
ｌｉｖｅｒ

脾脏
ｓｐｌｅｅｎ

肺脏
ｌｕｎｇｓ

肾脏
ｋｉｄｎｅｙ

低剂量组
♂ ０．３２±０．０４ ３．３９±０．３０ ０．３２±０．１５ ０．６３±０．１５ ０．６２±０．０９

♀ ０．３２±０．０４ ３．５２±０．４３ａｂ ０．３１±０．０８ ０．６１±０．１２ ０．６５±０．１０

中剂量组
♂ ０．３４±０．０１ ３．３７±０．３３ ０．３１±０．０８ ０．６７±０．１７ ０．６４±０．０９

♀ ０．３３±０．０５ ３．４６±０．３５ａｂ ０．２９±０．０６ ０．６５±０．２６ ０．６２±０．０７

高剂量组
♂ ０．３６±０．０６ ３．３４±０．２０ ０．３３±０．１５ ０．６３±０．１５ ０．６３±０．０５

♀ ０．３３±０．０６ ３．６０±０．２６ａ ０．３３±０．１２ ０．５５±０．２５ ０．６７±０．１２

空白对照组
♂ ０．３３±０．３５ ３．１９±０．２５ ０．２７±０．０４ ０．６８±０．１５ ０．６４±０．０８

♀ ０．３４±０．０２ ３．２７±０．２３ｂ ０．３１±０．０７ ０．６４±０．０８ ０．６３±０．０７

３　 讨　 论

近年来，人们已经意识到中药具有一定程度的

毒副作用，因此对于中药复方制剂的毒性作用的研

究显得十分必要［６］。 前期急性毒性试验结果显示，
实验小鼠无一死亡，未测出 ＬＤ５０，其他各项指标也

均正常，无脏器病变，该口服液未表现出急性毒性。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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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２０ ｍＬ ／ ｋｇ 的最大给药剂量进行最大耐受量测

定，结果未出现小鼠死亡情况，形态体征均正常。
在亚慢性毒性试验期间，观察了动物外观体

征、行为活动、进食、饮水、体重等情况，各组均未出

现异常死亡的大鼠。 本实验结果表明，经灌胃 ３５ ｄ
后，各剂量大鼠生长状况良好，均未出现食欲废绝

等异常情况，雄性体重普遍大于雌性体重；单独剂

量组雄性及雌性大鼠体重均随周龄增长而增长。
与对照组比较，高、中、低三组大鼠体重均没有明显

差异。 提示在 ２ ～ ８ ｍＬ ／ ｋｇ 体重的给药剂量范围

内，受试药物对大鼠体重未造成显著影响。
血液学各项指标主要针对血细胞功能作出评

价［７］。 本实验的血常规检测结果表明，大鼠连续用

药 ３５ ｄ 后，与对照组比较，各剂量组血常规指标均

在正常范围内波动，无显著差异。 提示在试验剂量

下，大鼠血细胞功能不会受到受试药物影响，均能

正常发挥作用。 血液生化检查对于评价受试药物

对大鼠各器官功能的影响有一定的帮助。 在血液

生化指标中 ＡＬＴ、ＡＳＴ、ＡＬＢ 等与肝功能有密切关

系［８］；ＡＬＢ、ＢＵＮ 等则与肾功能有关［９］。 本实验的

血液生化指标结果表明，低、中、高剂量组与对照组

比较未见 ＴＰ、ＡＬＢ、ＡＳＴ、ＡＬＴ 数值异常，ＴＰ、ＴＣ 数

值未表现出明显升高与降低，均在正常范围［１０］ 内

波动。
在药物安全评价中，由于药物作用的影响，常

会引起动物一些器官质量的减低［１１］。 通过脏器系

数来比较不同剂量给药组的脏器系数与对照组的

差别，根据差别显著性的大小检验动物的脏器是否

受到药物的不良影响［１１］。 通过计算脏器指数，表
明抗感败毒口服液在中、低剂量下不会影响大鼠的

脏器指数，在高剂量下会对雌性大鼠肝脏产生轻微

影响，但并未超过正常范围［１２－１３］。 剖检结果显示

大鼠心、肝、脾、肺、肾等主要脏器均未出现异常变

化，也并未发现雌性大鼠肝脏外观有异常情况。 提

示抗感败毒口服液并未对大鼠各项生化指标及脏

器指数造成影响，不会影响器官功能。 且据姚干

等［１４］报道，与之成分相近的芩栀胶囊（黄芩苷≥
８５ ｍｇ ／粒，栀 子 苷 ≥ １８ ｍｇ ／粒， 黄 芩 总 黄 酮 ≥

９７ ｍｇ ／粒，栀子总环烯醚萜苷≥２６ ｍｇ ／粒），对大鼠

灌胃给药，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动物的一般状况、体
重、主要脏器系数、血液学指标及血液生化学指标，
均未见明显差异，临床用药安全；而王璐等［１５］ 针对

药理作用相近的咽康口服液（用于急、慢性咽炎、喉
炎及上呼吸道感染，并同样含有连翘、板蓝根和菊

花）的研究也明确其血液理化指标等均无显著差异

性，临床用药安全。
另外，本试验所用抗感败毒口服液中所含主要

成分黄芩、栀子、连翘等成分分别具有保肝、肾的药

理作用［１６］。 其中连翘经实验研究表明［１７］，可对

ＣＣｌ４ 中毒导致的肝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可降低

肝损伤大白鼠血清谷丙转氨酶和碱性磷酸酶的含

量，且对正常大鼠血清谷丙转氨酶、碱性磷酸酶、肝
重均无明显影响，其保肝作用与实验结果初步相符。

综上所述，在试验条件下长期合理使用抗感败

毒口服液，对 ＳＤ 大鼠的生长和血液理化指标无显

著影响，同时多种成分具有保肝、肾功能，使之在大

剂量灌服的情况下肝肾依然能够保持正常功能，说
明该药中黄芩、栀子、连翘等药物充分发挥了保肝

肾的作用，为中药合理搭配使用提供了配伍依据，
为实验室进一步研究该药药效提供了部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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