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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研究中药复方及其拆方的抗炎、镇痛、抑菌活性，本研究采用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

模型及冰醋酸致小鼠毛细血管渗透方法观察其对炎症的影响；采用醋酸致小鼠扭体试验及热板法

观察其对疼痛的影响；采用二倍稀释法检测其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的最小抑菌

浓度（ ＭＩＣ） 和最小杀菌浓度（ＭＢＣ）。 抗炎结果表明中药复方及拆方对二甲苯致炎小鼠的耳肿胀

度和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降低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镇痛结果显示中药复方组、拆方都能极

显著的减少小鼠扭体次数（Ｐ＜０．０１），但对热刺激引发的小鼠痛反应时间无明显的延长 （Ｐ＞０．０５）作
用；抑菌实验表明中药复方在 ０．６３ ｍｇ ／ ｍＬ 浓度以上时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现出很好的

抑菌效果，对沙门氏菌呈中度敏感，其 ＭＩＣ 为 ９．３７５ ｍｇ ／ ｍＬ，但拆方抑菌效果不明显。 研究表明中药

复方及其拆方组合具有一定的镇痛及抗菌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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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ｓｔａｔ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ｈａ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ａｎｄ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０．６３ ｍｇ ／ ｍＬ， ａｎｄ ｉｔ ｗａ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ＭＩＣ ９．３７５ ｍｇ ／ ｍ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ｓ ｄｉｓａｓｓｅｍｂｌｅ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ａｓｓｅｍｂｌｅ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ｄｉｓａｓｓｅｍｂｌｅ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ｔｉ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ｓｔａｓｉｓ

　 　 本研究的中药复方（止痢散）是以多叶勾儿茶

为主药，辅以地榆、乌药等中草药，经配方而成新复

方中药制剂。 多叶勾儿茶作为传统中药，具有抗

炎、活血止痛、抑菌等药理作用［１－２］，地榆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中品。 地榆中含有多种天然

活性物质，主要药理作用有抗炎、抗菌、消肿、抗肿

瘤、止血及增强免疫等［３］。 有研究报道地榆可显著

降低 ＩＬ－１β 水平，升高 ＩＬ－１０ 水平，且明显下调 ＮＦ
－κＢ 蛋白活性，治疗小鼠溃疡性结肠炎效果显

著［４］。 乌药为传统常用中药，是重要的温胃理气止

痛药之一，具有抗病毒、抑菌、调节消化道、兴奋心

肌、抗炎镇痛等药理作用［５］。 前期我们研究止痢散

对实验性腹泻及胃肠运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止痢散

可以有效地抑制机体的胃肠运动使肠蠕动减缓，从
而起到抗腹泻的作用［６］。 此外，进一步研究止痢散

及其拆方对胃肠运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止痢散及其

拆方的抗腹泻作用是与其抑制肠推进和胃排空，减
小肠平滑肌收缩张力有关，但都不能对抗痉挛性胃

肠运动［７］。 为了进一步研究中药复方及其拆方的

抗炎、镇痛、抑菌作用，丰富其药理学作用，本研究

观察了其对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模型及冰醋酸致

小鼠毛细血管渗透实验抗炎作用、醋酸致小鼠扭体

实验及热板法实验镇痛作用及对大肠杆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的抑制效果，以期为中药复方

在临床上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数据参考。
１　 材　 料

１．１　 实验动物　 ＳＰＦ 级昆明小白鼠（ 动物许可证

号为 ＳＣＸＫ（渝）２０１２－０００３） ，１８ ～ ２２ ｇ，雌雄兼用，
购自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在贵州大

学贵州省生化工程中心 ＳＰＦ 级动物实验室（动物使

用许可证号： ＳＹＸＫ（黔） ２０１３－０００１） 饲养。
１．２　 药品与试剂　 止泻复方制剂由贵州省畜牧兽

医研究所中兽医研究室提供；规格：２００ ｇ ／袋，每 １ ｇ
本品相当于原生药 ４．７ ｇ；成分：多叶勾儿茶，萹蓄，
乌药，地榆。 冰醋酸（安徽深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阿司匹林（上海颖心实验设备有限公司，批
号：１００１１３）；冰醋酸 （安徽深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伊文思兰（广州化学试剂厂，批号 ２０１０１２１７）；
生理盐水（北京科友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营养琼

脂（上海博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１４０３１６）；
１０％胰酪胨大豆肉汤（广东环凯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批号：３１０１０１０）。
１．３　 仪器 　 电子天平 （北京赛多利斯天平仪器

厂）；ＫＱ３２００ 电热恒温水浴锅（北京医疗设备厂）；
ＬＳ－Ｂ７５ 立式压力蒸汽灭菌器（江阴滨江医疗设备

厂）；ＤＨＧ－９２３０Ａ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精宏

实验设备有限公司）；ＨＨ－Ｂ１１－３６０ 电热恒温培养

箱（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ＳＷ－ＣＪ－１Ｄ 型单人净化

工作台 （苏州净化设备有限公司）；分光光度计

Ｔｈｅｒｍｏ Ｍｕｌｔｉｓｋａｎ ＧＯ 全波长酶标仪（赛默飞世尔科

技（中国）有限公司）；打孔器（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设备站生产）等。
１．４　 供试菌株 　 大肠杆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金黄色

葡萄球菌（ＡＴＣＣ１３５６５）、沙门氏菌（ＡＴＣＣ１４０２８），
均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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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方　 法

２．１　 止痢散、多地、多地乌对实验性炎症影响的试验

２．１．１　 二甲苯所致小鼠耳廓肿胀抑制的测定　 取

小鼠 １４０ 只，雌雄各半，随机均分 ７ 组。 即空白对

照组，阳性对照组，中药复方低、中、高剂量组，多地

组（多叶勾儿茶和地榆配药前摇匀，按照 ２ ∶ １ 的体

积比配）、多地乌组（多叶勾儿茶、地榆和乌药配药

前摇匀，按照 １０ ∶ ５ ∶ ２ 的体积比配成）。 阳性对照

组按 ０．２ ｇ ／ ｋｇ 给予地塞米松混悬液，空白对照组给

予等量生理盐水，中药复方给药组分别按 ０．８、０．４、
０．２ ｇ ／ ｋｇ 灌胃给药，多地组、多地乌按 ０．４ ｍＬ ／ ２０ ｇ
灌胃给药，每日 １ 次，连续 ５ ｄ。 参考文献［８］方法计

算肿胀度及肿胀抑制率。
２．１．２　 醋酸所致小鼠毛细血管通透性抑制的测定

　 分组及给药方法同 ２．１．１ 项，参考文献［８］ 方法计

算各组抑制率。
２．２　 止痢散、多地、多地乌对实验性疼痛影响的试验

２．２．１　 醋酸致小鼠扭体反应抑制的测定　 分组及

给药方法同 ２．１．１ 项，空白对照组予等容量生理盐

水灌胃，阳性对照组按 ０．２ ｇ ／ ｋｇ 给予阿司匹林混悬

液，每日 １ 次，连续 ５ ｄ，参考文献［８］计算抑制率。
２．２．２　 热痛阈值影响的测定　 取体重 １８ ～ ２２ ｇ 雌

性昆明小鼠，热板温度保持在（５５±０．５）℃，测定每

只小鼠的痛阈值（即痛反应潜伏期，指小鼠接触热

板至舔后足的时间）。 痛阈值在 ５ ～ ３０ ｓ 内为合格

小鼠。 痛阈合格小鼠分组及给药方法同 ２．２．１ 项，
于末次给药 １ ｈ 后，分别测定每只 ３０、６０ ｍｉｎ 小鼠

的痛阈值。 以动物出现舔后爪行为作为痛反应指

标，记录自投入热板到出现舔后爪的潜伏期，连续

测 ３ 次，取平均值，为痛阈值。
２．３　 止痢散、多地、多地乌对 ３ 种细菌 ＭＩＣ、ＭＢＣ
的测定　 采用试管二倍稀释法进行。 将中药复方

（２．５ ｍｇ ／ ｍＬ）、中药组合（１５０ ｍｇ ／ ｍＬ）营养肉汤相

混合，按倍比稀释法稀释至 ２ ～ ７ 共 ８ 个稀释度，每
管 ２ ｍＬ 然后将上述盛有药液与培养基混合物的试

管在 １２１ ℃下高压灭菌 ３０ ｍｉｎ 后，分别接种实验

菌液（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浓度

为 １０８ ＣＦＵ ／ ｍＬ 的菌悬液 ０．０２ ｍＬ，同时设置加菌液

不加药液的阳性对照和加药液不加菌悬液的阴性

对照，各组试管置 ３７ ℃培养箱中培养 ２４ ｈ，参考文

献［９］测定 ＭＩＣ 和 ＭＢＣ。
２．４ 　 数据统计 　 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ｆｏｒ Ｗｉｎ⁃

ｄｏｗｓ 统计分析软件分析，试验计量资料用“ｘ±ＳＤ”
表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两样本 ｔ 检验，多组间平

均数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 Ｐ＜０．０５ 为有

统计学意义。
３　 结　 果

３．１　 止痢散、多地、多地乌对实验性炎症影响的结果

３．１．１　 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廓肿胀抑制的结果　
结果如表 １ 所示，与空白对照组相比，阳性药物组

能极显著的抑制小鼠的耳廓肿胀度，肿胀抑制率为

６３．７０％，中药复方低、中、高剂量组抑制率分别为

３．５９％、１０．３３％和 １３．４６％，也有降低小鼠耳廓肿胀

度的趋势，但无统计学差异；多地、多地乌剂量组抑

制率分别为 ４．４５％和 ４．０２％，也有降低小鼠耳廓肿

胀度的趋势，但无统计学差异；阳性药物组对小鼠

耳廓肿胀的抑制明显强于中药复方各剂量组和拆

方组合的多地组与多地乌组（Ｐ＜０．０１）。

表 １　 中药复方及其拆方对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结果

（ｎ＝２０，ｘ±ＳＤ）

Ｔａｂ １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ｏｕｓｅ ｅａｒ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ｘｙｌｅｎｅ
组别 鼠数 ／ 只 肿胀度 ／ ｍｇ 抑制率 ／ ％

空白对照组 ２０ ２０．９１±５．２３ －

阳性药物组 ２０ ７．５９±６．４０∗∗ ６３．７０％

止痢散低剂量组 ２０ ２０．１６±４．４６＃＃ ３．５９％

止痢散中剂量组 ２０ １８．７５±３．３８＃＃ １０．３３％

止痢散高剂量组 ２０ １８．０９±５．９７＃＃ １３．４６％

多地组 ２０ １９．９８±４．２１＃＃ ４．４５％

多地乌组 ２０ ２０．０７±４．６７＃＃ ４．０２％

　 ∗∗表示与对照组相比 Ｐ＜０．０１；＃＃表示与阳性组比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ｖ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１， ｖ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

３．１．２　 对醋酸所致小鼠毛细血管通透性抑制的结

果　 结果如表 ２ 所示，与空白对照组相比，阳性药

物组能极显著的减少小鼠毛细血管中的伊文思蓝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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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Ｐ＜０．０１），对血管通透性的抑制率为 ４６．４５％，
中药复方中剂量和高剂量组抑制率分别为 ６．４５％
和 １６．１３％，具有抑制毛细血管通透性的趋势，但无

统计学差异；阳性药物组对小鼠毛细血管通透性的

抑制明显强于中药复方各剂量组和拆方组合的多

地组与多地乌组（Ｐ＜０．０１） 。

表 ２　 中药复方及其拆方对小鼠毛细血管通透性影响结果

（ｎ＝２０，ｘ±ＳＤ）

Ｔａｂ ２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ｃｅ
组别 鼠数 ／ 只 伊文思蓝含量 ／ ｍｇ 抑制率 ／ ％

空白对照组 ２０ ３．１０±０．４７ －

阳性药物组 ２０ １．６６±０．６０∗∗ ４６．４５％

止痢散低剂量组 ２０ ３．１１±０．３９＃＃ －

止痢散中剂量组 ２０ ２．９０±０．３８＃＃ ６．４５％

止痢散高剂量组 ２０ ２．６０±０．４５＃＃ １６．１３％

多地组 ２０ ３．４４±０．４３＃＃ －

多地乌组 ２０ ２．９５±０．３５＃＃ ４．８４％

　 ∗∗表示与对照组相比 Ｐ＜０．０１；＃＃表示与阳性组比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ｖ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１， ｖ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

３．２　 止痢散、多地、多地乌对实验性疼痛的影响

３．２．１　 对醋酸致小鼠扭体反应抑制的结果　 结果

如表 ３ 所示，与空白对照组相比，阳性药物组、中药

复方低剂量组、多地组和多地乌组能极显著的减少

小鼠扭体次数（Ｐ＜０．０１），中药复方的镇痛率可达

２１．２１％，且呈现出一定的量效关系，表明中药复方

镇痛效果明显；其多地、多地乌剂量组也能极显著

的减少小鼠扭体次数 （ Ｐ ＜ ０． ０１）， 镇痛率可达

２４．７９％、３１．５２％；阳性药物组小鼠扭体次数极显著

低于中药复方各剂量组和拆方组合的多地组与多

地乌组（Ｐ＜０．０１）。
３．２．２　 对热痛阈值的影响结果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阳性药物组在 ３０ ｍｉｎ 能极显著

（Ｐ＜０．０１）提高小鼠痛阈值；阳性药物组在 ３０ ｍｉｎ
提高的小鼠痛阈值极显著（Ｐ＜０．０１）高于中药复方

低、中、高剂量组、多地组和多地乌组（Ｐ＜０．０１）。 与

空白对照组相比，给药后 １ ｈ，阳性药物组、中药复剂

量组和拆方组合多地组、多地乌组无统计学意义。

表 ３　 中药复方及其拆方的止痛效果（ｎ＝２０，ｘ±ＳＤ）

Ｔａｂ ３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组别 鼠数 ／ 只 扭体次数 镇痛率

空白对照组 ２０ ８２．９４±４．１２ －

阳性药物组 ２０ ５．８１±１．６０∗∗ ９２．９９％

止痢散低剂量组 ２０ ６５．３５±４．６０∗∗＃＃ ２１．２１％

止痢散中剂量组 ２０ ７４．５５±４．４６＃＃ １０．１２％

止痢散高剂量组 ２０ ７６．２４±３．５９＃＃ ８．０８％

多地组 ２０ ６２．３８±５．６２∗∗＃＃ ２４．７９％

多地乌组 ２０ ５６．８０±５．１５∗∗＃＃ ３１．５２％

　 ∗∗表示与对照组相比 Ｐ＜０．０１；＃＃表示与阳性组比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ｖ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１， ｖ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

表 ４　 中药复方及其拆方对小鼠痛阈的影响结果

（ｎ＝２０，ｘ±ＳＤ）
Ｔａｂ ４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ａｉ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ｉｎ ｍｉｃｅ

组别 鼠数 ／ 只
给药后痛阈 ／ ｓ

３０ ｍｉｎ １ ｈ

空白对照组 ２０ ３０．８２±２．７０ ３０．４５±２．３２

阳性药物组 ２０ ４６．８３±３．３８∗∗ ３４．５０±２．７３

止痢散低剂量组 ２０ ３１．８３±２．７１＃＃ ２７．５７±１．５６

止痢散中剂量组 ２０ ２８．４２±４．１０＃＃ ２８．６２±２．３４

止痢散高剂量组 ２０ ２６．８３±２．５１＃＃ ２７．４８±２．０７

多地组 ２０ ２９．００±３．７３＃＃ ２９．３８±３．０７

多地乌组 ２０ ３０．９２±１．７５＃＃ ２９．８１±１．７３

　 ∗∗表示与对照组相比 Ｐ＜０．０１；＃＃表示与阳性组比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ｖ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１， ｖ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

３．３　 止痢散、多地、多地乌对 ３ 种细菌 ＭＩＣ、ＭＢＣ
的测定结果　 在本试验中，中药复方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和大肠杆菌表现为较敏感，其 ＭＩＣ 为 ０．６３ ｍｇ ／ ｍＬ；
止痢散对沙门氏菌的 ＭＩＣ 为 ９．３７５ ｍｇ ／ ｍＬ。 多地、
多地乌剂量组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

氏菌的 ＭＩＣ 为 １５０ ｍｇ ／ ｍＬ。 在本试验中，止痢散对

大肠杆菌的 ＭＢＣ 为 ０．９３７５ ｍｇ ／ ｍＬ，对金黄色葡萄

球菌的 ＭＢＣ 为 ０．６２５ ｍｇ ／ ｍＬ，止痢散对沙门氏菌的

ＭＢＣ 为 ３７．５０ ｍｇ ／ ｍＬ，多地、多地乌均无明显杀菌

作用。
４　 讨论与小结

炎症反应参与许多疾病的基本病理过程，临床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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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病变部位的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及间或

伴有不同程度的全身性反应。 疼痛是机体受到不

良刺激或损伤后产生的信号和反应，是许多疾病常

见的症状。 药物的镇痛作用一般以物理性（热、电、
机械） 或化学性的刺激引发疼痛反应，通过监测药

物对疼痛反应的影响以评价药效。 许多研究报道，
炎症反应和疼痛常常相伴而生，并互相影响。 大量

的临床研究及实验证明，很多中药具有很好的抗炎

镇痛作用。 而中药的抗炎作用机制表现为多种途

径，主要有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调节功能、
干扰花生四烯酸代谢、抑制炎性介质、抗血栓生成

等［１０］。 中药的镇痛作用机制主要有减少外周致痛

物质及诱导痛敏物质的分泌、减轻局部致痛物质的

堆积、增加外周内源镇痛物质的释放、调节 ｃ－ｆｏｓ 基

因、增加阿片肽类的含量、抑制第二信使神经递质

ＮＯ 的释放、降低脑组织中前列腺素 Ｅ２（ＰＧＥ２）的

含量、提高 ５－ＨＴ 的含量等［１１］。
俞浩等［１２］ 研究地榆炮制前后水提物抗炎作

用。 结果发现生地榆和地榆炭水提物均能抑制二

甲苯引起的小鼠耳廓肿胀、冰醋酸引起的小鼠腹腔

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 汪群红等［１３］ 研究乌药的抗

炎和镇痛作用。 发现乌药可明显减少小鼠扭体次

数，明显降低大鼠肉芽肿、明显降低小鼠耳廓肿胀

率、明显降低大鼠足肿胀度，说明乌药具有明显的

镇痛和抗炎作用。 本研究采用二甲苯致小鼠耳肿

胀模型及冰醋酸致小鼠毛细血管渗透试验观察其

对炎症的影响；通过醋酸致小鼠扭体试验及热板法

试验观察其对疼痛的影响。 结果显示中药复方及

其中药组合能减轻二甲苯所引起的小鼠耳廓肿胀，
其抑制率为 １３．４６％、４．４５％和 ４．０２％；对毛细血管

通透性具有抑制的趋势， 抑制率为 １６． １３％ 和

４．８４％，但无统计学差异。 本试验研究还发现，中药

复方及其拆方能极显著抑制小鼠的扭体次数，中药

复方的镇痛率可达 ２１．２１％，多地、多地乌剂量组镇

痛率可达 ２４．７９％、３１．５２％，但对热板致小鼠疼痛的

抑制效果不显著。 多叶勾儿茶、地榆和乌药这三味

的组方与这些作用机制有关，但中药复方发挥作用

往往是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的，而本方是否存在通

过其它途径而起效，这三味对抗炎、镇痛作用机制

的直接贡献如何，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中药由于成分的复杂性和作用的多样性，其抗

菌机制的研究目前还比较浅显，研究手段也比较局

限。 中药既可以直接抑杀细菌，又可以通过增强机

体免疫力而发挥抑菌作用［１４］。 近几年的研究表

明，中药抗菌作用机制主要有干扰细胞壁合成、损
伤胞浆膜、影响细胞蛋白合成、影响核酸合成、抗毒

力与免疫防御、干扰遗传密码复制等［１５］。 研究中

药对病原菌的体外抑菌活性试验方法很多，一般采

用的方法有管碟法、固体培养基法、纸片抑菌法、平
皿稀释法以及琼脂扩散法等，它们通常只用于对中

药的抑菌活性作定性研究，定量分析常用二倍稀释

法［１６］。 Ｇｕｎｄｉｄｚａ 等［１７］利用杯碟法、试管法研究发

现 Ｂ．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的水、石油醚、氯仿、二氯甲烷提取物

对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球菌均有抑制活

性，其中水提取物的活性最为显著。 本试验研究发

现中药复方在 ０．６３ ｍｇ ／ ｍＬ 浓度以上时对大肠杆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现出很好的抑菌效果，对沙

门氏菌呈中度敏感，其 ＭＩＣ 分别 ９．３７５ ｍｇ ／ ｍＬ。 然

而，中药组合抑菌效果不明显，这可能与中药相互

配伍确可出现其药效增强、不变和减弱的有关。
目前，以多叶勾儿茶为主的家畜新兽药止痢散

的开发利用还鲜见报道，本研究对其抗炎、镇痛和

抑菌作用进行了初步评价，为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提

供了数据参考，也为研制较为理想的抗腹泻类新兽

药提供了数据参考。
中药复方及拆方组合对二甲苯所引起的小鼠

耳廓肿胀、醋酸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热板

致小鼠疼痛无明显抑制作用，但能极显著抑制小鼠

的扭体次数。 止痢散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和沙门氏菌均具有抑菌效果，但其拆方组合抑菌效

果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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