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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药对于畜禽呼吸道疾病治疗上有着特殊的疗效，清肺颗粒具有良好的清肺平喘，化痰

止咳功效，主治动物咽喉肿痛、清热咳嗽之症，是一种治疗畜禽常见呼吸道疾病的高效中药产品。
通过查阅典籍与文献对清肺颗粒处方中药材的主要成分、药理作用和提取工艺研究进行综述，为清

肺颗粒制备工艺改良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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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禽呼吸道疾病在兽医临床最为常见，可由细

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微生物感染引起，也可因粉

尘、气体和饲料变质诱发，造成畜禽的生产性能降

低，经济效益减少，甚至动物死亡。 清肺颗粒组方

来源于《中国兽药典》，由板蓝根、葶苈子、浙贝母、
甘草和桔梗 ５ 味中药材组成，具有良好的清肺平

喘、化痰止咳、 抗炎功效， 主治清热咳嗽、 咽喉

肿痛［１］。
《中国兽药典》中记录的清肺颗粒提取工艺为

传统的水煎煮法，存在中药提取时间长、溶剂消耗

大、提取效率低、工艺流程繁杂、提取成本高等缺

点。 李玉平改良制备的清肺平喘颗粒，利用黄酮和

多种生物碱的醇溶属性，将桔梗、浙贝母和葶苈子 ３
种药材进行乙醇回流提取，提取后的药渣再同板蓝

根和甘草进行水煎煮，进一步提取药材中的水溶性

成分，结果显示其制备的清肺平喘颗粒有效成分含

量更高。 为此，本文对清肺颗粒处方中药材的主要

成分、药理作用和提取工艺等情况进行综述，为清

肺颗粒的制备工艺改良提供新思路。
１　 清肺颗粒方剂

１． １　 功效主治　 清肺平喘，化痰止咳。 肺热咳喘，
咽喉肿痛。 证见气促喘粗，咳嗽，口干，舌红等。
１． ２　 辩证论治 　 本方证为肺热壅滞，气失宣降所

致的肺热气喘。 方中以贝母、葶苈子清热定喘，桔
梗开宣肺气而祛痰，使升降调和而喘咳自消；板蓝

根、甘草清热解毒。 诸药合用，共奏清肺平喘之效。
１． ３　 应用　 方剂适用于肺热咳喘。 支气管炎和肺

炎均可加减使用。 若热盛痰多，可添加知母、瓜蒌、
桑白皮、黄白药子等；若喘症明显，可添加苏子、杏
仁、紫菀等；若肺燥干咳，可添加沙参、麦冬、天花

粉等。
２　 板蓝根

２． １　 主要成分 　 板蓝根是多种植物的别称，如马

蓝属爵床科植物板蓝、菘蓝属十字花科植物菘蓝、
倒吊笔属夹竹桃科植物蓝树、木蓝属豆科植物野青

树等。 其主要成分有：靛苷、靛红、靛蓝、靛玉红等

吲哚类化合物，色氨酮等喹唑类生物碱；黑芥子苷、
１ －硫代 － ３ － 吲哚甲基芥子油苷、葡萄糖芸薹素、

新葡萄糖芸薹素等芥子苷类化合物，告依春、表告

依春等含硫类化合物，棕榈酸、苯甲酸、水杨酸、２ －
氨基苯甲酸、丁香酸等有机酸类物质［２］。
２． ２　 药理作用

２． ２． １　 抗病原微生物作用　 王亚芳等发现板蓝根

对于多种细菌和病毒具有抑制作用。
２． ２． ２　 抗内毒素作用　 阮德清的研究结果显示板

蓝根提取物可对脂多糖诱导内毒素小鼠产生很好

的保护作用。
２． ２． ３　 解热作用　 倪力军发现板蓝根可有效缓解

多因素诱发的小鼠直肠升温。
２． ２． ４　 抗炎作用　 李雅莉的研究表明板蓝根可在

流感病毒感染后降低 ＴＮＦ － α、ＩＬ － ６、ＩＬ － １０ 和

ＩＦＮ － γ 在血中含量。
２． ３　 提取工艺　 江晓倩等［７］ 发现超声法提取的板

蓝根水提液中（Ｒ，Ｓ） － 告依春的含量明显高于水

煎法和沸水浴法，最佳提取工艺为 ５０ 倍量水，超声

３０ ｍｉｎ。 张前珍等［８］ 发现乙醇回流法提取的板蓝

根中靛玉红含量是水提醇沉法的 ９７ 倍，最佳提取

工艺为 ７ 倍量 ８０％乙醇回流提取 ２ 次，８０ ｍｉｎ ／次。
温馨等［９］ 发现料液比 １ ∶ ２０ （ ｇ ／ ｍＬ），９０ ℃，超声

３０ ｍｉｎ时板蓝根多糖提取效果最佳。
３　 葶苈子

３． １　 主要成分　 葶苈子是十字花科芝麻菜属植物

芝麻菜的种子。 主要成分有：毒毛旋花子甙配基、
葶苈苷、伊夫双苷和糖芥苷等强心苷，葡萄糖异硫

氰酸酯的降解产物，异硫氰酸烯丙酯、异硫氰酸丁

烯酯、４ －甲硫丁基异硫氰酸酯等异硫氰酸类物，肉
豆蔻酸、棕榈酸、硬脂酸、花生酸、十六碳烯酸、亚麻

油酸等脂肪油类，环硫丁烷衍生物，槲皮素 － ７ －
Ｏ － β － Ｄ －吡喃葡萄糖苷［１０］。
３． ２　 药理作用

３． ２． １ 　 止咳平喘作用 　 杨云等［１１］ 采用传统的氨

水引咳法和组胺乙酰胆碱引咳法考察葶苈子的止

咳、平喘作用，结果显示葶苈子提取物的止咳平喘

作用良好。
３． ２． ２ 　 利尿作用 　 曾梦楠等［１２］ 研究发现葶苈子

各个化学拆分组分均有较好的利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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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３　 强心作用　 基杰等［１３］ 发现黄芪、葶苈子配

伍对慢性心率衰竭的疗效显著。
３． ２． ４　 抗菌作用　 葶苈子中的苄基芥子油可以抗

２０ 余种真菌和数十种其他细菌［１４］。
３． ２． ５ 　 抗癌作用 　 桂家辉［１５］ 发现南葶苈子的有

效部位乙酸乙酯浸膏在裸鼠体内的抗肿瘤效果明

显；马梅芳等［１６］研究发现南北葶苈子对 Ｓ１８０ 荷瘤

小鼠均有一定抗癌作用。
３． ２． ６ 　 调血脂作用 　 刘忠良［１７］ 研究发现南葶苈

子醇提物和南葶苈子油可有效调节饮食性高血脂

症大鼠的血脂。
３． ３ 　 提取工艺 　 颜祖弟［１８］ 研究发现纤维素酶提

取法可提高葶苈子中多糖提取量，最佳工艺为 ｐＨ
为 ５，加酶量 ４ ｍＬ，５０ ℃，提取 １ ｈ。 李红伟［１９］研究

结果显示蒸制、酒炙、盐炙均能提高葶苈子脂肪油

的提取率。 李雪峰［２０］ 研究结果显示 １ ／ ４ 装量，提
取 ２ 次，时长 ２ ｈ，８ 倍溶剂量时葶苈子中槲皮素 － ３
－ Ｏ － β － Ｄ －葡萄糖 － ７ － Ｏ － β － Ｄ － 龙胆双糖苷

效果最佳。
４　 浙贝母

４． １　 主要成分 　 浙贝母百合科贝母属植物，又称

为大贝、象贝、元宝贝、珠贝。 主要成分有：贝母甲

素、贝母乙素、浙贝宁、浙贝酮、贝母新碱、贝母芬

碱、胆碱、贝母醇、植物甾醇、去氢鄂贝啶碱、西贝

素、伊贝辛、浙贝丙素、浙贝母碱、异贝母素甲等生

物碱，括贝母碱苷、西贝素苷、贝母素甲苷、伊贝碱

苷 Ａ、平贝碱苷等皂苷，多糖等［２１］。
４． ２　 药理作用

４． ２． １ 　 止咳化痰 　 王翰华等［２２］ 发现浙贝母叶提

取物具有止咳、平喘、化痰的功效。 钱伯初等［２３］ 研

究发现浙贝母中的浙贝母碱和去氢浙贝母碱均具

有明显的镇咳作用。
４． ２． ２ 　 镇痛抗菌 　 曹跃芬等［２４］ 研究发现浙贝母

精油可以抑制白色念珠菌。 张明发［２５］ 的研究表明

浙贝母提取物可以明显缓解醋酸引起的小鼠扭动

和甩尾现象的产生。
４． ２． ３　 抗溃疡、抗炎止泻　 张明发［２５］ 的研究还发

现浙贝母提取物还可以抑制盐酸引起的小鼠胃溃

疡，同时浙贝母对蓖麻油和番泻叶引起的腹泻抑制

效果显著［２６］。
４． ２． ４ 　 抗肿瘤 　 祁爱风［２７］ 研究表明贝母素甲可

诱发细胞凋亡，同时贝母甲素和生物碱成分还可以

调控各种细胞因子来改变白血病多种治疗药物的

抗性。 邓雯琦等［２８］发现在放化疗期间长期辅以贝

母等化痰散结和抗癌中药进行治疗，可起到满意的

疗效。
４． ３　 提取工艺　 侯敏娜等［２９］发现料液比 １∶ １３ ｇ ／ ｍＬ，
５４ ℃，超声 ２５ ｍｉｎ 时浙贝母中挥发油提取效果理

想。 魏金莹［３０］ 研究发现 ６０ ℃，ｐＨ 为 ４． ５，纤维素

酶量 ２． ５ ｇ ／ Ｌ，提取 ３． ５ ｈ 时浙贝母中生物碱提取效

果最佳［３０］。 郭晓雨等［３１］ 研究发现醋炙、酒炙对浙

贝母的提取效果最好。
５　 桔　 梗

５． １　 主要成分　 桔梗是桔梗科桔梗属植物，主要

成分包括远志酸类、桔梗酸类及桔梗二酸型等桔梗

皂苷，黄酮、二氢黄酮、黄酮苷类等黄酮类物质，酚
酸类、聚炔类、脂肪酸（亚油酸、棕榈酸等）、多糖类、
甾醇类和微量元素等成分［３２］。
５． ２　 药理作用

５． ２． １ 　 抗肿瘤　 曾川川［３３］ 发现桔梗苷 Ｄ 和金属

Ｒｕ、Ｉｒ 配合可诱导细胞凋亡。 王欢等［３４］ 发现熟化

的桔梗可抑制 Ｈ２２ 荷瘤增殖。 田雨弘［３５］发现桔梗

茎叶中皂苷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５． ２． ２　 抗氧化作用　 许瑞如研究发现正丁醇提取

的桔梗根抗氧化效果最好［３６］。 于婷［３７］研究发现发

酵后的桔梗对 ＤＰＰＨ 和 ＯＨ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显著

增强。 Ｃｈｅｎｙａｎｇ Ｓｈｉ 等［３８］ 的研究结果表明桔梗苷

可以通过调控线粒体的代谢功能阻止体外早衰。
５． ２． ３ 　 抗菌作用 　 刘一宁［３９］ 制备的桔梗汤可以

显著降低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小鼠肺组织

损伤。 周兰华［４０］醇提桔梗中的皂苷和黄酮类物质

对革兰氏阴性菌的抑制率最高。
５． ２． ４　 免疫调节　 王萌等［４１］ 研究显示，桔梗皂苷

Ｄ 可显著提高小鼠脾淋巴细胞的刺激指数、和 ＩＬ －
２、ＩＬ － ４ 分泌。 郑丕苗［４２］ 研究发现桔梗多糖可激

活鸡腹腔巨噬细胞，提高各细胞因子的含量。 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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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４３］现桔梗多糖可以显著增强环磷酸酰胺诱导的

免疫缺陷小鼠的免疫功能。
５． ２． ５ 　 抗糖尿病和抗肥胖作用 　 郑杰等［４４］ 发现

桔梗提取物可以增强外源胰岛素的降糖效果。 郑

毅男等［４５］研究结果显示，桔梗皂苷可以抑制脂肪

酶的活性。
５． ２． ６ 　 抗心肌损伤作用 　 史有阳等［４６］ 研究发现

桔梗提取物可以保护斑马鱼心脏损伤。
５． ３　 提取工艺　 朱学军［４７］ 研究表明，３５ ℃，２ ｈ，
料液比 １∶ ２５，盐浓度为 ０． ２０ ｍｏｌ ／ Ｌ 时 β － Ｄ － 葡萄

糖苷酶活力最佳。 许一平等［４８］ 研究发现纤维素酶

用量 ０． ６％ ，酶解温度 ５５ ℃，料液比 ｌ∶ ２０，超声酶解

时间 １． ５ ｈ 黄酮得率最佳［４８］。 陈俊波［４９］ 考察水提

醇沉法提取桔梗的最佳条件，最佳工艺为提取温

８０ ℃，３ ｈ，料液比 １∶ ３０。
６　 甘　 草

６． １　 主要成分　 甘草是双子叶植物纲豆目蝶形花

科甘草属植物，又名国老、甜草、乌拉尔甘草、甜根

子。 主要成分包括甘草酸和甘草次酸等三萜类化

合物，甘草素﹑异甘草素﹑甘草苷等黄酮类化合

物，葡糖糖﹑鼠李糖﹑阿拉伯糖、半乳糖等多糖类

化合物［５０］。
６． ２　 药理作用

６． ２． １ 　 抗病毒作用 　 张明发等［５１］ 发现甘草酸类

物质具有抗多种呼吸道病毒的作用。
６． ２． ２ 　 抗癌作用 　 张丽娟等［５２］ 制备的甘草次酸

纳米粒对人肝癌细胞体外抑制效果良好。
６． ２． ３ 　 抗炎抑菌作用 　 阮仁余等［５３］ 研制的甘草

次酸洗手液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白色念

珠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包芳等［５４］ 发现甘草中的

半甘草异黄酮 Ｂ 和粗毛甘草素 Ｃ 可有效抑制多种

植物病原菌。
６． ２． ４ 　 抗氧化作用 　 化敏等［５５］ 研究表明甘草饮

片用量与 ＤＰＰＨ 自由基的清除率呈正相关。
６． ２． ５ 　 免疫调节作用 　 陈璟怡［５６］ 发现饲喂甘草

提取物可促进禽流感 Ｈ９Ｎ２ 和新城疫抗体效价的

升高。
６． ３　 提取工艺 　 张光辉［５７］ 以 ９５％ 乙醇为溶剂，

８６． ７ ℃、提取 ４． ０ ｈ、液料比 ８０∶ １（ｍＬ ／ ｇ）时提甘草

中黄酮提取效果最佳。 姜文倩［５８］ 发现 ３０％ 乙醇、
液固 比 ３５ ｍＬ ／ ｇ、 提 取 ７０ ｓ、 吐 温 － ６０ 浓 度

０． ０１ ｇ ／ ｍＬ和微波功率 ３９０ Ｗ 时提甘草中黄酮提取

效果最佳。 王振强［５９］ 发现以回流法 ９０ ℃、料液比

１∶ ３０（ｇ ／ ｍＬ）、提取时间 ０． ５ ｈ、提取 ５ 次时甘草中

甘草酸提取效果最佳。
７　 展　 望

中药的成分复杂，含多种有效成分，找到一种

行之有效的提取方法是中药研究领域中一项重要

内容。 传统清肺颗粒采用水煎煮提取法，缺点是降

低了药材中的非水溶性有效成分且能耗较高。 未

来研究中可依据上述单味中药提取方法，将微波提

取、生物酶提取和醇提取等多种新技术合理整合，
制定一套效率更高、更节能的提取方法，避免宝贵

中药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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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０， １３（０８）： １４４４ － １４４７．

［２８］ 邓雯琦，徐筱青，林月洁，等． 局限期小细胞肺癌中医辨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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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１ － ７２５．

［２９］ 侯敏娜，成昕玥，赵明光，等． 浙贝母挥发油提取工艺优选及

抑菌活性实验研究 ［ Ｊ］ ． 西部林业科学， ２０１９， ４８ （ ０１ ）：

８７ －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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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魏金莹，朱宏吉，魏静娜，等． 酶法提取贝母中总生物碱的工

艺研究［Ｊ］ ． 中草药，２００７（０９）：１３４４ － １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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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ｎｅ， ２００７（０９）： １３４４ － １３４６．

［３１］ 郭晓雨，刘 洋，孙殿奎，等． 平贝母新炮制品开发研究报告

Ⅰ—总生物碱提取工艺的优化及新炮制品分析［ Ｊ］ ． 人参研

究，２０１２，２４（０１）：１５ －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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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王 欢，关大朋，李 伟，等． 熟桔梗对 Ｈ（２２）荷瘤小鼠的抑瘤作

用及皂苷类成分分析 ［ Ｊ］ ． 毒理学杂志， ２０１５， ２９ （ 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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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许瑞如，张秀玲，李 振，等． 桔梗根提取物不同溶剂萃取物的

抗氧化活性［Ｊ］ ． 食品研究与开发，２０２１，４２（０１）：３１ －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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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４２（０１）： ３１ － ３６．

［３７］ 于 婷． 发酵对桔梗降血糖主要成分的影响及降血糖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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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Ｂ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 Ｊ］ ．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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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刘一宁． 桔梗汤抗金葡菌感染致急性肺损伤及其药效成分研

究［Ｄ］． 浙江大学，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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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８．

［４０］ 周兰华，张海悦． 桔梗乙醇提取物的抑菌活性研究［ Ｊ］ ． 食品

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５，３６（２３）：３４ －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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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ｔｙｃｏｄｏｎ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 Ｊ］ ． Ｆｏｏ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 ３６（２３）： ３４ － ３７．

［４１］ 王 萌，韩嘉祺，张 凤，等． 桔梗皂苷 Ｄ 对小鼠脾淋巴细胞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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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８， ４８（０１）： ９３ － １００．

［４２］ 郑丕苗． 桔梗多糖结构鉴定及其对鸡腹腔巨噬细胞免疫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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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１２， ２８（０３）： １１２ － １１４．

［４４］ 郑 杰，籍保平，何计国，等． 桔梗对高血糖小鼠短期血糖和胰

岛素水平影响［Ｊ］ ． 食品科学，２００６（１０）：５２５ － 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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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０６）：４２ － ４６ ＋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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