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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研 究气管炎丸 的止咳
、

平喘
、

祛疾作用
。

方法 � 采用豚鼠离体气管法和构株酸引喘法观察气管炎

丸 的平喘作用 � 用 雾化氛水刺激小鼠引咳 法观察该药的镇咳作 用 � 用小 鼠酚红 实验观察其祛疾作用
。

结果 �

该药可 以有效地 降低动 物 由氨水刺激引咳 的咳嗽次数
,

可 以 明显延长豚鼠致喘 的潜伏期
,

对乙 酸胆碱及组胺

造成的豚鼠 离体气管平滑肌收缩有显著的拮抗作用
,

可 以增加 小鼠气管及支气管酚红的 分泌量
。

结论 � 气管

炎丸具有较好的止咳
、

平喘
、

祛痰效果
。

关键词 气管炎丸 � 止咳 � 平喘 � 祛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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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炎丸 由川 贝母
、

地龙
、

淫羊 霍
、

鱼腥草
、

陈

皮
、

苦杏仁等 十二味药组成
,

临床上 用于治疗气 管

炎 二过敏性哮喘
、

支气管扩张等症
,

而且有较好的抗

菌消炎
、

润肺化痰
、

止 咳平 喘作用川
。

临床应用 多

年
,

疗效确切
,

毒 副作用小
,

目前 尚未见有关该制剂

药理方面的研究报道
。

为此
,

我们做 了如下的实验

研究
。

1 实验材料

1
.
1 受试 药物 气管炎 丸 ( 由 81 301 部 队医 院生

产
,

批 号 990907 )使用前用蒸馏水制成适宜浓 度的

混悬液
。

1

.

2 对比 阳性 药物

1
.
2
.
1 蛇胆川贝液 (辽宁恒仁制药厂生产

,

批号
:

0 110 17 )
。

1

.

2

.

2 构椽酸喷托维林片 (咳必清) ;上海信谊药

厂生产
,

批 号 990 303 2
。

使 用 前 用 蒸 馏 水 制成 每

100 m L 含构椽酸喷托维林 0
.
259 的混悬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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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男
,

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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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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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3 氯化钱 (分析纯 A R

,

沈阳化学试剂厂
,

批号

990409 )使用前用蒸馏水制成每 loom L 含氯化按 59

的溶液
。

1

.

2

.

4 氨茶碱注射液 (常州市第二制药厂 0
.
259/

10 m L
,

批 号 990422 )
。

使 用 前 用 蒸 馏 水 制 成 每

10om L 含氨茶碱 1
.
5 9 的溶液

。

1

.

2

.

5 氯化 乙 酞胆碱 (北 京东环 联合 化工厂
,

批

号 :00052 8 )
。

1

.

2

.

6 磷酸组织胺 (上海生化所技术公 司
,

批号 :

00 16 12 )
。

1

.

3 仪 器 402 型超声雾化治疗器 (上海 四菱 医疗

器械厂 ) ;260
一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 日本岛津) ;

台式 自动平衡记录仪 (上海大华仪器厂 )
。

1

.

4 受试动物 豚鼠
、

K M 小 鼠 (清洁级 ) (沈 阳军

区 总医 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平喘作用

2
.
1
.
1 对豚 鼠离体气管螺旋条的影响 取 300

-

400 9 雄性豚 鼠 10 只
,

处死后
,

剪下全部气管
,

剪成长



药学实践杂志 2004 年第 22 卷第 5 期

5 。m 的螺旋条
,

置于盛有克
一

亨氏营养液 的离体器官

浴槽内
,

温度 (37 士 0
.
5 ) ℃

,

稳定 lh 后开始实验
。

台

式自动平衡4己录仪记 录气管条 的舒缩 曲线
,

加入气

管炎丸 (浴槽 内浓度相当于原生药 10
.
24 9/ m L )后

,

可发现气管条的舒缩曲线下移
。

重新记录一段正常

气管条的舒缩曲线
,

加人乙酞胆碱或组织胺(浴槽 内

浓度分别为 1
.
67 x 10

一

,
g / m L

) 后
,

气管条平滑肌张力

明显增强
,

待收缩 曲线达到峰值 时
,

若再加人气管炎

丸(浓度同上 )
,

气 管条平滑肌张力 明显 降低
,

甚至

低于基线水平
。

求出药物对乙酞胆碱或组织胺所致

气管平滑肌痉挛的解痉百分率
。

见表 l
。

表1 气管炎丸对豚鼠离体气管螺旋条的影响 《
x 士 、 , n =

10 )

组别
药液终浓度

(g/m L )

生理盐水组

气管炎丸组

氨茶碱组

10
.
24 ])

8
.
3 x 10 一 6

对 乙酞胆碱解痉

(% )

0
.
00 土 0

.

0 0

6 1
.

0 7
士
6

.

3 2
2 )

对组胺解痉

(% )

0
.
00 土

0

.
0 0

6 2

.

8 6
士 1 1 4 5

2 )

1 1 3
.
2 1 土 8

.
1 1 2 ) 1 0 7

.

9 2
士
1 0

.
4 0 2 )

0

.

01 0 9
,

置于 容量瓶 中
,

加人 5% 碳酸 氢钠 溶液 至

100 m L ,

分别 吸取此酚红溶液 0
.
0 25 ,

0

.

0 7 5

,

0

.

1 2 5

、

0

.

1 7 5

、

0

.

2 5 0

、

1

.

2 5 0

、

2

.

5 0 0 m L 分 别置于 25 m L 容量

瓶中
,

以 5% 碳酸氢钠溶液稀释至刻度
,

摇 匀
,

避光

放置 30m in
,

于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 546
nm 处测定

吸收度
,

以浓度 为横 坐标
。

吸收度为纵 坐标作 出标

准曲线
。

2

.

2

.

2 对酚红排出量的影 响 取小鼠 50 只
,

雌雄

各半
,

体重 19 ~ 21 9
,

随机分为 5 组
,

即模 型组
、

氯化

按阳性药物组
、

蛇胆川 贝液 对 比药 物组
、

气 管炎丸

高
、

低 2 个剂量组
。

末次给药 lh 后
,

腹腔注射 5% 酚

红溶液 0
.
lm L/ 10 g

,

30
m in 后处死

,

剥去气 管周 围组

织
,

剪下 自甲状软骨至气管分支一段气管
,

放入已盛

有 Zm L 生理盐水的试管中
,

再加 0
.
lm L 氢氧化钠试

液
,

避 光放 置 30 m in 后
,

在 紫 外 可见 分 光 光 度 计

546n。 处测定光 密度
,

并采用组间
t 检验 法与模型

组进行显著性测定比较
,

结果见表 3
。

注
:‘’相当于原生药

, 2 ) 与生理盐水 比较
: 尸 < 0

.

00
1

结果表明
,

气 管炎 丸对 乙酞 胆碱或组织胺所致

气管平滑肌收缩有显著的拮抗作用
。

2

.

1

.

2 对豚鼠引喘潜伏期 的影 响 取体重 12 0 -

170 9 的幼年豚鼠
,

随机分 为 5 组
,

即模 型组
、

氨茶碱

阳性药物组
、

蛇胆川贝液对 比药物组
、

气管炎丸高
、

低2 个剂量组
。

各 鼠分别置于 Zo
cm x 20 em x 15 。m

喷雾装置箱内
,

加 2% 氯化乙酞胆碱和 0
.
1% 磷酸组

织胺混合液 50 m L 于超声雾 化治疗器 内雾化
,

起雾

后向实验箱内通雾 155 ,

观察引喘潜伏期 (即以喷雾

开始
,

到哮喘发作
,

呼吸困难
,

直到抽搐 的时间 ) 超

过 12 0 5
,

不予选用
。

次 日每组取已测定潜伏期 的豚

鼠 10 只
,

灌 胃给药
。

给药 lh 后
,

再次测定引喘潜伏

期
。

比较用药前后差 异
,

并采用组 间 t检验法与模

型组进行显著性测定 比较
,

结果见表 2
。

表 3 气管炎 丸对小 鼠呼吸道酚红排出量的影响《无士
3
)

组别 剂量(酬kg ) 动物数 光密度 O D

模型组

氯化钱

蛇胆川贝液

气管炎丸高剂量组

气管炎丸低剂量组

1
.
0

1
.
0

10
.
24 1)

5
.
121)

I0

lU

l0

J0

0
.
079 土 0

.
0 2 4

0
.
5 2 1 士 0

.

0 3 0
2 )

0
.
4 9 0

土 0
.
0 4 8 2 )

0
.
3 9 9 土 0

.
0 9 2

2 )

0

.
2 7 8 士 0

.
0 9 6

2 )

注
:’〕相 当于原生药

,

与模 型组 比较
:2)尸 < 0

.
0 01

表 2 气管炎丸对豚鼠引喘潜伏期的影响 (
二 士 :

)

组别 剂量 〔岁kg ) 动物数(只 )

模型组

氨茶碱组

蛇胆川贝液组

气管炎丸高剂量组

气管炎丸低剂量组

结果表明
:
气管炎丸可 明显增加小 鼠呼吸道酚

红排出量
,

与模型组相 比
,

有显著性意义
。

2

.

3 镇咳作用

2
.
3
.
1 对小 鼠雾化氨水 引咳法 的影响 取 20

-

24 9 小 鼠 30 只
,

随机分为气管炎 丸组 (24
.
0 9/kg )

,

磷酸可待因组 (0
.
05 9/kg )及蒸馏水对照组

。

于实

验前 Zh 给药
。

实验时将小 鼠置于玻璃罩内
,

每只 鼠

用 0
.
05 m L 氨水刺激 1m in

,

取出后立即观察 Zm in 内

咳嗽次数
,

气管炎丸组小 鼠咳嗽次数明显低于对照

组 尸 < 0
.
05

,

结果见表 4
。

1

.

0

1

.

0

1 0

.

2 4 t )

5

.

1 2
1 )

l 0

l U

1 0

l U

引喘潜伏期 (
s
)

58
.
1 士 1 4

.

5

1 0 1
.

8
士 2 3

.

6
2 )

7 9

.
4 士 1 8

.

0
3 )

7 6

.
6 士 2 0

.
0 3 )

6 6
.

9
土 1 7

.
5

表 4 气管炎丸对小 鼠氨水 引咳法的镇咳作用 (无
士 、 , n =

10 )

组别 剂量 C (岁kg) Z m in 内咳嗽次数 尸 值

注
:’)相当于原生药

,

与模型组 比较 : ’) 尸 < 0
.
0 0 1

, ’) 尸 < 0
.
0 5

气管炎丸

磷酸可待因

空 白对照组

10
.24 1)

0
.
05

6
.
56 士 1

.
7 6

5

.

2 0
土
1

.

5 2

8
.
9 2 士 1

.
8 8

尸 < 0
.
0 5

P < 0
,

0 0
1

结果表明
,

气管炎 丸可 明显延长豚 鼠引喘潜伏

期
,

与模型组相 比
,

有显著性意义
。

2

.

2 祛疾作 用 对小 鼠呼吸道 酚红排 出量 的影

响
。

2

.

2

.

1 绘 制 酚 红 标 准 曲线 精 密 称 取 酚 红

注
:’) 相当于原生药

结果表明
,

气管炎丸可明显降低雾化氨水致小

鼠咳嗽的次数
,

与模型组相 比
,

有显著性意义
。

2

.

3

.

2 对构椽酸致豚 鼠咳嗽潜伏 期及 咳嗽次数的



影响 实验操作
:
取豚鼠 50 只

,

雌雄各半
,

体重 18 0

一 2 2 0 9
,

随机分组
,

即模型组
、

咳必清阳性药物组
、

蛇

胆川 贝液对比药物组
、

气管炎丸高
、

低 2 个剂量组
。

给药 1 次/d
,

连续 3d
。

末次给药 l 周后
,

将豚鼠分别

置于 20 (
:m x 20 Cm / 15 Cm 密闭有机玻璃实验箱内

.

将 17
.
5% 构椽酸溶液 50 m L 置于超声波雾化器内雾

化
,

向实验箱内通雾化构椽酸溶液 30
5 ,

记录咳嗽潜

伏期及自喷雾起 sm in 内豚鼠咳嗽次数 (咳嗽以豚鼠

张嘴并听到响亮咳声为 1 次咳嗽 )
,

并采用组间 t检

验法与模型组进行显著性测定比较
。

结果见表 5
。

咳嗽潜伏期
,

明显减少构椽酸致豚 鼠咳嗽的次数
,

与

模型组相 比
,

有显著性意义
。

3 讨论

通过以上实验表明
:
气管炎丸可 明显延长拘椽

酸致豚鼠咳嗽潜伏期;可以扩张气管平滑肌
,

对抗乙

酞胆碱和组胺所致 的气管平滑肌收缩 ;明显减少拘

椽酸致豚鼠咳嗽的次数 ;明显减少雾化氨水致小 鼠

咳嗽的次数 ;明显增加小鼠呼吸道酚红排出量 ;明显

延长豚鼠引喘潜伏期
。

证明该药确实具有镇咳
、

祛

痰
、

平喘作用
。

表 5 气管炎丸对豚鼠咳嗽潜伏期及次数的影响 (
x 士 、

)

组别
剂量

(g/ kg)
动物数 咳嗽次数/5 m in

模型 组

咳必清 0
.
025

蛇胆川贝液 0
.
5 ’1

气管炎丸高剂量组 10
.
24 ‘、

气管炎丸低剂量组 5
.
12 ”

l 0

l 0

l 0

l U

咳嗽潜伏期

(t/
、

)

4 5

.

8 士 1 5
.
7

8 0
.
9 土 1 2

.
5 5 9

7 3
.
8 士 1 1

.
7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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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1
2 〕

5 2
.
3 士 6

.
3 9 4

3 〕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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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
.

8
士 3

.
3 2 )

1 6
.
5 士 6

.
1
3 )

1 8
.
1 土 5

.
3
3 )

2 1
.
4 土 5

.
8

注
:” 相当于原生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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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
,

气管炎丸可明显延长构椽酸致豚 鼠

·

药物不良反应和相互作用
·

克拉霉素致过敏反应 1 例

王凤英 (廊坊市人 民医院药剂科
,

河北 廊坊 065000 )

中图分类号 :R 97 8
.
l ‘

5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006 一 0 1 1 1 ( 2 0 0 4 ) 0 5
一 0 2 8 0 一 0 1

1 临床资料
少 于 20 m i

n
)

,

同时 口 服氯苯那敏 4m g
,

t i d

。

Z h 后红

肿开始消退
,

痛痒感渐无
。

患者
,

男
,

3 7 岁
,

因患急性中耳炎
,

于 2003 年 10

月 3 日来我 院门诊就诊
。

处方用药为克拉霉素 片

(商品名为诺帮
,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

批号
:0307242 )

,

每次一 片
,

每 IZ h 一次
,

服药后约

巧m in
,

患者 自感烦躁不安
,

面色潮红
,

四肢
、

颈
、

胸
、

背部出现大量皮疹
,

痰痒难忍
,

急到医院复诊
,

因患

者未服其它药物
,

考虑为克拉霉素的过敏反应
,

即刻

静脉推注 50 % 葡萄糖注射液 20 m L
十
10 % 葡萄糖酸

钙注射液 lo m L + 维生素 C 1
.
09(静脉推 注时间不

2 讨论

克拉霉素属于大环内醋类抗生素
,

主要用于鼻

咽部感染
,

下呼吸道感染
,

皮肤软组织感染
,

急性 中

耳炎
,

肺炎
,

支原体肺炎
,

沙眼衣原体引起 的尿道炎

及宫颈炎等
。

不 良反应主要是 胃肠道和中枢神经系

统反应
,

过敏反应少见
。

上述过敏反应在我院尚属

首例
,

提醒广大医务人员和患者密切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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