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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到手香水提液镇咳祛痰作用研究。方法　采用水蒸气蒸馏法对到手香水提液进行提取，采用到手香水提液对
小鼠进行氨水引咳法的镇咳实验，采用到手香水提液对小鼠进行气管酚红排泄量影响的祛痰实验。结果　到手香水提液６、
１２、２４ｇ·ｋｇ－１剂量组对小鼠的镇咳、祛痰作用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到手香水提液有显著的镇咳祛痰作
用，具有医药开发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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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手香（ＣｏｌｅｕｓａｍｂｏｉｎｉｃｕｓＬｏｕｒ．），别名左手香、
印度薄荷，得此名因用手触摸该植物叶片后，手指

间会留下浓烈的香气。到手香为唇形科鞘蕊花属

植物，原产于印度和东南亚；广泛分布于南部非洲、

南美洲，在国外作为一种香料，同时作为药用植物

和杀虫剂、杀菌剂应用，该植物在广东潮汕地区民

间偶有种植，当地人用它来治疗喉痛与咳嗽。联合

国粮农组织 １９９９年农业服务公告 １３７号公布的
《用作谷物杀虫剂的香料与药用植物》中列举了世

界上１００余种具有杀虫与杀菌活性的植物和植物
精油，到手香列入其中［１］，国内的中药典籍和植物

志、植物名录均未收录。到手香繁殖采用扦插法，

春秋季为适宜期，生长迅速，全草功效为清凉、消

炎、祛风、解毒。当前未查到有报道到手香水提液

的镇咳祛痰作用，而在广东潮汕地区人们将到手香

生鲜嫩叶洗净后口衔用来治咳嗽，因此对到手香水

提液进行镇咳祛痰药效学研究很有意义。本文对

到手香水提液进行镇咳祛痰作用研究，为到手香进

一步的开发利用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１　实验材料
１．１　药材　到手香：引种于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
中山大学（原中山医科大学）药材基地，在中山大学

南校区校内繁殖，由中山大学测试中心夏锋高级工

程师与生命科学院叶创兴教授共同鉴定为到手香。

浓氨水（广州化学试剂厂，批号２０１５０６１２），美沙芬
片（广州光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 Ｔ２３００４），苯
酚红（广州化学试剂厂生产，批号１５０９０４），痰咳净
（广州羊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１５０３１５）。
１．２　实验动物　ＮＩＨ小鼠，普通级标准，由广东省
卫生厅动物实验中心提供，合格证号：粤检证字第

２０１５Ａ０２２号。
２　实验方法
２．１　到手香水提液的制备　取到手香植物地上部
分，晾干，剪碎，精密称取碎叶适量，加入１０倍量蒸
馏水浸泡２ｈ，９０～１００℃回流提取６ｈ，冷却，双层
纱布过滤，清洗３次滤渣并过滤，合并滤液。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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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操作，多次提取，合并多次提取所得滤液，用布

氏漏斗抽滤，得到的滤液为到手香稀溶液。于７０℃
温度、－０．０８ＭＰａ压力、６０ｒ·ｍｉｎ－１的条件下，对到
手香稀溶液进行减压蒸馏浓缩［２］，得到到手香浓溶

液。精密量取适量浓溶液，用蒸馏水稀释后为到手

香水提液，制成浓度为０．３、０．６、１．２ｋｇ·Ｌ－１的高、
中、低三个剂量溶液，供镇咳祛痰实验用。

２．２　到手香水提液镇咳作用试验（对氨水引起小
鼠咳嗽的影响）设计［３－６］

２．２．１　试验设计　采用改进的引咳实验装置，在
恒压条件（压力为１０１ｋＰａ）下对小鼠进行氨引咳。
因为小鼠性别变化会影响实验进行中的梯度，因此

本实验采用雄性动物进行实验。

２．２．２　动物分组　选择健康，体质量在 １８．０～
２２０ｇ的ＮＩＨ小鼠共７５只，并按照体质量进行排
序分层，再采用层内单纯随机法分成５组，每组１５
只小鼠。设为：阴性对照组（生理盐水）、阳性对照

组（美沙芬溶液，给药剂量为０．０３ｇ·ｋｇ－１）、到手
香水提液高、中、低三个剂量组。并根据初试验测

试结果按倍量法设定给药剂量为２４、１２、６ｇ·ｋｇ－１。
２．２．３　试验方法　小鼠灌胃给药（０．４ｍＬ／２０ｇ）
１ｈ后，将小鼠放入密闭玻璃缸中，依据序贯法原则
按预定的时间喷入浓氨水气雾，喷雾结束后立即取

出小鼠，观察１ｍｉｎ内是否有咳嗽反应。咳嗽判断
方法：若１ｍｉｎ内出现３次及以上典型咳嗽动作（腹
肌收缩或缩胸，同时张大嘴，有时可有咳声）者，算

作“有咳嗽”。否则算作“无咳嗽”。以停止接触氨

水刺激之后１ｍｉｎ内咳嗽次数不小于 ３次判为阳
性，若个别动物在实验过程中出现死亡或休克亦判

为咳嗽阳性。其首次咳嗽时间以及２ｍｉｎ内咳嗽次
数同时作为科学数据作其它处理。

２．２．４　数据处理　用序贯法（上下法）求出引起半
数小鼠咳嗽的喷雾时间（ＥＤＴ５０）。计算 Ｒ值，若 Ｒ
值大于１３０％，即表明药物具有止咳作用。若 Ｒ值
大于１５０％，即表明药物有显著的止咳作用。计算
公式：ＥＤＴ５０＝ｌｏｇ

－１ｃ／ｎ［式中 ｎ为动物数，ｃ为 ｒｘ值
的总和，ｒ为每剂量组的动物数，ｘ为剂量（即喷雾时
间）的对数］。Ｒ＝给药组的ＥＤＴ５０／对照组的ＥＤＴ５０
×１００％。
２．３　到手香水提液祛痰作用试验（对小鼠气管酚
红排泄量的影响）设计［４７］

２．３．１　酚红标准曲线的绘制　精密称取一定量的
酚红，用５％碳酸氢钠溶解，配成每１ｍＬ含１２．５ｎｇ
的溶液，然后顺次进行倍比稀释成每毫升含酚红

６２５００、３．１２５０、１．５６２５、０．７８１３、０．３９０６、

０．１９５３、０．０９７７、０．０４８８ｎｇ的溶液，用分光光度计
于５４６ｎｍ波长测定其光密度（ＯＤ值），计算回归方
程：酚红含量 ＝ＯＤ值 ×７．６２６６－０．０５５４，ｒ＝
０．９９５６，绘制标准曲线。
２．３．２　试验方法　取健康 ＮＩＨ小鼠５０只，按照体
质量进行排序，采用随机区组分组法分成５组，每
组１０只小鼠，设为：阴性对照组（生理盐水）、阳性
对照组（０．０１ｋｇ·Ｌ－１痰咳净溶液，给药剂量为０．２
ｇ·ｋｇ－１）、到手香水提液高、中、低剂量组，根据初
试验测试结果按倍量法设定给药剂量为 ２４、１２、６
ｇ·ｋｇ－１。小鼠禁食不禁水１２ｈ后，灌胃０．４ｍＬ／２０
ｇ，３０ｍｉｎ后经腹腔注射５％酚红生理盐水溶液０．２
ｍＬ／２０ｇ，３０ｍｉｎ后采用断颈椎法处死小鼠，剪下小
鼠气管，放入预先盛有１．５ｍＬ的５％ ＮａＨＣＯ３溶液
试管中，超声５ｍｉｎ，促使气管段中的酚红释放出来。
将各试管中溶液于分光光度计５４６ｎｍ处测 ＯＤ值。
将各试管含气管段放置过夜，２４ｈ后重测ＯＤ值。
２．３．３　数据处理　根据酚红含量和动物体质量计
算出校正酚红含量，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进行方
差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算公式：
校正酚红含量＝酚红含量（ｎｇ）／小鼠体质量（ｋｇ）；
化痰率（％）＝给药组校正酚红含量／空白对照组
校正酚红含量×１００％。
２．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数据统计
分析。观测指标中的酚红含量等为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ＬＳＤｔ检验。化痰
率等为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　结果
３．１　到手香水提液镇咳作用试验（对氨水引起小
鼠咳嗽的影响）　本实验中阳性对照药物美沙芬的
镇咳效果Ｒ＝１３３．６３％，即镇咳效果为有效，说明本
实验条件结果可靠。样品组的Ｒ＞１３０％，说明到手
香水提液对氨水诱导的小鼠咳嗽有明显的镇咳作

用，具体数据见表１。

表１　到手香水提液对小鼠镇咳药理实验结果

组别 鼠数
样品浓度／

ｇ·Ｌ－１
给药剂量／

ｇ·ｋｇ－１
ＥＤＴ５０

Ｒ值／

％

止咳

效果

阴性对照组 １５ — — ２９．３１ — —

阳性对照组 １５ １．５ ０．０３ ３９．１７１３３．６３有效

水提液高剂量组 １５ １２００ ２４ ４３．４５１４８．２４有效

水提液中剂量组 １５ ６００ １２ ４２．９１１４６．４０有效

水提液低剂量组 １５ ３００ ６．０ ４０．４６１３８．０４有效

　　注：“—”表示此项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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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到手香水提液对小鼠祛痰药理实验结果

组别 鼠数
给药剂量／

ｇ·ｋｇ－１
动物气管酚红含量／

（ｎｇ，ｘ±ｓ）

校正酚红含量／

（ｎｇ·ｋｇ－１，ｘ±ｓ）
化痰率／％

阴性对照组 １０ — ０．３０±０．０７ １５．４６±４．０７ —

阳性对照组 １０ ０．２ ０．８６±０．４０ ４５．０３±２１．８２ ２９１．３０ａ

水提液高剂量组 １０ ２４．０ ０．６７±０．２９ ３４．１９±１４．９３ ２２１．１７ａ

水提液中剂量组 １０ １２．０ ０．６３±０．２３ ３２．１５±１１．８１ ２０７．９６ａ

水提液低剂量组 １０ ６．０ ０．５０±０．１９ ２４．５６±８．７５ １５８．８９ａ

　　注：与阴性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２　到手香水提液祛痰试验（对小鼠气管酚红排
泄量的影响）　本实验中阳性对照药物痰咳净的祛
痰率为２９１．３０％，与阴性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说明本实验条件结果可靠。实验
结果表明，到手香水提液使小鼠气管酚红排泄量增

加，有明显的祛痰作用，具体数据见表２。
４　讨论

氨水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嗅味，用空压机将浓氨

水通过雾化器雾化喷入动物容器内，小鼠吸入后，

刺激呼吸道感受器，即可引发反射性咳嗽。凡能抑

制咳嗽中枢或降低呼吸道感受器敏感性的药物均

有镇咳作用［８］，即能抑制氨水引起的咳嗽。本实验

中到手香水提液高中低剂量组均具有明显的镇咳

作用，而到手香水提液镇咳药理作用机制是属于中

枢性还是属于外周性，有待进一步实验研究。动物

呼吸道分泌量增多，有利于附着呼吸道黏膜的浓痰

变稀，从气管壁脱落，起到祛痰作用。小鼠腹腔注

射酚红生理盐水后，酚红会随呼吸道分泌液排出，

酚红排泌量的多少可以反映出呼吸道分泌液的量。

本实验中到手香水提液能增加小鼠气管酚红排泌

量，有利于附着气管黏膜的浓痰变稀，从气管壁脱

落，起到祛痰作用。到手香水提液含有蛋白质、氨

基酸、皂苷、鞣质、糖及其苷类、酚类和有机酸等化

学成分［９］；其中镇咳祛痰作用的有效成分及其作用

机制尚待进一步实验研究和探讨。因为有些药用

植物具有镇咳祛痰作用，同时也具有平喘作用，笔

者曾进行豚鼠离体气管平滑肌收缩的影响实验、

２％乙酰胆碱和０．１％组织胺混合液喷雾致喘豚鼠

的影响实验［１０］，对到手香水提液平喘作用进行研

究，结果显示到手香水提液对喷雾致喘豚鼠的引喘

潜伏期、对豚鼠离体气管平滑肌收缩均没有显著抑

制作用。本实验中到手香水提液有明显镇咳祛痰

作用，为进一步药效学研究及合理开发利用到手香

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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