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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素口 服液对消化系统的药理作用

符旭东 孙汉清

(广州军区武汉 总医院 武汉 430070)

摘要 本文对婴儿素口服液的药理作用研究表明
,

婴儿素口服液作用温和
,

有促进胃液分泌
,

松弛 胃肠

平滑肌 自发性收缩活动和抑制胃肠蠕动的作用
。

本品毒性较低
,

15 以比
·

d 连续 3d
,

无一死亡
。

关键词 婴儿素口 服液 ;胃肠道平滑肌 ;药理 作用

婴儿素散剂是治疗婴幼儿 消化不 良
,

乳

食不进
,

腹痛腹泻的常见复方
,

由白扁豆
、

鸡

内金
、

川贝
、

牛黄
、

碳酸氢钠等组成
。

由于是

散剂服用不方便
,

我们将其改成 了 口服液
,

本

文对婴儿素 口 眼液的药理作用进行研究
,

现

报道 如下
:

一
、

动物与药品

动物
:
W is ta r

大 白鼠
、

昆明种 小 白鼠
、

家

兔均由本院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

药品
:
婴儿素散剂

、

婴儿素 口 服液(武汉

辛安渡制药厂 )
、

氯化 乙酞胆碱(军事 医学科

学院)
、

氯化钡(分析纯
,

湖南试剂厂产品)
、

阿

托品(湖北制药厂 )
、

霍香正气水(湖北广水制

药厂 )
。

二
、

方法与结果

(一 )对大 白鼠胃液分泌的 影响川
:

取 18 4
.
0 土 18

.
0 9 w ist

a r
大 白鼠

,

随机分

为 6 组
,

每天灌 胃给药两次
,

连续 3d
,

禁食



,

用 3
.
5 % 戊巴 比妥 (0

.
1m o l八009)轻度 离值为 0

.
02pH )测定 pH 值

。

» 用 M E tt 法

麻醉
,

剖腹结扎幽门
,

s h 后处死动物
,

取 胃收 测定 胃蛋 白酶活性
。

取上清液 1
.
oml 置于试

集胃液
,

离心分离(3000叮m in ,

离心 10m in )
。

管中
,

在 37℃孵化 24h
,

测量蛋 白质两端透明

¹ 测定胃液容积
。

º 测定 胃液 pH 值
,

取上 部分的长度 (m m )
,

以四端之值求其平均值
。

清液 0
.
sm l

,

置 于 50 m l容量瓶 中
,

用 水稀释 胃蛋 白酶的单位 二 平均 值
2 x 16

,

结果见表

至刻度
,

然后用 PH S 一 Z C 型酸度计 (最小分 1
。

表 1 婴 儿素对大 白鼠 胃液分泌的影 响

组别 动物数(只 ) 剂 量(nil /kg) 体积(nil ) pH 胃蛋 白酶活性(m 衬 )

生理盐水 10 20 5
.
34 士 1

.
4 8 1

.
2 1 士 0

.
1 5 1 6 1

.

70
士6 1

.
6 7

5 % 婴儿素口服液 10 20 8
.
64 士 1

.
8 6 ” 1

.2 1士0
.
1 9 1 6 3

.
6 5 士 6 3

.
1 7

1 0 % 婴儿素口服液 10 20 8
.43 士 1

.
5 5

‘ ’

1

.

1 7 士0
.
1 3 1 6 0

.
0 士 4 5

.
7 3

2 0 % 婴 儿素口服液 10 20 9
.15 士2

.
8 6 ” 1

.
20 士0

.
1 6 1 8 0

.
0 8 士 5 7

.
6 6

婴儿素粉剂 10 0
.
6 7 .32 土 1

.
5 8 ” 1

.
2 1土0

.
1 5 1 8 0

.
1 8 土4 1

.
0 1

醋酸泼尼松 10 5 7 .13 士2
.
30

,

1

.

2 8 士0
.
2 6 20 5

.
9 0 土 1 2 2

.
0 2

注
:
与生理盐水的差异

, ,
P < 。

.
05

, . ,
P < 。

.
01

( 二 )对小 鼠胃肠推进功能的 影响[2]
,

15
m in 后处死小 鼠

,

剖腹取 幽门至盲肠段 小

体重 18 一 22 9 的小鼠
,

雌雄兼用
,

随机分 肠
,

剪开附着在肠管上的系膜
,

将肠管拉成直

为 6 组
,

禁食 24h
,

分别灌服 20
、

10

、

5 % 婴儿 线
,

从幽门为起点
,

测定炭末在肠管内的移动

素口 服液
,

30
% 婴儿素散剂

、

0

.

05
% 阿托 品

、

距离和小肠 的全长
,

计算每只小 鼠炭末移动

生理盐水
,

剂量为(0
.
2m l/1 09 )

。

30
m in 后各 距离占小肠全长的百分率

。

结果见表 2
。

鼠均 灌 服 5% 炭末 溶 液 0
.
2m l/ 只

。

经 过

表 2 婴儿素对小 鼠胃肠推进功能的影响

组别 动物数(只) 炭末推进百分率(% ) P 值

生理盐水

0
.
05% 阿托品

5% 婴儿素 口 服液

10 % 要 儿素口 服液

20 % 耍儿素 口服液

30 % 耍儿素粉剂

l5

15

15

l5

15

15

65
.
3 士 8

.
4

3 6
.
8 士 7

.
1

5 4
。

7 士 12
.
8

4 4
.
6 士 1 1

.
2

4 6
.
4 士 10

.
1

5 6
.
5 士 10

.
3

< 0
.
0 1 △ < 0

.

01
△ 。

< 0
.

05
△

< 0
.

05
△ > 0

.

05
△ △

< 0
.

01
△ < 0

.

01
△ 。

△婆儿素与生理盐水差异

△△奥儿家口服液 与散剂的差异

(三 )对离体兔肠的作用〔3]

取空腹家 兔 1
.
8 一 2

.
2 k g

,

击 昏
,

迅速 开

腹
,

自幽 门下 6c m 处 剪 取 回肠
,

剪 成 长 约

Zcm 的小段
,

放入台氏液中
,

在肠段两端各穿

一线
,

将肠段的一端固定在通气管的小钩上
,

另一端连接于换能器并与 L M S 一 Z A 二道生

理记录仪相连
,

然后放入盛有 38 土 0
.
5℃ 台

氏液的麦氏浴槽内(台氏液为 30m l)
,

使浴槽

中的肠段承受 1
.
09 的 负荷

,

平衡 30 m in
,

然

后进行下述实验
:

1
.
对正 常 自发 收 缩的 影响 在离体兔

回肠 标本 中分 别加 入 20 % 婴 儿 素 口 服 液

0
.
4 、

0

.

8

、

1

.

o m l 以及 o
.
4m l霍香 正气 水

,

观

察 sm in
,

分别量取滴药前 0
.
sm in 与滴药后 4

一 4
.
s m in 的收缩幅度值

,

观察给药后对 自发

性收缩的抑制率
。

结果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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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婴儿素对 离体兔肠 自发 性收 缩 的影响

组别 实验次数 加人药量 (m l) 抑制率叹 士
sD

% )

2 0 % 婴儿素口 服液 14 0
.4 26

.
9士2 0

.
8

‘

2 0 % 婴儿素口服液 12 0
.
8 42 .1士 1 7

.
1

‘

2 0 % 婴儿素 口服液 14 1
.
0 48

.
7士2 1

.
2

‘

霍香正气水 7 0
.4 93

.
5 士8

.
5

’

生理盐水 14 1
.
0

, 婴儿 素
,

霍香 正气水与生理盐水 P < 0
.
01

, ,
0

.

4
ml 婆儿紊与 1

.
OInl 婴儿素 P < 0

.
05

2
.
对 氛化 乙鱿胆碱致肠 管强 直性 收缩 使浴槽 中 A ch 浓度为 l x lo

’
4

酬ml
,

阿托 品

的 影响 在离体兔肠 的浴槽 中加入 20 % 婴 能完全抑制收缩
,

而婴儿素 口 服液组的收缩

儿素 1
.
oml

、

生理盐水 1
.
om l

、

0

.

05
% 硫酸阿 高度与生理盐水没有差异

,

结果见表 4
。

托品 0
.
6m l

,

随后立即加入 0
.
1 % Ac ho

.
3m l

,

表 4 婴儿素对氛化乙鱿胆碱致肠管强 直性收 缩的 影响

组别 实验次 数 加入药量(m l) 收缩高度(m m )( 又士
sD

)

生理盐水 12
1

1
.
0 5

.
6 士2

.
1

2 0 % 要儿素 口服液 12 1
.
0 5

.
9 士 3

.
8

0
.
0 5 % 阿托品 12 0

.
6 0

3
.
对 BaC I: 致肠管痉挛的影响 在离体 B aC I: 0

.
6m l

,

观察 Zm in ,

记录 BaC I: 加入前

兔肠的浴槽 中加入 1
.
O m l 20 % 婴 儿素 口 服 后的收缩幅度

,

结果见表 5
。

液
、

1

.

0 m l 生理 盐水
,

随后 立即 加 入 0
.
1 %

表 5 婴儿素对 BaCI : 致肠 管痉挛的影响

组别 实验次数 加入 药量(耐) Ba cl :
引起肠平滑肌收缩增加率 % (又士

sD
)

生理盐水 12 1.0 109
.2 士7 9

.
0

20 % 要儿素 口服液 12 1.0 124 .8 士6 3
.
0 P > 0

.
0 5

( 四 )急性毒性 实验 疗消化不良和增加食欲的作用
。

实验还表明

18 一 2 2 9 健康小 鼠 22 只
,

雌雄兼有
,

灌 高剂量 口服液 比粉剂对增加胃液分泌作用稍

服 20 % 婴儿素口 服液
,

25
m l/ k g

,
t

id

,

连续 灌 强
。

婴儿素 口服液对兔离体肠 自发性收缩有
’

服 3d
,

共观察 7d
,

动物活动正常
,

无 1 只死 抑制作用
,

能松弛其肠平滑肌
,

但对乙酞胆碱

亡
。

和氯化钡所致痉挛收缩无对抗作用
,

表明婴

三
、

讨论与小结 儿素 口 服液有较 为温和地松 弛平滑肌 的作

通过对婴儿素 口服液的药理实验研究表 用
,

在胃肠蠕动实验 中
,

婴儿素 口服液能使肠

明
,

婴儿素 口服液对 胃肠运动和
、

消化液 分泌 内容物运行速度减慢
,

这 可能与抑制肠平滑

有一定作用
。

它能促进 胃液分泌
,

但对 胃酸 肌 自发性收缩有 一定关系
,

而且高浓度 的 口

酸度和 胃蛋白酶活性没有 明显影响
,

虽然对 服液比粉剂作用要强
。

从以上结果可初步认

后者没有影响
,

但 由于整个 胃液分泌量 的增 为婴儿素 口 服液与其粉剂一样对消化不 良
、

加
,

总的酸量和 胃蛋白酶量相应增加
,

能起治 腹痛腹泻等病 的治疗 具有 一定辅助治疗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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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七片的临床新用途

王宁 娜 李文 福
’

陈文发
‘

( 福建省 第二 人民医院 福州 350003)

摘要 本文对服用盘龙七 片的 32 例患者进行 了治疗 前后 心血管功能变化的测 定
.
探讨 了其对心 血管

功能 的影 响
,

结果提示盘龙七 片具有心功能改善的作用
。

关键词 盘龙七 片 ;心血管功能 ;新用途

盘龙七 片由盘龙七
、

扣子七
、

白毛七
、

当

归
、

丹参
、

重楼等 30 多种名贵 中草药组成
,

具

有活血化疲
、

祛风除湿
、

消肿止痛 之功效
,

是

一种治疗风湿和骨伤的良药
。

为探讨其对心

血管功能的影响
,

我院对 32 名服用盘龙七片

患者进行 了治疗 前后心血管功 能指标 的测

定
,

现报告如下
。

一
、

材料

陕西省西安制药厂柞水分厂生产的盘龙

七片
,

批准文号为陕卫药准字(19 85)01 0080
。

二
、

对象

风湿性关节 酸痛 者 18 例
,

肩 周 炎者 8

例
,

腰肌劳损者 6 例;男性 15 例
,

女性 17 例 ;

年龄在 26 一 6 8 a 之间
,

平均年龄 54
。

3
+

8

.

g
a

。

患者病程 1一3 m 0 ,

血压均属正常范围
。

三
、

观察指标

脉率(P)
、

平均动脉压(M A P )
、

载体血液

粘度(V )
、

每搏 心输 出量 (SV )
、

每分钟心输

出量(C O )
、

心脏指数 (Cl)
、

外围阻抗 (R T )
,

左心室泵力(V PE )
、

心室泵力指数 (V PE I)
、

微循环半更新时 间(A LT )
、

微循环血流滞留

时间(T M )
。

四
、

治疗方法

患者 口服盘 龙七 片
,

t
id

,

每次 2 片
,

Z w k

为 1 个疗程
。

采用 A ZN
一

2 心血管功 能测 定

仪
,

于治疗前后各检测 1 次上述心血管功能

指标
,

并应用成对 T 检验进行分析
。

五
、

结果(见表 l)

表 1 治疗 前后心血管功能

指标的 变化(又土 S)

指 标 治 疗 前 治 疗 后

P (次/m in) 80
.
3 土 8

.
3 8 2

.
6 士6

.
8

M A P ( m m
Hg

) 8 9
.
6 士 5

.
8 9 2

.
4 士 6

.
2

V (厘泊) 4.51士 0
.
1 8 3

.
8 8 士 0

.
1 6

’

S V
( M L/ 搏 ) 78

.
3 士8

.
3 9 0

.
6 士7

.
6

朴

C O ( L/
m i n

) 6

.

2 1 土 1
.
2 3 7

.
3 0 士 0

.
8

璐

C l
( L/ mi

n
·

m3
)

4

.

0 5
士 0

.
4 6 5

.
1 0 士0

.
5 2

.

R T (达因) 1235 士 1 5 6 9 2 1 士 14 8
舟

V P E
( k

g/ 搏) 1 .54 土0
.
0 8 1

.
6 7 土 0

.
1 0

’

V P E I 7 6

.

3 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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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讨论

从治疗前后 比较看
,

除心率和平均动脉

压之外
,

患者的其它各项心血管功能指标均

有显著改善
。

说明盘龙七片能够减低外周血

管阻力
、

提高心输出血量
、

改善微循环
。

这可

能由于本药中盘龙七
、

扣子七
、

白毛七和重楼

均具有化寮功效 ;当归
、

丹参具有活血功效
。

本文提示盘龙七片具有改善心血管功熊的作

用
。

,

福建省中 医药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