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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复方咳喘合剂止咳、平喘、祛痰、抗炎等作用进行药效学研究。方法：止咳实验采用氨水喷雾
法；平喘实验采用喷雾致喘法；祛痰实验采用气管段酚红法；抗炎实验采用小鼠耳廓肿胀法。结果：复方咳喘合剂大、小

剂量组对氨水引咳小鼠的Ｒ值分别为１９５．２％，１３７．２％，明显延长组胺喷雾豚鼠致喘潜伏时间；促进小鼠气管段酚红排
泌量；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廓肿胀度具有明显抑制作用。结论：复方咳喘合剂具有明显止咳、平喘、祛痰、抗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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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方咳喘合剂（ＣＭＣＡ）方源于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麻
杏甘石汤”方，在该方基础上结合现代中药药理研究，加入清热

解毒中药金银花、连翘、黄芩，降逆平喘药紫苏子，发散风热药

桑叶及息风止痉药地龙，组成复方咳喘合剂。临床试用于实症

热性喘咳，疗效肯定。笔者对其镇咳、平喘、祛痰、抗炎等作用

进行初步研究，旨在为临床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１　药品与材料
１．１　药品与试剂　ＣＭＣＡ（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坝三峡医院药剂
科提供，批号：２００２１０８），氨茶碱（扬州中宝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０１０２０５２），白色葡萄球菌粉（湖北康达公司生产，批号：０１
２０４），氯化铵片（江苏淮阴制药厂生产，批号：０１０９２０），浓氨试
液（２５％～２８％，葛洲坝中心药检室提供），磷酸组胺（中国科学
院上海生化研究所提供，批号：８６０５１４９），酚红（武汉中南化学
试剂厂生产）。

１．２　动物　健康豚鼠，体重１８０～２５０ｇ，雌雄各半；动物合格证
号：１９０１０；ＳＰＦ级ｋｍ小鼠，体重１８～２２ｇ，雌雄各半，动物合格
证号：１９０８２；均由湖北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１．３　器材　ＢＰ１９０２精密分析天平，ＵＶ３２１０分光光度计，
ＫＣＷ４Ｌ超声波多功能雾化器，秒表、打孔器，豚鼠、小鼠灌胃针
头等。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方法　参照文献［１，２］，平喘实验采用喷雾致喘法，止咳
实验采用氨水喷雾法，祛痰实验采用气管段酚红法，抗炎实验

采用小鼠耳廓肿胀法。

２．２　ＣＭＣＡ镇咳作用　取ｋｍ小鼠４０只，雌雄各半，均分４组，
每组１０只，即空白对照组（０．９％氯化钠溶液）；阳性对照组（白
色葡萄球菌粉 ０．０４ｇ·ｋｇ１）；ＣＭＣＡ大剂量组（８ｇ·ｋｇ１）；
ＣＭＣＡ小剂量组（４ｇ·ｋｇ１）。每天灌胃给药１次，连续３ｄ，末
次给药后１ｈ，分别将小鼠置于容器内按一定浓度喷入氨水气
雾，喷雾终止，立即取出小鼠，观察有无咳嗽反应，如出现３次
以上典型咳嗽者（大张口）为阳性，否则为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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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此值＞１３０％，说明药物有止咳作用，若此值＞１５０％则表明有
显著止咳作用。喷雾时间的对数距为０．０８，喷雾时间以对数表

示，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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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计算各组半数小鼠咳嗽的喷雾时间ＥＤＴ５０，Ｒ值计算如下：

Ｒ＝
给药组ＥＤＴ５０

空白对照组ＥＤＴ５０
×１００％，结果见表１。

　　　　表１　ＣＭＣＡ对小鼠的止咳作用 珋ｘ±ｓ，ｎ＝１０

组别 剂量／ｇ·ｋｇ１ ＥＤＴ５０／ｓ Ｒ值／％
空白对照组 － ３５．７８±１８．９０　 －
阳性对照组 ０．０４ ６７．０９±１４．２３１ １８７．５０ＣＭＣＡ大剂量

组
８．０ ６９．８６±３７．５６１ １９５．２０ＣＭＣＡ小剂量

组
４．０ ４９．０８±２８．７６２ １３７．２０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１Ｐ＜０．０１，２Ｐ＜０．０５

２．３　ＣＭＣＡ平喘作用　取预先筛选合格豚鼠３２只，均分４组，
每组８只，即空白对照组（０．９％氯化钠溶液）；阳性对照组（氨
茶碱１２．５ｍｇ·ｋｇ１）；ＣＭＣＡ大剂量组（８．０ｇ·ｋｇ１）；ＣＭＣＡ小
剂量组（４．０ｇ·ｋｇ１）。各组动物分别灌胃给药后１ｈ，将豚鼠置
于喷雾容器内，以０．５％磷酸组胺和２％氯化乙酰胆碱混合液
（临用时按１∶１混合），以５０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压
力喷雾致喘，记录各组动物致喘潜伏期（开始喷雾至出现抽搐

或翻倒时间），结果见表２。
　　表２　ＣＭＣＡ对豚鼠致喘潜伏时间的影响 珋ｘ±ｓ，ｎ＝８

组别 剂量／ｇ·ｋｇ１ 致喘潜伏时间／ｓ
空白对照组 － ８８．４３±１８．８０　
氨茶碱（阳性对照组） ０．０１２５ １４８．４３±３４．２２１

ＣＭＣＡ大剂量组 ８．０ １７７．７５±９９．０５２

ＣＭＣＡ小剂量组 ４．０ １０７．００±６３．７６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１Ｐ＜０．０５，２Ｐ＜０．０１

２．４　ＣＭＣＡ祛痰作用　动物分组，给药剂量同“２．１项下”。阳
性对照组用氯化铵６０ｍｇ·ｋｇ１，每天灌胃给药１次，连续３ｄ，
末次给药后３０ｍｉｎ腹腔注射酚红溶液０．５ｇ·ｋｇ１，３０ｍｉｎ后将
小鼠处死，取甲状软骨至气管分支处一段气管分别置于盛有０．
９％氯化钠溶液２ｍＬ试管中，然后每管滴加１ｍｏｌ·Ｌ１氢氧化
钠溶液０．１ｍＬ，在波长５４６ｎｍ处测吸收度（Ａ）值，用酚红作一
标准曲线计算酚红含量（μｇ·ｍＬ１）。结果见表３。

表３　ＣＭＣＡ对小鼠气管段酚红排泌量的影响 珋ｘ±ｓ，ｎ＝１０

组别 剂量／ｇ·ｋｇ１ 酚红排泌量／ｍｇ·Ｌ１

空白对照组 － ０．５９±０．２６　
阳性对照组 ０．０６ １．０２±０．６１１

ＣＭＣＡ大剂量组 ８．０ １．８２±０．５４２

ＣＭＣＡ小剂量组 ４．０ １．３２±０．７７２

·６２６· Ｈｅｒａｌｄ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２３Ｎｏ．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４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１Ｐ＜０．０５，２Ｐ＜０．０１

２．５　ＣＭＣＡ抗炎作用　采用小鼠耳廓肿胀法，动物分组，给药
剂量同“２．１项下”。阳性对照药用醋酸氟轻松软膏，每只小鼠
每次０．１ｇ，外搽右耳。小鼠灌胃给药，ｑｄ，连续３ｄ，末次给药后
１５ｍｉｎ，用浸润二甲苯棉球接触小鼠右耳两面２，３０ｍｉｎ后处死
小鼠，用直径８ｍｍ打孔器于左右耳廓相对应部位各打１耳片，
精密天平称重，以左右耳片重量差为肿胀度。结果见表４。

　　表４　ＣＭＣＡ对小鼠耳肿胀度的影响 珋ｘ±ｓ，ｎ＝１０

组别 剂量／ｇ·ｋｇ１ 肿胀度／ｍｇ
空白对照组 － １５．４９±５．１７　
阳性对照组 ０．１ｇ（外搽） ４．６９±２．９２１

ＣＭＣＡ大剂量组 ８．０ ８．７６±４．１３１

ＣＭＣＡ小剂量组 ４．０ ７．４０±５．４３１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１Ｐ＜０．０１

３　讨论
古方“麻杏甘石汤”辛凉宣泄，清肺平喘，主治风热袭肺或

风寒郁而化热，壅于肺所致喘咳证。方中石膏为君，入肺、胃

经，味辛甘，性大寒，倾泻肺胃之热，且生津止咳。麻黄为臣，宣

泄肺气，平喘，并透表邪；其辛散透表，与石膏辛退肌热，同为辛

透，但一辛温，一辛寒，相制为用，且石膏量大于麻黄，即辛寒大

于辛温，使本方仍不失为辛凉之剂。佐与苦杏仁降宣利肺气，

化痰止咳平喘；加金银花、连翘、黄芩、紫苏子、桑叶、地龙后，既

加强了“镇咳、祛痰、平喘、解热”的作用，更具有降气祛痰、清肝

明目、退热定惊、清热解毒的功能，既符合“热邪壅肺而喘咳，法

当清宣肺热，降逆平喘”的中医理论，又符合西医解热、抗炎、祛

痰、抗病原微生物的治疗方法。甘草和中，以防石膏大寒伤及

胃气，且调和诸药，兼以为使［３，４］。本实验结果表明，复方咳喘

合剂具有明显镇咳、平喘、祛痰、抗炎作用，进一步证实本方完

全符合中医药理论，并为临床应用提供了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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