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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苗药大乌泡叶提取部位进行镇痛活性筛选。方法：用８０％乙醇回流提取获得大乌泡叶醇
提物，再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分别萃取得到石油醚部位、乙酸乙酯部位、正丁醇部位及剩余部位；７０只昆
明种小鼠，均分为大乌泡叶８０％醇提物部位、石油醚部位、乙酸乙酯部位、正丁醇部位、剩余部位组，阳性组和阴
性对照组，阳性组灌胃吲哚美辛（１０ｍｇ／ｋｇ）给药，阴性对照组给予同剂量生理盐水灌胃，灌胃５ｄ，扭体法观察各
组小鼠扭体次数，计算镇痛抑制率；另取７０只小鼠按以上方法分为７组，但阳性对照组小鼠给予皮下注射吗啡
（１０ｍｇ／ｋｇ），热板法测定各组小鼠灌胃前和末次灌胃给药后于３０、６０、９０及１２０ｍｉｎ时小鼠痛阈。结果：正丁醇
部位和大乌泡叶８０％醇提物部位在两种模型中均能较为显著的抑制小鼠疼痛，但乙酸乙酯部位仅在小鼠扭体
模型中能显著抑制小鼠腹部疼痛。结论：大乌泡叶主要镇痛活性部位为乙酸乙酯部位和正丁醇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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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ｔ－ｐｌａｔｅｔｅｓｔ

　　大乌泡主产于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系贵州苗
药之一，其植物主要含有糖类、黄酮类、三萜类、氨

基酸和挥发油等成分，黄酮类成分作为中草药重要

的活性物质，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抗病毒、保护

心血管系统等方面的疗效［１－７］。李天平等［８］采用

四氮唑盐比色法（ＭＴＴ）和巨噬细胞色谱（ＣＭＣ）法
对大乌泡醇提物的不同萃取部位以及超临界萃取

部分进行活性筛选，发现超临界、乙醚、乙酸乙酯部

位对炎性细胞的生长具有抑制作用，表现良好的抗

炎活性。为促进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本研

究对大乌泡叶进行粗提物的提取和有效部位的筛

选，并观察其对扭体法、热板法疼痛模型小鼠的镇

痛作用，筛选大乌泡叶的镇痛活性部位，为大乌泡

的进一步研究开发提供实验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药材与动物　药材大乌泡于２０１３年６月
采自贵州凯里市，试验样本由贵州医科大学中药学

教研室龙庆德教授鉴定为蔷薇科悬钩子属大乌泡

（ＲｕｂｕｓｍｕｌｔｉｂｒｏａｃｔｅａｔｕｓＬｅｖｌ＆Ｖａｎｔ．）的干燥叶。昆
明种小鼠由贵州医科大学动物试验中心提供［动

物合格证号ＳＣＸＫ（黔）２００２－０００１］，体质量１８～
２２ｇ，雌雄兼有。小鼠在２０℃下饲养７ｄ，并在试
验前１５ｈ内停止进食，符合国家道德伦理委员会
关于动物试验的要求规定。

１．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ＤＦＴ－２００手提式高速中药
粉碎机（温岭市大得中药机械有限公司），ＥＬ２０４
电子天平（梅特勒 －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ＨＨ－２数显恒温水浴锅（常州澳华仪器有限公
司），ＳＨＢ－Ⅲ循环式多用真空泵（郑州长城科工贸
易有限公司），ＳＥＦ－ＯＢＲ型回旋蒸发器 （上海申
生科技有限公司），Ｄ２Ｆ－ＯＢ型真空干燥箱（上海
跃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ＲＢ－２００智能热板仪
（上海益联科教设备有限公司）；９５％乙醇（分析
纯，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石油醚、乙酸乙酯、

正丁醇、醋酸（分析纯，上海申博化工有限公司），

吲哚美辛（原料药，成都制药厂），盐酸吗啡（１０ｍｇ
注射剂，沈阳第一制药厂）。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大乌泡有效部位制备　称取大乌泡叶粉末

（过４０目筛）２００ｇ，用１０倍量８０％乙醇回流提取
３次，时间３、３及２ｈ，合并滤液浓缩得大乌泡叶醇
提物浸膏３０８ｇ；有提取物浸膏分散于水中后分别
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分别萃取３次，４５℃
减压浓缩得到石油醚部位、乙酸乙酯部位、正丁醇

部位及剩余部位。将一定量大乌泡叶 ８０％醇提
物、石油醚部位、乙酸乙酯部位、正丁醇部位、剩余

部位浸膏加生理盐水分散，并加入０５％羧甲基纤
维素钠，配制成相当于大乌泡叶生药剂量４２８６ｍｇ／
ｋｇ的混悬溶液。
１２２　安全性试验　参照文献［９］，对各萃取部
位进行安全性试验。将昆明种小鼠分为大乌泡叶

８０％醇提物部位、石油醚部位、乙酸乙酯部位、正丁
醇部位及剩余部分部位５组，每组６只。分别对每
只小鼠灌胃给予２ｇ／ｋｇ的各部位混悬溶液，连续
灌胃７ｄ，记录小鼠的死亡数量。
１２３　有效部位筛选　扭体法：参照文献［１０］，
取７０只昆明种小鼠均分为大乌泡叶８０％醇提物
部位、石油醚部位、乙酸乙酯部位、正丁醇部位及剩

余部分部位５个给药组、阴性对照组及阳性对照
组，每组雌雄各半；混悬溶液灌胃给药，阳性组灌

胃吲哚美辛（１０ｍｇ／ｋｇ）给药，阴性对照组给予同
剂量生理盐水灌胃，连续５ｄ。各组小鼠末次灌胃
后１ｈ，按药容积∶动物体重为０１ｍＬ∶１０ｇ给予小
鼠腹腔注射０６％醋酸溶液。观察小鼠注射后５～
２０ｍｉｎ内发生的扭体反应（伸展后肢，腹部内凹，
臀部抬高）的次数。计算镇痛抑制率，镇痛抑制率

＝（对照组扭体次数 －给药组扭体次数）／对照组
扭体次数 ×１００％。热板法：参照文献［１１］，筛选
昆明种小鼠７０只，按扭体法进行分组；阳性对照组
小鼠皮下注射吗啡（１０ｍｇ／ｋｇ），给药组按药容积∶
动物体质量为０１ｍＬ∶１０ｇ给予相应大乌泡提取部
位混悬溶液灌胃给药，阴性对照组给予同剂量生理

盐水灌胃，连续５ｄ。小鼠末次灌胃后１ｈ，按药容
积∶动物体重为０１ｍＬ∶１０ｇ给予小鼠腹腔注射
０６％醋酸溶液，于末次灌胃给药的 ３０、６０、９０及
１２０ｍｉｎ后再次测定小鼠痛阈。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实验数据使用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数据采用均数 ±标准差（ｘ±ｓ）记录，如果方差齐
性，数据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ｔ
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７７１

　２期 孟　鑫等　大乌泡叶镇痛活性部位筛选



２　结果

２１　有效部位的制备及安全性试验
采用８０％乙醇溶液对大乌泡叶进行回流提

取，再用由低极性到高极性的有机溶剂依次萃取，

最终在４５℃下减压浓缩得到３个部分的萃取物。
结果显示正丁醇部位萃取物最多，其次为乙酸乙酯

部位，最少部分为石油醚部位。各部位萃取物的质

量、得率与性状描述见表 １。安全性试验结果显
示，昆明种小鼠在２ｇ／ｋｇ剂量下，７ｄ内小鼠无死
亡和患病，说明本研究所使用的大乌泡部位和剂量

均安全。

表１　各部位萃取物的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ｘｔｒａｃ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萃取部位　　 性状 重量（ｇ） 得率（％）
石油醚部位　 墨绿色油状 ３１ １５５
乙酸乙酯部位 墨绿色粉末 ５４ ２７０
正丁醇部位　 棕褐色粉末 ６２ ３１０

２２　大乌泡镇痛活性部位
２２１　扭体法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正丁醇部位

能够显著抑制０６％醋酸引起的疼痛，其次为８０％
醇提物部位和乙酸乙酯部位，石油醚部位的抑制效

果最差。各部位镇痛抑制率见表２。

表２　各组小鼠扭体法试验结果（ｎ＝１０）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ｗｒｉｔｈｉｎｇ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ｍｉ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
组别 扭体次数（ｘ±ｓ） 抑制率（％）
阴性对照组 ３８８±２６５ ０００
给药组

　８０％醇提物部位 ２００±３６２（１） ４８４５
　石油醚部位 ２６１±３８１ ３２７３
　乙酸乙酯部位 ２１０±２０５（２） ４５８８
　正丁醇部位 １４１±２２８（１） ６３６５
　剩余部分 ２４２±４５９ ３７６３
阳性对照组 ３７±２５０（１） ９０４６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１）Ｐ＜００１，（２）Ｐ＜００５

２２２　热板法　与阴性组比较，正丁醇部位延迟
高温对小鼠皮肤引起的灼热疼痛的反应，正丁醇部

位组和８０％醇提物部位组小鼠对高温引起的皮肤
灼热疼痛反应的镇痛持续时间较阳性对照组持续

时间长。而石油醚部位、乙酸乙酯部位不能延迟小

鼠的疼痛反应；见表３。

表３　各组小鼠对高温的痛反应时间（ｎ＝１０）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ｐａ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ｉｍｅｏｆｍｉ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ｈｏｔｐｌａｔｅｔｅｓｔ

组别 给药前（ｍｉｎ）
对高温的痛反应时间（ｍｉｎ）

３０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阴性组 １８０５±４３２ １８０９±３７２ １６３５±５１５ １７０６±２７５ １７４６±３５８
给药组

　８０％醇提物部位 ２０７８±３７８ ２１２５±２８９ ２８４７±２８１（１） ２９３１±２９９（１） ３０２９±２６７（１）

　石油醚部位 １７３２±３０３ １７４２±２２６ １５５２±３９９ １５１８±４８４ １５０６±２９８
　乙酸乙酯部位 １４９３±１１１ １３８３±３２６ １５０３±３６０ １７５６±４９９ １４２９±３７４
　正丁醇部位 １６１６±１８４ ２０．００±５８１ ２８３２±２５８（１） ２７７０±２９５（１） ２６３５±３１０（１）

　剩余部分 １６５０±２３９ １７１８±２７４ １６１７±０５６ １７７５±２４９ １７３２±２９９
阳性组 １３９８±２００ ５７２３±１１８（１） ５８２８±３８４（１） ２５３５±２９３（１） １８９２±３３３
（１）与阴性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２２．３　总镇痛活性　综上，正丁醇部位和８０％醇
提物部位在两种模型中均能较为显著的抑制小鼠

疼痛，但乙酸乙酯部位仅在小鼠扭体模型中能显著

抑制小鼠腹部疼痛。因此认为正丁醇部位和８０％
醇提物部位是大乌泡叶的镇痛活性部位。

３　讨论

大乌泡为蔷薇科悬钩子属大乌泡（Ｒｕｂｕｓ

ｍｕｌｔｉｂｒｏａｃｔｅａｔｕｓＬｅｖｌ＆Ｖａｎｔ．），又名倒生根、黄水泡、
无刺乌泡、糖泡叶、马莓叶，性苦、凉，入脾、肝二经，

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主产于四川、云南、贵

州等地，系贵州苗药之一。悬钩子属植物为传统药

用植物，其主要药理活性有：抗肿瘤活性，抗自由基

抗氧化活性，保肝作用及抗菌抗炎活性等［１２］。具

有清热解毒，祛风除湿，凉血，止血，接骨的功效，主

要用于治痢疾，腹泻，风湿痹痛，咳血，妇女倒经，骨

折等［１３－１５］。由于其疗效显著，采集方便，在贵州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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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地区被广泛用于治疗风热感冒、止血接骨，痢疾、

腹泻、咳血、妇女倒经等疾病。目前，根据苗族用药

经验，大乌泡具有消肿止痛、祛风除湿等功效，主要

用于治疗龋齿痛、骨折、痢疾等，具有独特的疗效，

且通过民间广泛应用证明其作用安全可靠。为促

进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本研究对大乌泡叶

进行粗提物的提取和有效部位的筛选，并观察其对

扭体法、热板法疼痛模型小鼠的镇痛作用，筛选大

乌泡叶的镇痛活性部位。

本研究采用８０％乙醇溶液对大乌泡叶进行回
流提取，再用由低极性到高极性的有机溶剂依次萃

取，最终在４５℃下减压浓缩得到３个部分的萃取
物。结果显示正丁醇部位萃取物最多，其次为乙酸

乙酯部位，最少部分为石油醚部位。安全性试验也

证实本研究所使用的部位剂量是安全可靠的。本

研究最后发现大乌泡叶的镇痛活性部位主要集中

在正丁醇和８０％醇提部位，能够提高小鼠热刺激
体表的痛阈，抑制醋酸刺激腹腔黏膜引起的痛反

应，减少扭体次数。本研究的结果为进一步活性成

分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方向，并为大乌泡药材深层次

的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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