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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从金荞麦的 5个化学提取部位中筛选出抗炎活性部位。方法 采用小鼠耳廓肿胀实验 ,大鼠 CMC背囊中白

细胞游走实验 ,大鼠足跖肿胀实验和大鼠肿胀足跖炎性组织中 PGE2 含量测定 4个实验进行筛选。结果 金荞麦氯仿部

位与水液部位对小鼠耳廓肿胀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氯仿、正丁醇、水液部位能明显抑制大鼠 CMC背囊中白细胞游走 ;氯

仿部位对大鼠足跖肿胀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氯仿、正丁醇和水液部位及水煎液能明显降低大鼠肿胀足跖炎性组织中的

PGE2 含量。结论 金荞麦的氯仿和水液部位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 ,为金荞麦的抗炎活性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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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n ti - inflamma tory Active S ite of Rh izoma F agopyrum D ibo tr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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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 bjective To search anti - inflammatory active site of Rhizoma Fagopyrum D ibotrys. M ethods D imethyl benzene -

induced Swelling of auricle in m ice, rat CMC dorsal sac leukop lania, rat voix pedis engorgement caused by albumen were per2
formed, and the content of PGE2 in rat swelling foot caused by albumen was determ ined markedly . Results The chloroform and

W ater - left sites had evident inhibitory effects on swelling of auricle in m ice; the chloroform, n - butanol and W ater - left sites

could obviously inhibit rat CMC dorsal sac leukop lania; the choroform had strong inhibitory action on rat voix pedis engorgement;

the chloroform, n - butanol , W ater - left and water - decoctum sites could decrease the PGE2 content in rat swelling foot . Con2
clusion The Rhizoma Fagopyrum D ibotrys. extraction sites as choroform and water - left have significant anti - inflammatory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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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荞麦 Fagopyrum dibotrys (D. Bon) Hara也称野荞麦、苦荞
头 ,为蓼科荞麦属植物 ,它是我国民间常用的一种中草药 ,药用其
根茎 ,在我国主要分布于西北、东北、华北、西南一带的高寒山区 ,

资源丰富 ,在民间很多地区将金荞麦作为抗风湿药物使用 ,近年
来荞麦属的药理研究 [ 1～3 ]较多 ,但是对金荞麦的抗炎活性部位筛
选研究尚未见报道。本实验即对金荞麦的多个提取部位进行了
抗炎活性的初步研究 [ 4 ]。
1　材料与仪器
1. 1　材料 金荞麦 (2005211采于江西庐山 ,经湖北中医学院生药
教研室刘合刚教授鉴定为 Rhizoma Fagopyrum D ibotrys)多个部位
的提取及配制。取本品 75 g加水煎煮两次 , 30 m in /次 ,滤液合并
后 60℃水浴上浓缩到 75 m l,作为水煎液组样品 ;另取本品 1 370

g,用 14 L的 80%乙醇渗漏 ,回收乙醇至适当体积 ,浓缩液分别用
石油醚、氯仿、醋酸乙酯和正丁醇萃取 ,得到石油醚、氯仿、醋酸乙
酯 ,正丁醇和水液等 5个部位 ,石油醚部位和氯仿部位取适量完
全挥干溶剂 ,顺次加入植物油 ∶吐温 - 80∶水 (1∶1∶8) ,顺时
针研磨成乳浊液 ;醋酸乙酯部位和正丁醇部位取适量完全挥干溶
剂 ,加入 2%吐温 - 80水溶液研磨成混悬液 ,水液部位则水浴蒸
干 ,加水分散 ,全部配成浓度 (按生药浓度计算 )为 1 g/m l。醋酸

泼尼松片 , 5 mg/片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 :

060680。
1. 2　动物 KM小鼠 (20 ±3) g, SD大鼠 (180 ±20) g,雌雄兼用。
均由湖北中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1. 3　仪器 UV - 2401紫外分光光度计 , 日本岛津生产。
2　方法及结果
2. 1　小鼠耳廓肿胀实验 将雄性小鼠按体重随机分为 9组 ,分别
按各剂量给药 , 1次 / d,连续 3 d,末次给药后 1 h,于小鼠右耳两
面涂二甲苯 0. 05 m l/只 , 30 m in后脱臼处死 ,用 6 mm打孔器在左
右耳相同部位打孔 ,置万分之一分析天平上称重 ,计算左右耳片
之差值 ,以蒸馏水组为空白对照 ,作组间 t检验 (下同 ) ,其统计结
果见表 1。结果显示氯仿和水液两个组对耳廓肿胀均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 ,水煎液和石油醚组有统计学差别 ,而其它组则未显示
差别。

表 1　对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的影响 ( �x ±s)

组别 动物数 剂量 肿胀度 m /mg

蒸馏水　　　 11 　　0. 24 m l 4. 33 ±1. 39
　吐温 - 80　　　 10 　　0. 24 m l 5. 58 ±1. 90
醋酸泼尼松　 11 　　　50 mg·kg - 1 1. 44 ±0. 893 3

石油醚　　　 11 11. 7 g·kg - 1 2. 74 ±2. 023

氯仿　　　　 11 11. 7 g·kg - 1 1. 11 ±1. 063 3

醋酸乙酯　　 12 11. 7 g·kg - 1 2. 98 ±1. 40
正丁醇　　　 11 11. 7 g·kg - 1 3. 09 ±2. 07
水液　　　　 11 11. 7 g·kg - 1 2. 16 ±1. 493 3

水煎液　　　 11 11. 7 g·kg - 1 2. 99 ±1. 593

　　与蒸馏水组比较 , 3 P < 0. 05, 3 3 P < 0. 01

2. 2　大鼠 CMC背囊中白细胞游出实验 将大鼠按照体重随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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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组 ,每组雌雄各半 ,各组按表 2剂量灌胃给药 , 1次 / d,连续 4

d。第 3天灌胃后 ,于大鼠背部用 30%的 Na2 S溶液脱毛 ,脱毛面
积 4 cm ×4 cm,脱毛皮肤消毒后 ,用一次性注射器皮下推入 5 m l

的空气 ,形成一个圆形气囊 ,次日末次灌胃后向囊内推入 5 m l的
1. 5% CMC液 (高压灭菌器中 109℃, 4. 7 kg/cm2 下灭菌 30 m in) ,

分别于 3 h和 7. 5 h时自囊内抽出 CMC液各 0. 1 m l,注入 4 m l的
姬姆萨染料中 ,混匀 ,染色 5 m in后滴于白细胞计数板上于显微
镜下 ,按照白细胞计数法计数白细胞数 ,再换算为每囊内之白细
胞总数 (结果见表 2)。氯仿、正丁醇、水液 3个组在 3 h时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 , 7. 5 h时则能显著抑制白细胞向炎灶内聚集 ,石油醚
及醋酸乙酯组则未显示抑制作用。
2. 3　大鼠足跖肿胀实验 将雄性大鼠按体重随机分成 6组 ,按表
3剂量灌胃给药 , 1次 / d,连灌 3 d,末次给药后 1 h测定每组大鼠
左后足爪踝关节上端腿毛下标记处的足爪体积 ,作为致炎前的原
始体积 ,随即每组大鼠足跖皮下注射 0. 1 m l的 10%蛋清溶液 ,并
分别于第 1, 2, 3, 4, 5小时测量各组大鼠标记线下的足体积 (结果

见表 3)。氯仿组保持着较长时间的抑制作用 ,具有显著的统计
学意义 ,而正丁醇组和水液组作用较差 ,只是在 3, 4 h时出现了
较强的抑制作用 ,但这可能与蛋清致足肿胀的高峰时间有关 (30

m in～2h) ,而石油醚组在本实验当中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抑制
活性。

表 2　对大鼠 CMC背囊中白细胞游出的影响 ( �x ±s)

药物 动物数 灌药量
CMC囊中白细胞数 ( ×103个 /mm3)

3 h 7. 5 h

蒸馏水 　　 7 2 m l 7. 7 ±1. 3 52. 0 ±6. 4
　10%吐温 - 80 6 2 m l 7. 0 ±1. 1 51. 0 ±5. 7
醋酸泼尼松 6 50 mg·kg - 1 3. 2 ±0. 83 3 27. 0 ±2. 93 3

石油醚 　　 6 8. 1 g·kg - 1 7. 0 ±1. 6 48. 1 ±4. 0
氯仿 　　　 6 8. 1 g·kg - 1 6. 2 ±0. 93 38. 2 ±2. 43 3

醋酸乙酯 　 6 8. 1 g·kg - 1 6. 8 ±1. 5 49. 3 ±4. 3
正丁醇 　　 7 8. 1 g·kg - 1 6. 1 ±0. 93 39. 3 ±4. 13 3

水液 　　　 6 8. 1 g·kg - 1 5. 5 ±1. 53 41. 3 ±4. 93 3

水煎液 　　 5 8. 1 g·kg - 1 5. 8 ±1. 8 44. 3 ±6. 13

　　与蒸馏水组比较 , 3 P < 0. 05, 3 3 P < 0. 01

表 3　对蛋清致大鼠足跖肿胀度的影响 ( �x ±s)

组别
动物
数

灌药量
致炎后不同时间段肿胀率 ( % )

1 h 2 h 3 h 4 h 5 h

蒸馏水　 6 2 m l 56. 5 ±13. 4 39. 4 ±14. 0 32. 5 ±8. 9 28. 9 ±8. 4 10. 6 ±4. 9

　醋酸泼尼松 7 50 mg·kg - 1 32. 3 ±11. 63 3

(42. 8)
18. 4 ±7. 63 3

(53. 3)
13. 0 ±3. 63 3

(60. 0)
5. 9 ±3. 93 3

(79. 6)
4. 28 ±2. 93

(59. 4)

石油醚　 6 8. 1 g·kg - 1 42. 6 ±16. 4
(24. 6)

30. 1 ±9. 4
(23. 6)

24. 5 ±8. 9
(24. 6)

22. 1 ±9. 4
(23. 5)

11. 7 ±5. 5
(2. 8)

氯仿　　 6 8. 1 g·kg - 1 38. 3 ±6. 53

(32. . 2)
19. 7 ±6. 03 3

(50. 0)
17. 9 ±7. 03 3

(44. 9)
10. 6 ±9. 43 3

(63. 3)
5. 0 ±2. 43

(52. 8)

正丁醇　 6 8. 1 g·kg - 1 40. 4 ±14. 1
(28. 5)

34. 5 ±20. 1
(12. 7)

22. 8 ±7. 9
(29. 8)

13. 7 ±3. 23 3

(52. 6)
10. 1 ±5. 7

(4. 7)

水液　　 6 8. 1 g·kg - 1 43. 0 ±12. 7
(23. 9)

26. 3 ±7. 1
(33. 2)

17. 3 ±2. 53 3

(46. 7)
10. 8 ±3. 03 3

(62. . 6)
7. 2 ±3. 4
(32. . 0)

　　 (　)括号内数据为肿胀抑制率 ;与蒸馏水组比较 , 3 P < 0. 05, 3 3 P < 0. 01

2. 4　对蛋清致大鼠足肿胀炎性组织中 PGE2 的影响 将雄性大
鼠随机分成 6组 ,灌胃给药 , 1次 / d,连续灌胃 4 d,末次给药 30

m in后 ,于右后足跖皮下注射 10%蛋清 0. 1 m l,致炎 1 h后 ,处死
大鼠 ,在踝关节上 0. 5 cm处剪下炎性肿胀足 ,称重 ,剥皮后剪碎 ,

置生理盐水 5 m l中浸泡 1 h,取出足爪 ,离心浸泡液 ,吸取上清液
0. 1 m l,加 0. 5 mol/L KOH - MeOH溶液 2 m l,在 50℃下异构化 20

m in,用 MeOH稀释至 20 m l,于波长为 278 nm处测定其吸光度
(A )值。以每克炎性组织相当的吸光度值表示 PGE2 的含量。结
果见表 4。氯仿组和水液组可以显著减少炎性肿胀足中 PGE2 的
含量 ,石油醚和正丁醇组仅有统计学意义。

表 4　对蛋清致大鼠肿胀足炎性组织中 PGE2 含量的影响 ( �x ±s)

组别 剂量 PGE2 / ×10 - 2

蒸馏水　 2 m l 5. 19 ±0. 56
醋酸泼尼松 50 mg·kg - 1 2. 39 ±0. 543 3

石油醚 8. 1 g·kg - 1 4. 03 ±0. 963

氯仿　　 8. 1 g·kg - 1 3. 10 ±0. 613 3

正丁醇　 8. 1 g·kg - 1 4. 42 ±0. 563

水液　　 8. 1 g·kg - 1 3. 58 ±0. 63 3

　　与蒸馏水组比较 , 3 P < 0. 05, 3 3 P < 0. 01; n = 6

3　讨论
本文首次采用部分抗炎药理实验方法对金荞麦的抗炎活性

部位进行了筛选 ,通过小鼠耳廓肿胀实验和大鼠 CMC背囊中白
细胞游走实验 ,我们发现在提取中提取率较高的醋酸乙酯部位没
有抗炎的活性 ,而低极性的特别是氯仿部位却显示了较强的活

性 ,同时极性大的水液部位也存在较强的活性 ,水煎液组虽也有
活性 ,但是其活性差别仅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金荞麦抗风湿的活
性部位可能是由极性较小和较大的成分组成 ,这可能与存在于氯
仿部位的双聚原矢车菊苷元 (黄烷醇儿茶素类 )和存在于水液部
位的黄烷醇衍生物及其聚合物组成的一类缩合型鞣质成分作用
有关。金荞麦在经过煎煮之后活性成分可能被破坏或挥发 ,故一
味用传统高温方法对其煎汤服用治风湿病有待商榷。大鼠足跖
肿胀实验和大鼠足跖肿胀炎性组织中 PGE2 含量测定实验同时
也表明了氯仿部位是金荞麦抗炎活性的最主要存在部位 ,其次是
水液部位 ,而其它部位则表现为不稳定的抗炎作用。PGE是炎症
介质 ,在免疫调节中起重要作用 ,本实验发现氯仿和水液组可以
明显抑制 PGE2 的产生 ,对于阐述金荞麦抗风湿作用的机理有一
定帮助 ,也证明民间使用金荞麦治疗风湿是具有科学道理的 ,建
议对金荞麦氯仿和水液两个部位进行提取并做更深入的研究 ,以
开发成新型的抗风湿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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