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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观察大血藤醇提物抗炎、镇痛、止血活性ꎬ该文采用 ７５％乙醇提取制备大血藤醇提物(ＡＥＳＣ)ꎬ利
用 ＨＰＬＣ 法测定其绿原酸含量ꎻＫＭ 鼠(或新西兰兔)在测定抗炎、镇痛、止血活性时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
阳性对照组(云南白药酊组)、ＡＥＳＣ 组ꎬ依次测定其抑制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度作用、痛阈值和兔肝脏局部

创面损伤出血的记分分值ꎬ分别考察其抗炎、镇痛、止血作用ꎮ 结果表明:ＡＥＳＣ 中绿原酸含量为(０.２９４ ±
０.０１３ ５)％ꎻ与空白组比较ꎬ剂量为 ０. ７００ ｇｋｇ￣１ 的 ＡＥＳＣ 组能显著减轻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肿胀度

(Ｐ<０.０１)ꎬ抑制率达 ２６.３％ꎻ与空白组及给药前比较ꎬ剂量为 １.４０ ｇｋｇ￣１的 ＡＥＳＣ 组均能显著提高小鼠痛阈

值(Ｐ<０.０１)ꎻ与空白组相比ꎬ剂量为 １.４０ ｇｋｇ￣１的 ＡＥＳＣ 组能显著提高兔肝脏局部创面损伤出血的记分分

值(Ｐ<０.００１)ꎮ 大血藤醇提取物具有显著的抗炎、镇痛、止血作用ꎬ有望将其开发为抗炎、镇痛、止血制剂ꎮ
该结果也为大血藤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ꎮ
关键词: 大血藤ꎬ 抗炎活性ꎬ 镇痛活性ꎬ 止血活性ꎬ 绿原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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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血 藤 (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 ｃｕｎｅａｔａ ) 为 木 通 科

(Ｌａｒｄｉｚａｂａｌａｃｅａｅ) 大血藤属 (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 植物ꎮ
据 ２０１５ 年版«中国药典»记载ꎬ大血藤具有清热解

毒、活血、祛风止痛等功效ꎮ 近年来ꎬ大血藤水提

物(李华等ꎬ ２０１３)、乙酸乙酯部位 (陈香君等ꎬ
２０１７)、多糖(Ｇ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等组分均具有抗炎

作用ꎮ 大血藤化学成分 ３ꎬ４￣二羟基苯乙醇苷对

ＤＳＳ 诱 导 的 结 肠 炎 具 有 保 护 作 用 ( 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大血藤水提物能抑制二甲苯引起小鼠耳

廓肿胀ꎬ减轻肿胀度和肿胀率而具有抗炎作用ꎻ延
长醋酸致疼痛模型小鼠痛阈潜伏期和减少扭体次

数ꎬ抑制小鼠肉芽组织增生而具有镇痛作用(李华

等ꎬ２０１３)ꎮ
现代医学主要集中在大血藤水提物、乙酸乙

酯部位等的抗炎作用研究ꎮ 大血藤不仅是风湿痹

痛特效药ꎬ还具有治疗肠痈腹痛、热毒疮疡、经闭、
痛经、崩漏、跌扑肿痛等作用ꎮ 据文献记载ꎬ大血

藤服用方法有煎汤、研末、浸酒ꎮ 本课题组认为ꎬ
不仅大血藤的水提物具有抗炎活性ꎬ其醇提物在

抗炎、镇痛和止血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开发前景ꎮ
因此ꎬ本研究以大血藤醇提物(ＡＥＳＣ)为研究对

象ꎬ采用二甲苯致炎的小鼠耳肿胀度模型ꎬ热板法

及兔肝脏局部创面损伤出血模型ꎬ初步评价其醇

提物抗炎、镇痛、止血药理活性ꎬ并建立 ＨＰＬＣ 法

测定其中绿原酸含量ꎬ为开发大血藤抗炎、镇痛、
止血制剂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药材及动物 　 大血藤的干燥藤茎ꎬ产地为湖

北ꎬ由湖南中医药大学张琴副教授鉴定ꎮ ＳＰＦ 级昆

明小鼠ꎬ体重 １８ ~ ２２ ｇꎬ雌雄各 ３０ 只ꎬ由广西医科

大学 实 验 动 物 中 心 提 供 (许 可 证 号: ＳＣＸＫ 桂

２０１４ ~ ０００２)ꎻ健康新西兰兔ꎬ普通级ꎬ体重 ２. ０ ~
２.５ ｋｇꎬ由广西广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许可

证号:ＳＣＸＫ 桂 ２０１７ ~ ０００１)ꎮ 动物实验获得了广

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研究院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

的批准ꎮ
１.１.２ 试剂和仪器 　 试剂:云南白药酊(云南白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ꎬ批号 ＺＦＥ１７０３)ꎻ绿原酸

对照 品 ( 中 国 食 品 药 品 检 定 研 究 院ꎬ 批 号 为

１１０７５３￣２０１７１６)ꎻ乙腈(Ｆｉｓｈｅｒ)ꎬ磷酸(天津科密欧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ꎬ均是色谱纯ꎮ
仪器:ＦＡ１００４ 型电子分析天平(上海精科天

平厂)ꎻＧＪ￣８４０２ 型热板测痛仪(宁海白石电子医药

仪器厂)ꎻＡｇｉｌｅｎｔ １２００ ＶＷＤ 液相色谱仪ꎻ梅特勒

托利多 ＭＬ２０４ 电子天平ꎮ
１.２ 方法

１.２. １ ＡＥＳＣ 的 制 备 　 大血藤药材ꎬ粉碎ꎬ称取

３００.０ ｇꎬ液料比 １ ∶ １０ꎬ温度为 ８０ ℃ꎬ７５％乙醇回

流提取ꎬ过滤ꎬ浓缩ꎬ重复提取 ２ 次ꎬ将提取液浓缩

至无醇味ꎬ冷冻干燥ꎬ用 １０％乙醇溶解ꎬ备用ꎮ
１.２.２ ＡＥＳＣ 中绿原酸含量测定

１.２.２.１ 供试品和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定

ＡＥＳＣꎬ于锥形瓶中用少量甲醇溶解ꎬ移入 ５０ ｍＬ 容

量瓶ꎬ用甲醇定容ꎬ摇匀ꎬ取上清液经 ０.２２ μｍ 滤

膜过滤ꎬ即得供试品溶液ꎻ精密称取 ６.３ ｍｇ 绿原酸

对照品ꎬ溶解ꎬ移入 ５０ ｍＬ 容量瓶ꎬ定容得 １２６
μｇｍＬ￣１的绿原酸母液ꎮ
１.２.２.２ 色谱条件　 液相色谱条件:Ｋｒｏｍａｓｉｌ Ｃ１８ 色

谱柱(４.６ ｍｍ × ２５０ ｍｍꎬ ５ μｍ)ꎻ紫外检测器波长

３２５ ｎｍꎻ 进样量 ２０ μＬꎻ 流量 １ ｍＬｍｉｎ￣１ꎻ 柱温

３０ ℃ꎻ 流动相为 ０.０５％磷酸溶液(Ａ) －乙腈(Ｂ)ꎻ
梯度洗脱[１５％→１８％(Ｂ)ꎬ０ ~ １０ ｍｉｎꎻ１８％→２０％
(Ｂ)ꎬ１０ ~ １５ ｍｉ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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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３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吸取上述配制的绿原

酸母液 ０.１、０.３、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 ｍＬ 依次置于

１０ ｍＬ 容量瓶中ꎬ加入甲醇稀释至刻度ꎬ摇匀ꎬ并依

照“１.２.２.２”色谱条件测定ꎮ
１.２.２.４ 绿原酸含量测定方法学考察　 取同一批号

的供试品 ６ 份ꎬ精密称定ꎬ用甲醇溶解并定容于 ５０
ｍＬ 容量瓶中ꎬ制备供试品溶液ꎬ按“１.２.２.２”色谱

条件实验ꎬ测定样品中绿原酸的含量相对标准偏

差(ＲＳＤ)ꎬ考察重复性ꎻ取浓度 １８.９ μｇｍＬ￣１的对

照品溶液ꎬ按“１.２.２.２”色谱条件连续测定 ６ 次ꎬ计
算峰面积 ＲＳＤ 值ꎬ考察精密度ꎻ取同一批号的供试

品ꎬ精密称定ꎬ用甲醇溶解并定容于 ５０ ｍＬ 容量瓶

中ꎬ制备供试品溶液ꎬ于 ０、２、４、６、８ ｈ 按“１.２.２.２”
色谱条件测定含量ꎬ共测 ５ 次ꎬ考察稳定性ꎻ精密

称取已知绿原酸含量的供试品ꎬ共取 ６ 份ꎬ置 １０
ｍＬ 容量瓶中ꎬ精密加入绿原酸对照品ꎬ定容于 １０
ｍＬ 容量瓶ꎮ 按“１.２.２.２”色谱方法测定回收率ꎮ
１.２.２.５ ＡＥＳＣ 中绿原酸含量测定 　 依次精密吸取

３ 份供试品溶液 ２０ μＬꎬ按“１.２.２.２” 色谱条件进

样ꎬ根据绘制的线性方程计算 ＡＥＳＣ 中的绿原酸的

含量ꎮ
１.２.３ 药理活性研究

１.２. ３. １ 抗炎作用研究 　 参照文献 (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ꎻ梁天坚等ꎬ２０２０)的方法ꎬ略
有改进ꎮ 选取体重 １８ ~ ２２ ｇ 健康昆明种雄性小鼠

３０ 只ꎬ每组 １０ 只ꎬ随机分 ３ 组ꎬ设定空白组(溶剂

组)、云南白药酊组、ＡＥＳＣ 组ꎮ 在小鼠右耳廓内外

两面均匀涂抹 １００ μＬ 二甲苯ꎬ左耳不涂ꎮ ３０ ｍｉｎ
后ꎬ各组小鼠右耳涂抹给药ꎬ空白对照组给予 ５.００
ｇｋｇ￣１溶剂ꎬ阳性对照组给予 ５.００ ｇｋｇ￣１云南白

药酊ꎬＡＥＳＣ 组给予 ０.７００ ｇｋｇ￣１ ＡＥＳＣꎮ １ ｈ 后ꎬ
处死小鼠ꎬ清理左右耳ꎬ剪下左右耳廓ꎬ打孔ꎬ依次

称重ꎬ并按式(１) 和式( ２) 计算肿胀度及肿胀抑

制率ꎮ
肿胀度(ｍｇ)＝ 右耳耳片质量－左耳耳片质量

(１)
抑制率(％)＝
(空白组平均肿胀度－给药组平均肿胀度)

空白组平均肿胀度
×１００ (２)

１.２.３.２ 镇痛作用研究 　 采用略微改良的热板法

(曹玫等ꎬ２０１３ꎻ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ꎬ
(５５ ± ０.１) ℃热板ꎬ以小鼠自投热板至舔后足所

需时间作为痛阈值ꎮ 选取小鼠的痛阈值在 ５ ~ ３０ ｓ

之间ꎬ体重 １８ ~ ２２ ｇ 健康昆明种雌性小鼠 ３０ 只ꎬ
随机分 ３ 组ꎬ每组 １０ 只ꎬ依次设定为空白组(溶剂

组)、云南白药酊组、ＡＥＳＣ 组ꎬ测定小鼠给药前的

正常痛阈值 ２ 次ꎮ 随后ꎬ空白对照组给予 ５.００ ｇ
ｋｇ￣１溶剂ꎬ阳性对照组给予 ５.００ ｇｋｇ￣１云南白药

酊ꎬＡＥＳＣ 组给予 １.４０ ｇｋｇ￣１ ＡＥＳＣ 涂敷于每只动

物的 ４ 个足跖ꎬ依次在 １５、３０、４５ ｍｉｎ 测定小鼠的

痛阈值ꎮ
１.２. ３. ３ 止血作用研究 　 参照文献 (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Ｓｈｅｆ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 Ｗｅ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的方法

进行实验ꎮ 取健康体重为 ２.０ ~ ２.５ ｋｇ 新西兰兔 １５
只ꎬ雌雄兼用ꎬ随机分为 ３ 组ꎬ设定为空白对照组

(５. ００ ｇ ｋｇ￣１ 溶剂)、云南白药酊组 ( ５. ００ ｇ
ｋｇ￣１)、ＡＥＳＣ 组(１.４０ ｇｋｇ￣１)ꎮ 以 ３０ ｍｇｋｇ￣１戊

巴比妥钠麻醉后ꎬ仰卧固定于手术台上ꎬ消毒ꎬ开
腹ꎬ在肝左叶制作长、宽、高均约 １ ｃｍ 创口ꎬ擦去

喷出的血后ꎬ样品涂于纱布上涂敷于创口上给药ꎬ
每 ３０ ｓ 观察 １ 次ꎬ记录时间ꎬ如超过 ３ ｍｉｎ 仍然出

血ꎬ则记为未能止血ꎬ止血时间记为>３ ｍｉｎꎮ 每只

动物进行 ４ 次肝脏局部创面损伤止血实验ꎮ ３ 个

样品按拉丁方程序敷药ꎬ每个样品总计进行 ２０ 次

止血实验ꎮ 止血效果按倒数计分法(１０ / Ｔ)记为分

值 Ｆꎬ３ ｍｉｎ 以上未能止血ꎬＦ 无分值记为 ０ꎮ
１.２.４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和 ＳＰＳＳ ２０
软件进行处理ꎬ实验数据以 ｘ ± ｓ 表示ꎬ组间均数

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 有统计学差异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ＡＥＳＣ 中绿原酸含量测定

２.１.１ 绿原酸标准曲线　 在“１.２.２.２”色谱条件下ꎬ
标准品和 ＡＥＳＣ 样品中绿原酸峰形和分离度较好ꎬ
且色谱峰保留时间一致ꎮ 以浓度(μｇｍＬ￣１) ￣峰
面积进行线性回归ꎬ求得回归方程:ｙ ＝ ２８.５５６ ２ｘ－
５.１５４ ４ꎬｒ ＝ ０. ９９９ ７ꎮ 绿原酸在 １. ２６ ~ ３１. ５ μｇ
ｍＬ￣１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ꎮ
２.１.２ 绿原酸含量测定方法学考察 　 按“１.２.２.２”
色谱条件进行平行实验ꎬ测定取同一批号的 ６ 份

供试样品ꎬ其 ＲＳＤ 为 ０.３４％ꎬ这表明本实验方法重

复性良好ꎮ 连续测定 ６ 次标准品ꎬＲＳＤ 为 ０.６３％ꎬ
这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ꎮ 于 ０、２、４、６、８ ｈ 测定的

绿原酸含量 ＲＳＤ 为 ０.１２％ꎬ这表明绿原酸日内稳

定性良好ꎮ 绿原酸的加标回收率为 ９５.４２％ꎬＲＳＤ

２２１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值为 １.６０％ꎬ该结果显示本实验方法的回收结果

准确可靠ꎮ
２.１.３ ＡＥＳＣ 中绿原酸含量　 按“１.２.２.２”色谱条件

进样ꎬ并根据绘制的线性方程计算 ＡＥＳＣ 样品中的

绿原酸的含量ꎬ含量为(０.２９４±０.０１３ ５)％ꎮ
２.２ 药理实验结果

２.２.１ 抗炎实验结果　 由表 １ 可知ꎬ与空白组比较ꎬ
ＡＥＳＣ 剂量组能显著减轻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肿

胀度(Ｐ<０.０１)ꎬ抑制率为 ２６.３％ꎬ与阳性对照云南

白药酊组抑制率(２６.９％)相当ꎮ 结果表明ꎬＡＥＳＣ
组具有极显著的抗炎作用ꎮ

表 １　 ＡＥＳＣ 对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 ｃｕｎｅａｔａ

ｏｎ ｍｏｕｓｅ ｅａｒ ｅｄｅｍａ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ｘｙｌｅｎｅ (ｘ ± ｓꎬ ｎ＝１０)

组别
Ｇｒｏｕｐ

剂量
Ｄｏｓｅ

(ｇｋｇ￣１)

肿胀度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Δｍｇ)

抑制率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空白对照组
Ｂｌａｎ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５.００ １６.７ ± ３.７５ －

云南白药酊组
Ｙｕｎｎａｎ Ｂａｉｙａｏ Ｔｉｎｃｔｕｒｅ ｇｒｏｕｐ

５.００ １２.２ ± ２.３８＃＃ ２６.９

ＡＥＳＣ 组
ＡＥＳＣ ｇｒｏｕｐ

０.７００ １２.３ ± ２.４３＃＃ ２６.３

　 注: ＃＃表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ꎬ肿胀度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ꎮ
　 Ｎｏｔｅ: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ｌａｎ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１).

２.２.２ 镇痛实验结果　 由表 ２ 可知ꎬ与空白组比较ꎬ
在给药 １５、３０、４５ ｍｉｎ 时ꎬＡＥＳＣ 能极显著提高小鼠

痛阈值(Ｐ<０.０１)ꎻ与给药前比较ꎬＡＥＳＣ 能显著提

高小鼠痛阈值(Ｐ<０.０１)ꎮ 结果表明 ＡＥＳＣ 组具有

极显著的镇痛作用ꎮ
２.２.３ 止血实验结果　 由表 ３ 可知ꎬ与空白组比较ꎬ
ＡＥＳＣ 对兔肝脏局部创面损伤出血有极显著的止

血效果(Ｐ<０.００１)ꎬ表明 ＡＥＳＣ 具有极显著的止血

作用ꎮ

３　 讨论与结论

大血藤具有清热解毒、活血、祛风止痛等功

效ꎬ其药材质量控制受到广泛关注ꎮ 然而ꎬ目前大

血藤醇提物质量控制方法研究较少ꎮ 本研究建立

的大血藤醇提物中绿原酸的 ＨＰＬＣ 测定方法ꎬ该
方法简便、快速、准确、重复性好ꎬ可用于大血藤醇

提取物绿原酸的含量测定ꎮ 绿原酸是大血藤药材

的重要指标成分( 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是多种植物中

的抗炎功效成分( Ｔｏｒｒｅｓ￣ｒêｇ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ꎻ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因此ꎬ通过测定

大血藤醇提物中绿原酸的含量ꎬ用于其质量控制ꎬ
为开发利用大血藤提供理论依据ꎮ

本实验通过测定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度和痛

阈值ꎬ考察大血藤醇提物抗炎和镇痛活性ꎮ 实验

结果表明ꎬ大血藤醇提物能显著减轻二甲苯所致

的小鼠耳肿胀度ꎻ与空白组及给药前比较ꎬ其均能

显著提高小鼠痛阈值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大血藤醇

提物具有与云南白药酊相当的抗炎和镇痛作用ꎬ
这为 ＡＥＳＣ 民间采用浸酒法用于祛风止痛、痛经、
跌扑肿痛提供理论依据ꎮ 本实验测定了兔肝脏局

部创面损伤出血的止血时间ꎬ结果显示ꎬ与空白组

相比ꎬＡＥＳＣ 能显著提高兔肝脏局部创面损伤出血

的记分分值ꎬ显示 ＡＥＳＣ 具有极显著的止血活性ꎮ
这为 ＡＥＳＣ 民间用于崩漏提供了理论依据ꎬ也为其

在临床上用于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和慢性盆腔炎

(何苗ꎬ２０１７ꎻ郑亚玲ꎬ２０１０)提供了理论指导ꎮ 大

血藤醇提物有望开发成类似云南白药的跌打损伤

药ꎬ或是具有抗炎、镇痛、止血活性的口腔护理用

品(Ｋｈａｒａｅｖ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然而ꎬ大血藤的镇痛、
止血活性功效物质基础及其相应的作用机制尚未

明确ꎬ仍需深入研究ꎮ
综上所述ꎬ大血藤醇提物具有显著的抗炎、镇

痛、止血活性ꎮ 本研究建立了 ＡＥＳＣ 的质量控制方

法ꎬ优化了提取工艺ꎬ有望开发成抗炎、镇痛、止血

制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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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ＡＥＳＣ对小鼠的镇痛作用(热板法)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 ｃｕｎｅａｔａ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ｈｏｔ ｐｌａｔｅ ｐａ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ｘ ± ｓꎬ ｎ＝１０)

组别
Ｇｒｏｕｐ

剂量
Ｄｏｓｅ

(ｇｋｇ￣１)

给药前痛阈值
Ｔｈｅ ｐａｉ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ｖａｌｕ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

给药后不同时间痛阈值
Ｔｈｅ ｐａｉ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ｆｔｅ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

１５ ｍｉｎ ３０ ｍｉｎ ４５ ｍｉｎ

空白对照组
Ｂｌａｎ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５.００ １９.３ ± ３.３２ １９.５ ± ３.６３ １９.７ ± ３.７２ ２０.１ ± ４.１０

云南白药酊组
Ｙｕｎｎａｎ Ｂａｉｙａｏ Ｔｉｎｃｔｕｒｅ ｇｒｏｕｐ

５.００ １９.４ ± ３.４９ ２９.６ ± ７.９１∗∗＃＃ ２９.８ ± ８.１４∗∗＃＃ ３０.５ ± ８.３３∗∗＃＃

ＡＥＳＣ 组
ＡＥＳＣ ｇｒｏｕｐ

１.４０ １９.２ ± ３.１４ ２８.３ ± ７.６８∗∗＃＃ ２９.３ ± ８.１０∗∗＃＃ ２９.５ ± ８.２９∗∗＃＃

　 注: ∗∗表示与给药前比较ꎬ痛阈值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ꎻ ＃＃表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ꎬ痛阈值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ꎮ
　 Ｎｏｔｅ: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ｃｅｓ ｉｎ ｐａｉ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０.０１)ꎻ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ａｉ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ｌａｎ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１).

表 ３　 ＡＥＳＣ 对兔肝脏局部创面损伤出血的止血效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 ｃｕｎｅａｔａ ｏｎ ｒａｂｂｉｔ ｌｉｖｅｒ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 ｘ± ｓꎬ ｎ＝ ２０)

组别
Ｇｒｏｕｐ

剂 量
Ｄｏｓｅ

(ｇｋｇ ￣１)

止血次数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ｔｉｍｅｓ

止血时间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ｍｉｎ)

记分分值
(Ｆ)

空白对照组
Ｂｌａｎ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５.００ ２０ > ３.００ ０

云南白药酊组
Ｙｕｎｎａｎ Ｂａｉｙａｏ Ｔｉｎｃｔｕｒｅ ｇｒｏｕｐ

５.００ ２０ ２.１６ ± ０.２７ ４.６９ ± ０.６７＃＃＃

ＡＥＳＣ 组
ＡＥＳＣ ｇｒｏｕｐ

１.４０ ２０ ２.２８ ± ０.２９ ４.４７ ± ０.６５＃＃＃

　 注: ＃＃＃ 表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ꎬ记分分值差异极显著ꎮ
　 Ｎｏｔｅ: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ｃｏｒ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ｌ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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