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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水提取法制备出荆芥复方提取液（生药的质量浓度０．０５ｇ／ｍＬ），通
过样品对豚鼠皮肤瘙痒模型的体内止痒实验、大鼠被动皮肤过敏模型的抗敏作

用实验和豚鼠皮肤脱水模型的皮肤修复作用实验，评估荆芥复方提取液在动物

水平上的抗敏功效．实验结果表明，在０．５ｗｔ％受试浓度下，磷酸组胺致痒阈达
（１５４±３１）μｇ；在２．０ｗｔ％受试浓度下，毛细血管通透性降低率为１５．５％；在
０．５ｗｔ％受试浓度下，敏后肌肤水分散失保护率为１８％．这说明荆芥复方提取
液在动物水平上具有良好的止痒、消肿及敏后修复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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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

大及饮食结构的变化，过敏性体质人群快速增

长．据不完全统计，过敏病患已占世界人口

２／５［１］，在全球范围内，自我感觉为过敏性肌肤

的人数越来越多，皮肤过敏已经成为影响人类

健康的社会问题，也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

开发一款绿色、天然、安全且具有良好抗过敏功

效的植物原料化妆品意义深远．从天然植物中

寻找低毒、高效、安全、经济的抗过敏添加剂，可

避免化学合成制剂制作成本高、不良反应大的

缺点，是功能食品及功能化妆品领域重要的研

究方向［１］．

中医理论认为，“禀赋不耐、湿热毒邪”易

造成皮肤敏感、瘙痒、红肿、脆弱等一系列问

题［２－３］．荆芥复方按“君、臣、佐、使”配伍原则，

纳荆芥“祛邪行风”之功、取藤茶“清热解毒”之

效、蕴苦参“祛热燥湿”之力、收麦冬和黄芪“固

本调和”之益，其提取液具有良好的抗敏功效．

本文拟从内在机理出发，通过动物实验平台研

究荆芥复方提取液在抗敏方面的功效，为其在

化妆品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和仪器
主要材料：苦参、藤茶、荆芥、麦冬和黄芪，

中药饮片，安国市盛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产；健

康豚鼠（体重（２５０±１０）ｇ），ＳＤ大鼠（体重

（１８０±１０）ｇ），均为ＳＰＦ／ＶＡＦ级，雌雄各半，由

北京金牧阳实验动物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主要试剂：丙酮、乙醚，均为分析纯，北京化

工厂产；磷酸组胺、二硝基苯酚单克隆抗体

（ａｎｔｉＤＮＰＩｇＥ）、二硝基酚 －人血清白蛋白

（ＤＮＰＨＡＳ）、伊文思蓝，均为生化试剂，美国

Ｓｉｇｍａ公司产．

主要仪器：ＣＭ８２５型皮肤含水量检测仪，

德国 ＣＫ公司产；ＦＩ－０１６２０型酶标仪，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公司产；ＰＬ１００１－Ｌ型电子天平，瑞士

ＭｅｔｔｌｅｒＴｏｌｅｄｏ公司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荆芥复方提取液的制备　根据传统中

医组方思想，按照质量比２１２１１比例

称取苦参、藤茶、荆芥、麦冬和黄芪５味中药共

１００ｇ，加入２０倍９５％（ｖ／ｖ）乙醇进行热回流提

取２ｈ，过滤，除去滤渣，滤液经减压浓缩除去全

部乙醇后，加入与乙醇投料量相同质量的１，３－

丁二醇进行复溶，得到荆芥复方提取液，生药的

质量浓度为０．０５ｇ／ｍＬ．

１．２．２　体内止痒功效实验　采用磷酸组胺致

痒法制作过敏性瘙痒模型［４］．取豚鼠３０只，雌

雄各１５只，于实验前１ｄ右后足背剃毛，去毛

面积约２ｃｍ２．将豚鼠随机分成５组，即模型对

照组、样品０．５ｗｔ％浓度组、样品１．０ｗｔ％浓度

组、样品２．０ｗｔ％浓度组、样品 ５．０ｗｔ％浓度

组．连续２ｄ于去毛处分别按照０．１ｇ／ｃｍ２的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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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均匀涂抹相应受试物；模型对照组涂抹等容

积生理盐水．实验第３ｄ，称取磷酸组胺适量，临

用前以生理盐水配成 ０．０１％（ｗ／ｖ），０．０２％

（ｗ／ｖ），０．０３％（ｗ／ｖ），０．０４％（ｗ／ｖ），０．０５％

（ｗ／ｖ），０．０６％（ｗ／ｖ），０．０７％（ｗ／ｖ），０．０８％

（ｗ／ｖ），０．０９％（ｗ／ｖ），０．１０％（ｗ／ｖ）梯度浓度

溶液备用．用粗砂纸将豚鼠右后足背去毛处擦

伤，面积约１ｃｍ２，局部再涂样品１次，１０ｍｉｎ后

在擦伤处滴０．０１％ （ｗ／ｖ）磷酸组胺０．０５ｍＬ，

观察３ｍｉｎ内是否出现豚鼠回头舔右后足行

为，如未出现，在擦伤处继续滴０．０２％（ｗ／ｖ）磷

酸组胺０．０５ｍＬ，观察３ｍｉｎ内是否有添足行

为．以后每隔３ｍｉｎ按上述梯度递增浓度，每次

均在擦伤处滴磷酸组胺溶液０．０５ｍＬ，直到出

现豚鼠回头舔右后足．以此时所滴取的磷酸组

胺累计总量为致痒阈，计算各组致痒阈并比较

组间此项指标的差异性．

１．２．３　被动皮肤过敏实验　被动皮肤超敏反

应ＰＣＡ（Ｐａｓｓｉｖｅ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ｎａｐｈｙｌａｘｉｓ）是利用

与同种或异种动物组织有结合性的抗体所引起

的局部过敏反应，来检验抗体或抗原的高敏感

度的方法［５－６］．本文通过研究荆芥复方提取液

对ＰＣＡ的影响，探讨其抗 Ｉ型超敏反应的作用

效果．

取大鼠７０只，雌雄各半，室温环境下分笼

饲养，自由取食及摄水，适应性饲养５ｄ后按体

重随机分为７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模型对照

组、阴性对照组（样品溶剂）、样品０．５ｗｔ％浓度

组、样品１．０ｗｔ％浓度组、样品 ２．０ｗｔ％浓度

组、样品５．０ｗｔ％浓度组，每组１０只．背部剃毛

后，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各组大鼠背部选取

３个点，每两点间距约为１．５ｃｍ，每点皮下注射

ａｎｔｉＤＮＰＩｇＥ０．５μｇ．４８ｈ后，各组大鼠尾静脉

注射含有４％伊文思蓝的ＤＮＰＨＡＳ１００μｇ．在

尾静脉注射 ＤＮＰＨＡＳ前１ｈ，在给药各组大鼠

背部，以注射ａｎｔｉＤＮＰＩｇＥ的点为中心，每点涂

抹２ｃｍ２面积的相应药物．样品组大鼠按照

０．１ｇ／（２ｃｍ２）剂量局部皮肤涂抹给药．静脉注

射ＤＮＰＨＡＳ３０ｍｉｎ后处死大鼠．剪下背部注射

点区域蓝染皮肤，使用１１（ｖ／ｖ）丙酮 －生理

盐水混合溶液浸泡２４ｈ，离心取上清，用酶标仪

于６２０ｎｍ处检测吸光值．使用伊文思蓝溶液制

作标准曲线，计算每只大鼠背部皮肤染料含量

并比较组间此项指标的差异性．

１．２．４　敏后皮肤修复实验　敏后皮肤修复实

验借助皮肤脱水模型，测定样品对皮肤含水量

的影响，以评价样品对过敏皮肤的修复功效．

取豚鼠４２只，于实验前１ｄ颈背部剃毛，

面积约为２ｃｍ×２ｃｍ，随机分成７组：空白对照

组、模型对照组、阴性对照组（样品溶剂）、样品

０．５ｗｔ％浓度组、样品 １．０ｗｔ％浓度组、样品

２．０ｗｔ％浓度组、样品５．０ｗｔ％浓度组．除了空

白对照组豚鼠，其余各组取丙酮乙醚 ＝１１

（ｖ／ｖ）混合液１５０μＬ滴于去毛处，１０ｍｉｎ后分

别取相应样品涂抹于去毛部位，每天两次，连续

５ｄ，空白对照组和模型对照组豚鼠用蒸馏水涂

抹于去毛处．于第５ｄ涂抹样品２０ｍｉｎ后使用

水分含量测定仪测量豚鼠脱毛处皮肤含水量，

比较组间此项指标的差异，并计算水分散失保

护率．

水分散失保护率＝

（用药组皮肤含水量－模型组皮肤含水量）／

空白对照组皮肤含水量×１００％

１．２．５　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　在分析样品组

与对照组之间各项指标的差别时，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Ｄｕｎｎｅｔｔｔ检验，选定显著性水平 Ｐ＜０．０５

或Ｐ＜０．０１．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荆芥复方提取液体内止痒功效
机体发生过敏性疾病或产生炎症时，肥大

细胞中作为化学传递物质的组胺起着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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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７］．痒是皮肤过敏反应的一个症状，亦与局部

肥大细胞释放组胺有关，因此可利用外源性组

胺诱导释放内源性组胺致动物皮肤瘙痒模型来

检测样品使动物耐受组胺的能力，进而评价样

品的止痒和抗敏功效．样品的抗敏功效可以通

过磷酸组胺致痒阈得到直观反映，阈值越高，说

明抗敏效果越好．

不同浓度荆芥复方提取液磷酸组胺致痒豚

鼠的致痒阈见图１．由图１可见，使用受试品涂

抹致痒部位后，所有浓度荆芥复方提取液均可

显著提高豚鼠磷酸组胺致痒阈，与模型对照组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且致痒阈与荆

芥复方提取液浓度呈正比．用０．５ｗｔ％荆芥复

方提取液处理豚鼠后，阈值极显著高于模型对

照组（Ｐ＜０．０１），达（１５４±３１）μｇ；在样品浓度

为５．０ｗｔ％时，致痒阈为（１９５±３５）μｇ．说明荆

芥复方提取液能够显著抑制组胺的释放及致痒

作用，显示出其在抗敏、止痒功效上的潜力．

图１　不同液度荆芥复方提取液磷酸组胺致痒阈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ｅｐｅｔａｃａｔａｒｉａ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ｐｕｒｉｔｕ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２　荆芥复方提取液对大鼠ＰＣＡ的影响
通过ＰＣＡ模型来研究活性物的抗敏功效．

抗体和抗原结合发生 Ｉ型超敏反应，引发局部

毛细血管通透性显著增加，出现红肿等过敏症

状．在大鼠体内模拟这一过程，是目前较理想的

体内研究活性物抗敏功效的方法．

用荆芥复方提取液局部处理发生Ｉ型过敏

反应并含有蓝色染料的大鼠皮肤，通过抗敏功

效达到抑制毛细血管通透性的作用，从而降低

局部皮肤的蓝色染料含量，使用分光光度法计

算每只大鼠背部皮肤染料含量并比较此项指标

组间的差异性．图２给出不同浓度荆芥复方提

取液对大鼠 ＰＣＡ的影响．模型组（伊文思蓝含

量为（１１０±５）μｇ／ｍＬ）与空白组（伊文思蓝含

量为（４±１）μｇ／ｍＬ）呈极显著差异（Ｐ＜

０．０１），建模成功．

图２　不同浓度荆芥复方提取液

对大鼠ＰＣＡ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ＰＣＡ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ｒａｔｓ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由图２可知，荆芥复方提取液可显著降低

过敏反应时大鼠皮肤毛细血管通透性，有效缓

解过 敏 症 状，且 与 质 量 浓 度 呈 正 相 关，

２．０ｗｔ％，５．０ｗｔ％时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均具有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５．０ｗｔ％浓度组大鼠皮

肤中蓝色染料含量最低，仅为８７μｇ／ｍＬ，较阴

性对照组降低 ２０．４％；２．０ｗｔ％浓度组大鼠皮

肤中蓝色染料含量为９３μｇ／ｍＬ，较阴性对照组

降低１５．５％．这显示出荆芥复方提取液在祛

红、消肿功效上的潜力．

２．３　荆芥复方提取液对敏后皮肤修复的影响
皮肤屏障因过敏反应受到损伤，皮肤水分

会大量流失．为研究荆芥复方提取液是否具有

敏后修复、固护屏障的功效，在体内评估其对豚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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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皮肤敏后保持含水量能力的影响．不同浓度

荆芥复方提取液对豚鼠敏后皮肤修复的影响见

图３．模型组（水含量为（１２±３）％）与空白组

（水含量为（５±１）％）呈极显著差异（Ｐ＜

０．０１），建模成功．

图３　不同浓度荆芥复方提取液对

豚鼠敏后皮肤修复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ｋｉｎｒｅｐａｉｒｉｎ

ｇｕｉｎｅａｐｉｇ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由图３可知，荆芥复方提取液可显著降低

过敏反应时豚鼠皮肤的水分散失保护率，有效

修复皮肤屏障，且与质量浓度呈正相关，

０．５ｗｔ％ 质量浓度时，敏后肌肤水分散失保护

率为１８％，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即具有极显著性

差异（Ｐ＜０．０１），表明荆芥复方提取液具有良

好的敏后皮肤修复功效．

３　结论

通过动物实验平台，从体内止痒功效、ＰＣＡ、

敏后皮肤修复功效三方面研究了荆芥复方提取

液的抗敏功效．荆芥复方提取液能够增加磷酸

组胺致痒阈，有效增强皮肤耐受性，止痒功效显

著；荆芥复方提取液还可以降低过敏皮肤的毛

细血管通透性，具有祛红、消肿的功效；此外，荆

芥复方提取液可以提高敏后皮肤水分散失保护

率，达到修复皮肤、固护屏障的效果．

参考文献：

［１］　董银卯．萌芽绿豆抗敏抗氧化活性物质分析

及其作用机制研究［Ｄ］．哈尔滨：哈尔滨工业

大学，２０１４．

［２］　薛素琴．治疗慢性湿疹新药消炎止痒凝胶的

开发研究［Ｄ］．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２００９．

［３］　金云隆．中药抗过敏实验刍议［Ｊ］．中国中医

药现代远程教育，２０１１，９（１）：２２０．

［４］　ＺＨＡＮＧＷ，ＭＡＤ，ＺＨＡＯＱ，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ｆｒｕｃｔｕｓｃｎｉｄｉｉｏｎｏｓｔｅｏ

ｂｌａｓｔｓｉｎｖｉｔｒｏ［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Ｍｅｒｉｄ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０，３（１）：３２．

［５］　高天红，朴晋华，王婷婷．鱼金注射液被动皮

肤过敏试验及对血清ＩｇＥ的影响［Ｊ］．山西医

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４２（６）：４７７．

［６］　张信岳，陈爱君，李钦，等．绿原酸主动全身过

敏与被动皮肤过敏的实验研究［Ｊ］．中国中医

药科技，２０１１，１８（２）：１２７．

［７］　陈小文，杨慧，刘玉琳．ＩＬ－１８与过敏性疾病

［Ｊ］．生命的化学，２００７，２７（５）：４４１．

·８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