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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小鼠阴道接种白色念珠菌主要病变

为阴道黏膜下充血和炎细胞浸润，以嗜酸性粒细

胞为主，灌服屏风四妙汤煎剂可以有效缓解白色

念珠菌感染小鼠阴道内黏膜充血和炎症细胞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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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过敏煎对荨麻疹抗过敏药效作用的研究∗
刘真真，钟海森，陶 鑫，卢佩婷，蒙春伶，覃骊兰△

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1

［摘 要］目的：探讨加味过敏煎对荨麻疹小鼠血清组胺含量及组胺所致血管通透性的影响。方法：采

用低分子右旋糖酐诱导的小鼠皮肤瘙痒模型，观察小鼠皮肤瘙痒情况，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小鼠血

清中组胺水平；采用伊文思兰染色法，观察加味过敏煎对组织胺引起的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的影响。结果：

与模型组相比，加味过敏煎高剂量组小鼠抓挠潜伏期明显延长，抓挠次数显著减少（P＜0.05），加味过敏煎各

剂量组均显著缩短了小鼠的抓挠持续时间（P＜0.05）。ELISA结果显示，加味过敏煎高剂量组能明显减少小

鼠血清组胺含量（P＜0.05）。加味过敏煎各剂量组均能减少腹腔内渗出的伊文思蓝染料量，降低OD值（P＜0.05）。

结论：加味过敏煎能改善荨麻疹小鼠皮肤瘙痒情况，减少体内组胺含量，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且高剂量效果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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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modified Guomin decoction (MGD) on the contents of

serum histamine and histamine-induced vascular hyperpermeability in mice with urticaria. Methods: The mouse

skin itching models induced by low molecular dextran were used to observe the skin pruritus of mice, ELISA was

adopted to detect the levels of histamine in the serum of the mice; Evans blue staining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MGD on histamine-induced vascular hyperpermeability.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scratch latency prolonged notably, and scratch times reduced significantly in high dose group of MGD (P<0.05),

all dose groups of MGD apparently shortened the scratching duration of mice (P<0.05). ELISA results showed that

high dose group of MGD could notably lower the contents of serum histamine in mice (P<0.05). Different doses

groups of MGD could reduce the amount of Evans blue dye exuded from abdominal cavity, lower OD values (P<0.05).

Conclusion: MGD could improve skin itching conditions in mice with urticaria, lower the contents of histamine,

reduce capillary permeability, and high dose show the best effects.

KeywordsKeywords urticaria; modified Guomin decoction; histamine; anti-allergy; zoopery

荨麻疹，中医称之为瘾疹或者赤白游风，表现

为大小不等的风团伴瘙痒，是临床常见的皮肤过

敏反应。多种因素都可诱发荨麻疹，该病的多诱

因和反复性对患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困扰［1-2］。

荨麻疹的中医病机为“外感淫风之邪，内有营血之

虚”，风邪是该病发病的关键因素［3-5］。过敏煎是

祝谌予老先生的经验方，治疗各类过敏性疾病都

可以此方为基础，结合辨证用药，均能收到很好的

疗效［6-7］。我们从“治风、理血、养肝”立法，以“清

热平肝，滋阴祛风，养血柔肝”为治则，在过敏煎基

础上加用僵蚕、蝉蜕、地龙、当归、白鲜皮组成加味

过敏煎，用于治疗荨麻疹，屡获奇效。本实验通过

观察加味过敏煎对小鼠血清组胺含量及组胺所致

血管通透性的影响，以期明确加味过敏煎对荨麻

疹的抗过敏药效作用，为其临床应用提供实验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健康SPF级昆明小鼠96只，雌雄

各半，体质量18～20 g，购买于湖南斯莱克景达实

验动物有限公司，实验动物许可证编号：SCXK（湘）

2019—0004。饲养条件：动物饲养环境符合SPF

实验动物级环境设施标准，实验室按昼夜节律采光，

通风良好，室温保持在20℃～25℃左右，定期消毒。

1.2 实验药物 加味过敏煎，由广西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仁爱分院药房提供，经广西中医药

大学中药鉴定教研室鉴定为正品。药物组成：乌

梅10 g，五味子10 g，银柴胡10 g，防风10 g，蝉蜕

10 g，地龙15 g，甘草6 g，僵蚕10 g，当归10 g，白

鲜皮30 g。根据药物的量效关系设立低、中、高剂

量组（分别含生药量9.18、18.35、36.7 g/kg）。委

托广西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中药药效筛选实验室煎

制，整个实验过程均使用同一批制剂。氯雷他定

片（广东逸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52214，规格：10 mg/片），使用时加蒸馏水配

制成0.076 mg/mL，置4℃冰箱中冷藏备用。

1.3 试剂与仪器 低分子葡聚糖（源叶生物，批

号：S14110），0.5%伊文思蓝溶液（Solarbio，批号

G1810），磷酸组胺（Solarbio，批号：527A021），小

鼠组胺（HIS）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

研究所，H171-1-2），丙酮（分析纯）。TGL-16型高速冷

冻离心机，E1x800型全自动酶标仪，计时器、计数器。

1.4 实验方法

1.4.1 低分子右旋糖酐溶液诱导的小鼠皮肤瘙

痒实验

1.4.1.1 动物分组 48只昆明小鼠，雌雄各半，按

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组，氯雷他

定组，加味过敏煎高、中、低剂量组6组，每组8只，因

操作原因导致加味过敏煎低剂量组1只小鼠死亡。

1.4.1.2 给药及造模 适应性喂养3天后开始

给药。空白对照组和模型组以生理盐水20 mL/kg

灌胃；氯雷他定组，加味过敏煎高、中、低剂量组按

20 mL/kg每天灌胃。以上各组小鼠连续灌胃7天，每

天1次。末次给药1 h后，除空白组外，其余各组小鼠

尾静脉注射0.0125%低分子右旋糖酐溶液诱导的

小鼠皮肤瘙痒实验，空白组用生理盐水代替。瘙

痒实验成功表现：小鼠全身瘙痒反应，以前爪搔抓

头部、后抓晓躯干、嘴咬全身各部位为瘙痒指征。

1.4.1.3 指标观测 1）记录小鼠在注射低分子

右旋糖酐溶液后30 min内的抓瘙潜伏期、抓挠次

数及每次抓挠持续时间，并按下列公式计算抑制

率（%）［8-9］。2）观察完毕后，小鼠眼眶取血，4℃、

3000 r/min离心10 min，小心吸取上层血清，采用

ELISA法检测血清中组胺含量。

抑制率（%）=100%-（用药组平均值/模型组平

均值）×100%

1.4.2 组胺致小鼠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实验

1.4.2.1 动物分组 同“1.4.1.1”项下小鼠分组。

1.4.2.2 给药及造模 各组小鼠给药方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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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项下小鼠给药方法。末次给药1 h后，

各组小鼠尾静脉注射0.5%伊文思蓝溶液，同时在

除空白对照组外的其余各组小鼠的腹部脱毛处皮

内注射0.1%磷酸组胺，0.1 mL/只，形成一小皮丘，

空白对照组用生理盐水代替磷酸组胺。

1.4.2.3 观测指标 血管通透性值平均抑制率：

30 min后脱颈处死小鼠，剖开腹部，用直径8 mm的

打孔器取下小鼠腹部蓝染皮肤，剪碎后放入1.5 mL

的丙酮-生理盐水（7∶3）溶液中，室温浸泡24 h，充

分混匀后，以2500 r/min离心15 min，取上清液于

620 nm处测定蓝斑光密度值（OD），并按下列公式

计算抑制率［10-11］。

血管通透性平均抑制率（%）=（对照组OD值均

值-给药组OD值均值）/对照组蓝斑OD均值×100%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1.0统计学软件

进行分析，实验数据以 x̄ ± s表示，各组数据间的比

较采用方差分析或t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小鼠皮肤瘙痒实验

2.1.1 小鼠血清组胺含量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模型组血清组胺水平明显提高（P＜0.05）。给药

干预后，与模型组相比，加味过敏煎各剂量组和氯

雷他定组的血清组胺水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

中加味过敏煎高剂量组、氯雷他定组下降明显，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1.2 小鼠抓挠潜伏期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模

型组的抓挠潜伏期有缩短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与模型组相比，加味过敏煎高剂

量组可明显延长小鼠抓挠潜伏期，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2。

2.1.3 小鼠抓挠次数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模型组

的抓挠次数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与模型组相比，加味过敏煎高剂量组、氯雷他定组

小鼠的抓挠次数显著减少（P＜0.01）。加味过敏

煎中、低剂量组抓挠次数有降低趋势，但差异不明

显（P＞0.05）。见表2。

2.1.4 小鼠抓挠持续时间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模型组的抓挠持续时间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与模型组相比，加味过敏煎各组

及氯雷他定组均显著缩短了小鼠的抓挠持续时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2.2 血管通透性实验 模型组OD值与空白对照

组比较明显增高（P＜0.05）。与模型组相比，加味

过敏煎各剂量组、氯雷他定组OD值降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氯雷他定组与加味

过敏煎高剂量组抑制效果更明显。见表3。

表1 各组小鼠组胺水平比较（x̄ ± s） ng/mL

组别

空白对照组

模型组

氯雷他定组

加味过敏煎高剂量组

加味过敏煎中剂量组

加味过敏煎低剂量组

鼠数

8

8

8

8

8

7

组胺含量

68.44±17.18*

101.26±29

68.25±26.93*

73.24±21.2*

78.25±22.81

75.62±31.86

注：与模型组比较，**表示P＜0.01，*表示P＜0.05

表2 各组小鼠皮肤瘙痒实验指标比较（x̄ ± s）

组别

空白对照组

模型组

氯雷他定组

加味过敏煎高剂量组

加味过敏煎中剂量组

加味过敏煎低剂量组

鼠数

8

8

8

8

8

7

抓挠潜伏期（min）

4±2.27

2.63±1.19

2.38±1.41

9.63±3.82*

4.75±1.72

2.43±3.40

抓挠次数（次）

9±8.64*

21.75±13.58

8.38±2.93**

9.13±4.673**

12.63±7.95

10.86±2.48

抓挠持续时间（s）

33.63±38.34*

79.5±35.32

35.5±8.50**

25.50±14.53**

33.88±18.60**

34.14±13.52**

注：与模型组比较，**表示P＜0.01，*表示P＜0.05

表3 各组小鼠OD值及血管通透性平均抑制率比较（x̄ ± s）

组别

空白对照组

模型组

氯雷他定组

加味过敏煎高剂量组

加味过敏煎中剂量组

加味过敏煎低剂量组

鼠数

8

8

8

8

8

7

OD（×10-3）

466.67±33.71*

556.25±90.23

447.5±45.21**

423.75±38.93**

450.83±46.08*

452.08±66.21*

血管通透性平均抑制率（%）

16.1

-

20.9

23.8

18.95

18.73

注：与模型组相比，**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无数值

23



Western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22 Vol.35 No.6

中 国 科 技 核 心 期 刊

药 理 研 究方方 药药·

3 讨论

组胺是自体活性物质之一，人体内的组胺是

以无活性结合物的形式存在于肥大的细胞（mast

cell，MC）颗粒中，在皮肤、支气管黏膜、肠黏膜和

神经系统中含量较多。机体发生过敏反应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MC的活化和脱颗粒，当MC被激活时，

细胞内部进行一系列磷酸化反应和炎症因子合

成，胞内钙离子浓度升高，导致MC脱颗粒化并释

放出组胺，组胺的大量合成和释放会打破 Th1/

Th2的细胞平衡，促进Th2型细胞因子的合成和分

泌，抑制Th1型细胞因子的产生［12-13］。组胺可与细

胞膜上的H1受体结合，参与调控细胞定向迁移、

血管扩张等炎症反应过程，同时也参与介导I型

超敏反应；与H4受体结合，可正反馈调节MC的激

活和脱颗粒过程，使更多的组胺和炎症因子被合

成、释放，级联放大变态反应过程，目前第二代非

镇静抗组胺药是治疗荨麻疹的首选药［14-15］。

研究表明，过敏煎对大小鼠被动皮肤过敏反

应、2，4-二硝基氯苯所致的皮肤迟发型超敏反应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过敏煎抗过敏作用的药效学

研究结果也表明，该方能改善小鼠全身瘙痒反应

和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16-19］。龙声志［20］在过敏煎

原方基础上加入蝉蜕和白鲜皮各10 g，组成加味

过敏煎，可下调荨麻疹小鼠皮肤组织蛋白酶激活

受体2 mRNA的表达，降低血清组胺浓度，并且抑制

肥大细胞脱颗粒，发挥对荨麻疹的防治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组

小鼠的皮肤瘙痒情况加重，抓挠次数和持续时间

明显增加，给予加味过敏煎干预后小鼠的发作潜

伏期明显延长，抓挠次数和持续时间显著减少，皮

肤瘙痒得到改善。ELISA检测结果显示，与空白

组相比，模型组小鼠体内组胺含量明显增加，经加

味过敏煎治疗后小鼠体内组胺含量有所减少。

组胺所致血管通透性实验结果显示，模型组

的OD值明显高于空白组，说明模型组小鼠血管通

透性增高，腹腔内渗出的伊文思蓝染料量明显增

加。与模型组相比，加味过敏煎各剂量组的OD值

降低，提示对组胺所致的小鼠毛细血管通透性增

高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综合以上情况，推测加味过敏煎可能是通过

减少小鼠体内组胺含量，降低血管通透性，发挥抗

过敏作用，改善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状。当前，我们

只是初步研究了加味过敏煎的抗过敏药效，并未

对其作用机制做深入探讨，下一步我们将就加味

过敏煎对组胺的生成、释放过程进行研究，以明确

加味过敏煎治疗荨麻疹的作用靶点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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