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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朴皮、叶、花水提物镇痛作用的比较研究 
 

郑丽娟，余晓珊，*梁生林，黄玉双，黄宜财 
(井冈山大学医学院，江西，吉安 343009) 

 
摘  要：目的  探讨并比较厚朴皮、叶、花的镇痛作用。方法  采用热板法、醋酸扭体法致痛，观察高、低剂量

厚朴皮、叶、花水提物的镇痛作用。结果  厚朴干皮、根皮、枝皮、叶、花水提物高、低剂量对热板法所致小鼠

痛阈值无影响，与蒸馏水对照组和自身给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厚朴干皮、根皮、枝皮、叶、花

水提物高、低剂量对醋酸所致扭体反应数均有明显抑制作用，与蒸馏水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 < 0.01)，厚朴根皮、
枝皮、叶、花水提物高、低剂量组与厚朴干皮相对应剂量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厚朴干皮、

根皮、枝皮、叶、花水提物均具有镇痛作用，且厚朴根皮、枝皮、叶、花可以代替厚朴干皮用于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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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ANALGESIC EFFECT OF WATER 

EXTRACTS OF MAGNOLIA OFFICINALIS BARK, LEAF AND FLOWER  
ZHENG Li-juan, YU Xiao-shan, *LIANG Sheng-lin, HUANG Yu-shuang, HUANG Yi-cai 

(School of Medicine,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Jiangxi 34300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compare the analgesic effect of Magnolia officinalis bark, leaf, flower 
in mice. Methods: Using the hot-plate and acetic acid writhing method to induce pain in mice, to observe the 
analgesic effect of high and low doses of water extracts of M. officinalis bark, leaf and flower. Results: Water 
extracts of high and low doses of M. officinalis stem, root and branch bark, leaf, flower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ain threshold caused by hot plate method compared with the distilled water control group and the data 
before the drugs administration (P > 0.05), but it is reversed for that by acetic acid writhing method,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eatment of stem and others (P > 0.05).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ater extracts of different part’s bark and organs of M. officinalis possessed the analgesic effects, root bark, 
branch bark and leave could replace stem bark for analgesia. 
Key words: Magnolia officinalis bark; leaf; flower; water extract; analgesia; comparision 
 

厚朴为木兰科植物，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 或凹叶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 var. biloba Rehd. et Wils.) 的干燥干
皮、根皮和枝皮，厚朴性温，味苦辛，入脾、胃、

肺、肠经，具燥湿消痰、下气除满之功效，用于湿

滞伤中、脘痞吐泻、食积气滞、腹胀便秘、痰饮喘

咳[1]。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厚朴具有促胃肠动力[2-6]、

镇痛[7-9]、抗溃疡[10-12]、抗菌[13-15]、抗氧化[16-18]、抗

抑郁[19]、抗肿瘤[20]、抗血栓及抗凝血[21]、镇咳[22]、

祛痰[23]等作用。长期以来由于厚朴资源的过度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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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导致厚朴资源日益减少，因此寻找新药源、扩

大厚朴药用部位迫在眉睫。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尚

未见厚朴叶和花镇痛作用的研究报道。本研究采用

热板法、扭体法疼痛模型，对厚朴叶和花水提物是

否具有镇痛作用，其镇痛作用与厚朴干皮之间是否

有无差异进行了研究，旨在为寻找新药源、扩大厚

朴药用部位提供实验依据。 

1  材料 

1. 1  实验动物 

昆明种小鼠，清洁级，体质量 18~22 g，雌雄
兼有，288 只，由湖南斯莱克景达实验动物有限公
司提供，许可证号：SCXK(湘)2011-0003。 
1. 2  药品与试剂 
厚朴皮、叶、花 2013 年 8 月购于井冈山，树

龄 30 年，经井冈山大学医学院药学室鉴定为木兰
科植物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盐
酸吗啡注射液，东北制药集团公司沈阳第一制药厂

生产，规格：10 mg/mL ，批号：080701-2；阿司
匹林片，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进口分装)，规格：
0.1 g/片，批号：BJ04931；36%醋酸，上海松江佘
山化工厂生产。 
1. 3  主要仪器   

HSS-1B型恒温浴槽，成都仪器厂生产；秒表。 

2  方法 

2. 1  药物配制 

2. 1. 1  厚朴皮、叶、花水提物的制备   
分别称取厚朴干皮、根皮、枝皮、叶、花普通

粉末 150 g，用蒸馏水浸泡 0.5 h，加 10倍量蒸馏水
(第一次多加 2倍量)，用文火煎煮 3次，第 1次 1 h，
第 2、3次各 0.5 h，合并 3次煎出液，静置过滤去
渣，浓缩为 100 mL，即浓度为 1.5 g/mL备用，以
此作为高剂量组的给药浓度，再用蒸馏水配制低剂

量组的给药浓度 0.5 g/mL)。 
2. 1. 2  吗啡溶液   

用蒸馏水配成 0.002 g/mL浓度。 
2. 1. 3  阿司匹林溶液   
用蒸馏水配成 0.05 g/mL浓度。 

2. 2  厚朴皮、叶、花水提物的镇痛实验 
2. 2. 1  热板法[24-25]   

将小鼠置于(55 ± 0.1) ℃镇痛槽内，用秒表记录
小鼠从放入镇痛槽至出现舔后足反应所需时间(s)
作为痛阈的指标，用此法筛选出痛阈值在 5~30 s的
雌性清洁级昆明小鼠 144只供实验用。取筛选合格
的雌性小鼠 144 只，按体质量随机分为 12 组，每
组 12只，即蒸馏水对照组，盐酸吗啡溶液(0.02 g/kg)
组，厚朴干皮水提物高、低剂量组(15、5 g/kg)，厚
朴根皮水提物高、低剂量组(15、5 g/kg)，厚朴枝皮
水提物高、低剂量组(15、5 g/kg)，厚朴叶水提物高、
低剂量组(15、5 g/kg)，厚朴花水提物高、低剂量组
(15、5 g/kg)。将每只小鼠正常痛阈值各测 2次，每
次间隔 5 min，取其平均值为给药前正常痛阈值。
给药除盐酸吗啡溶液组皮下注射 2天外，其余各组
均灌胃给药，给药容量均为 10 mL/kg，1次/d，连
续给药 5 d。末次给药后 30、60、90、120 min各测
小鼠痛阈值，如果用药后放入镇痛槽内 60 s仍无反
应，即将小鼠取出，以免时间太长把脚烫伤，其痛

阈值按 60 s计算。 

2. 2. 2  醋酸扭体法[24]   
昆明种小鼠 144只，雌雄各半，按体质量和性

别随机分为 12组，每组 12只，即蒸馏水对照组，
阿司匹林组(0.5 g/kg)，厚朴干皮水提物高、低剂量
组(15、5 g/kg)，厚朴根皮水提物高、低剂量组(15、
5 g/kg)，厚朴枝皮水提物高、低剂量组(15、5 g/kg)，
厚朴叶水提物高、低剂量组(15、5 g/kg)，厚朴花水
提物高、低剂量组(15、5 g/kg)。小鼠均灌胃给药，
给药容量均为 10 mL/kg，1次/d，连续给药 5 d。末
次给药后 1 h，各鼠均腹腔注射 0.6 %醋酸 0.2 mL/
只(醋酸溶液临用前配制)。记录各组小鼠腹腔注射
醋酸后 15 min内扭体反应(腹部收缩内凹、伸展后
肢)次数，并计算抑制率。抑制率(%)= (对照组扭体
反应数－给药组扭体反应数) / 对照组扭体反应数
×100%。 
2. 4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0.0 对各组所得数据进

行统计学分析，其结果以均数±标准差( x s± )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3  结果 

3. 1  厚朴皮、叶、花水提物对热板法所致小鼠痛
阈值的影响 
与蒸馏水对照组比较，给药前各组痛阈值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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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吗啡溶液(0.02 g/kg)组，
给药后 30、60、90、120 min与蒸馏水对照组比较
差异极显著(P < 0.01)；厚朴干皮、根皮、枝皮、叶、
花水提物高、低(15、5 g/kg)剂量组，给药后 30、
60、90、120 min 与蒸馏水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
义(P > 0.05)。 

与自身给药前比较，蒸馏水对照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05)；吗啡溶液(0.02 g/kg)组，给药后 30、
60、90、120 min与给药前比较差异均显著(P < 0.01)；
厚朴干皮、根皮、枝皮、叶、花水提物高、低(15、
5 g/kg)剂量组，给药后 30、60、90、120 min与给
药前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结果见表 1。 

表 1  厚朴皮、叶、花水提物对热板法所致小鼠痛阈值的影响( x s± , n = 12) 

Table 1 Effects of Magnoliae officinalis bark, leaf, flower water extract on the threshold of mice in Hot plate  
给药后痛阈值(s) 

组  别 剂量(g/kg) 给药前痛阈值(s) 
30 min 60 min 90 min 120 min 

蒸馏水 － 16.37 ± 3.19 15.46 ± 5.04 16.73 ± 4.74 16.48 ± 6.89 15.60 ± 4.34 
吗啡溶液 0.02 16.32 ± 5.92 54.94 ± 11.46ab 48.59 ± 14.32ab 47.47 ± 14.94ab 49.26 ± 14.42ab 
厚朴干皮水提物高剂量 15 16.11 ± 2.91 15.74 ± 3.01 16.21 ± 4.47 16.51 ± 2.22 16.18 ± 3.77 
厚朴干皮水提物低剂量 5 16.14 ± 4.15 15.47 ± 2.91 16.49 ± 3.09 16.03 ± 3.68 16.28 ± 3.22 
厚朴根皮水提物高剂量 15 16.22 ± 4.06 16.23 ± 4.80 16.31 ± 2.39 16.07 ± 4.55 16.04 ± 2.41 
厚朴根皮水提物低剂量 5 16.11 ± 3.51 16.13 ± 2.44 15.87 ± 2.84 16.06 ± 3.46 16.51 ± 2.66 
厚朴枝皮水提物高剂量 15 16.47 ± 4.17 16.05 ± 1.90 15.67 ± 1.97 15.95 ± 3.67 16.29 ± 3.14 
厚朴枝皮水提物低剂量 5 16.38 ± 2.92 16.33 ± 4.82 16.38 ± 2.47 16.77 ± 2.13 16.43 ± 2.82 
厚朴叶水提物高剂量 15 15.92 ± 1.83 15.65 ± 3.89 16.07 ± 3.74 16.48 ± 5.08 15.79 ± 4.32 
厚朴叶水提物低剂量 5 15.83 ± 3.66 16.07 ± 3.39 16.02 ± 3.62 16.46 ± 3.61 16.05 ± 3.84 
厚朴花水提物高剂量 15 15.88 ± 6.65 16.21 ± 5.37 16.37 ± 4.37 16.49 ± 4.32 15.82 ± 4.81 
厚朴花水提物低剂量 5 15.76 ± 4.29 15.85 ± 3.90 15.95 ± 4.30 16.25 ± 4.12 15.77 ± 2.90 
注：与蒸馏水对照组比较，aP < 0.01；与自身药前痛阈比较，bP < 0.01 
 

3.2  厚朴皮、叶、花水提物对醋酸扭体法所致小鼠
疼痛的影响   
厚朴干皮、根皮、枝皮、叶、花水提物各剂量

组和吗啡溶液组均能明显减少醋酸刺激所致扭体

反应，与蒸馏水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显著(P < 0.01)；
扭体抑制率与浓度存在剂量依赖关系。厚朴根皮、

枝皮、叶、花水提物高、低剂量组与厚朴干皮相对

应剂量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结果见
表 2。 
表 2  厚朴皮、叶、花水提物对醋酸刺激所致小鼠疼痛的影

响( x s± , n=12) 
Table 2  Inhibition of Magnoliae officinalis bark, leaf, flower 

water extract on acetic acid writhing of mice 
组   别 剂量(g/kg) 扭体次数 抑制率(%) 

蒸馏水 — 36.67 ± 5.17 — 
阿司匹林 0.5 2.42 ± 0.99a 93.40 
厚朴干皮水提物高剂量  15 19.33 ± 3.34a 47.29 
厚朴干皮水提物低剂量   5 21.83 ± 5.98a 40.47 
厚朴根皮水提物高剂量  15 22.75 ± 7.39ab 37.96 
厚朴根皮水提物低剂量   5 23.67 ± 6.27ab 35.45 
厚朴枝皮水提物高剂量  15 19.08 ± 5.64ab 47.97 
厚朴枝皮水提物低剂量   5 25.67 ± 6.28ab 29.99 
厚朴叶水提物高剂量  15 21.67 ± 5.64ab 40.91 
厚朴叶水提物低剂量   5 26.58 ± 5.33ab 27.52 
厚朴花水提物高剂量  15 23.00 ± 7.65ab 37.28 
厚朴花水提物低剂量   5 24.25 ± 4.09ab 33.87 
注：与蒸馏水对照组比较，aP < 0.01；厚朴其他部位水提物组与相对应
剂量厚朴干皮水提物组比较，bP > 0.05 

4  讨论 

厚朴具有燥湿消痰、下气除满等功效，现代药

理研究表明厚朴具有促胃肠动力、镇痛、抗溃疡、抗

菌、抗氧化等作用。由于目前中国制药业多达 200余
种中西成药是采用厚朴配方的，长期以来由于厚朴

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厚朴资源日益减少，因此寻

找新药源、扩大药用部位迫在眉睫。为探讨厚朴干

皮、根皮、枝皮、叶、花是否都具有镇痛作用，镇

痛作用是否有无差异，本实验采用热板法、醋酸扭

体法疼痛模型，对厚朴干皮、根皮、枝皮、叶、花

水提物进行了镇痛作用研究，并对厚朴根皮、枝皮、

叶和花水提物的镇痛作用与厚朴干皮进行了比较

研究。 
小鼠热板实验是通过一定强度的温度(55 )℃ 刺

激小鼠足部以产生疼痛反应，可表现为跳跃、缩足

或舔足反应。常以热刺激开始至出现舔后足反应的

时间(即潜伏期)为测痛指标[24]，并以此作为评价药

物的镇痛作用。本实验结果显示厚朴干皮、根皮、

枝皮、叶、花水提物不能提高热板法所致小鼠的痛

阈值，这表明厚朴对温度等物理因素导致的疼痛

无镇痛作用。热板反应有高位中枢参与 [26]，这

说明厚朴水提物无中枢性镇痛作用。  
小鼠醋酸扭体实验是通过醋酸刺激脏层和壁

层腹膜引起深部较大面积较长时间的炎性疼痛，表

现为扭体反应[26]，是筛选弱镇痛药的一种敏感、简

便、重复性好的方法。醋酸介导的伤害性反应可能

由于腹腔 pH 值降低而直接刺激传入神经纤维和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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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介质合成共同作用导致[27]。本实验中，厚朴干皮、

根皮、枝皮、叶、花水提物均能明显减少醋酸诱发

的小鼠扭体反应，扭体抑制率与浓度存在剂量依赖

关系，提示厚朴干皮、根皮、枝皮、叶、花对炎症

性疼痛有一定的镇痛作用，且厚朴根皮、枝皮、叶、

花水提物与厚朴干皮水提物之间比较无差异，说明

厚朴根皮、枝皮、叶、花可以代替厚朴干皮用于镇

痛作用。 
综上所述，厚朴干皮、根皮、枝皮、叶、花水

提物对炎性疼痛具有明显的镇痛作用，且厚朴根

皮、枝皮、叶、花可以代替厚朴干皮用于镇痛作用，

可以为寻找新药源、扩大厚朴药用部位提供了实验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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