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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勒香梨粗多糖镇咳祛痰作用研究 

海力茜ꞏ陶尔大洪 1#*, 李亚童 1#, 乌  英 2, 李  玲 1* 

(1. 新疆医科大学药学院, 乌鲁木齐  830011;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药学部, 乌鲁木齐  830001) 

摘  要: 目的  探讨库尔勒香梨粗多糖的镇咳、祛痰作用。方法  通过浓氨水、二氧化硫刺激法、气管酚红

排泄法等实验, 观察库尔勒香梨粗多糖的镇咳、祛痰作用。结果  库尔勒香梨粗多糖可以延长咳嗽潜伏期, 减

少咳嗽次数, 并可以增加排痰量。结论  库尔勒香梨粗多糖有一定的镇咳祛痰作用, 为进一步研究库尔勒香梨

生物活性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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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ntitussive and expectorant effects of Korla pear  
crude polysaccha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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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ous Region People's Hospital, Urumqi 830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ntitussive and expectorant effects of the crude polysaccharide of Korla 

pear. Methods  The antitussive and expectorant effects of the crude polysaccharide of Korla pear were observed by 

ammonia, sulfur dioxide stimulation and tracheal phenol red excretion. Results  The crude polysaccharide could 

prolong the incubation period of cough, reduce the number of coughs and increase the sputum excretion. Conclusion  

The crude polysaccharide of Korla pear has effects of relieving cough and removing phlegm, 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y on the pharmacological action of Korla 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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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新疆库尔勒香梨(Korla pear)为蔷薇科梨亚科中的白

梨品种, 种植历史悠久[1‒2], 产自新疆库尔勒地区, 具有种

植面积广、年产量高、汁多清甜爽口等特点, 属于新疆梨

之上品。咳嗽咳痰是呼吸系统常见和多发症状之一, 作为

药食两用的食品, 梨常与贝母一起蒸食, 在生活中用于治

疗咳嗽多痰的问题。咳嗽的机制是肺受到外界的影响,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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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肺的生理功能, 进而引起其他脏器乃至全身症状, 

对人体健康危害性较大。库尔勒香梨在民间素有滋阴、

润肺、消痰、保肝明目之美誉, 属于天然食品。香梨中含

萜类、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生物碱类、矿物质等

成分[3‒4],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梨属植物果实具有抗氧化、

降血糖、抗凋亡等功效[5‒7], 其中多糖类化合物, 被证实为

香梨中发挥作用的有效成分, 它能够提高机体淋巴细胞产

生抗体的能力[8]。 

目前对于库尔勒香梨止咳平喘作用上的研究报道甚少, 

因此本研究通过对库尔勒香梨的生物活性方面做初步的探

究, 为今后库尔勒香梨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提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  器 

BS224 型 电 子 分 析 天 平 ( 德 国 赛 多 利 斯 公 司 ); 

SK5200HP 超声清洗器 (上海科导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 

RE-52A 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生化仪器); UV-2550 紫外分

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 402 型超声雾化器(上海合力医

疗器械厂); DK-S24 型电热恒温水浴锅 (上海精密实验设

备有限公司); CJ-2F 型超净工作台(苏州市净化设备厂); 

LXJ-IIB 大容量低速多管离心机(上海安亭公司)。 

1.2  试剂与材料 

石油醚、无水乙醇、丙酮、乙醚、浓硫酸、无水亚硫

酸钠、氯化铵、氨水、二氧化硫、氢氧化钠、碳酸氢钠(分

析纯 , 天津富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 生理盐水 (批号 : 

100830481, 西安京西双鹤有限公司 ); 磷酸可待因片

(H11020672, 国 药 集 团 工 业 有 限 公 司 ); 氯 化 铵 片

(H42021202, 湖北广济药业); 苯酚红(25 g, 天津市福晨化

学试剂厂)。溶液均使用分析纯, 现配现用, 水为实验室自

制超纯水。 

库尔勒香梨采自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 

经新疆医科大学药学院天然药物教研室帕丽达▪阿不力孜

教授鉴定为蔷薇科梨亚科中的白梨品种库尔勒香梨(Korla 

pear)的新鲜果实。鲜果经过洗净, 去梗, 削皮, 去籽, 切片, 

自然干燥, 粉碎, 得到新疆库尔勒香梨的碎粉。 

1.3  实验动物 

SPF 级昆明小鼠, 雌雄各半, 体质量 18~22 g。实验动

物均由新疆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实验动物质量合

格 证 SCXK2011( 新 )-0004, 实 验 动 物 设 施 使 用 证 明

SCXK2011(新)-0001。 

1.4  实验方法 

1.4.1  粗多糖的制备 

称取干燥粉碎的库尔勒香梨 1000 g, 置于 2000 mL 的

圆底烧瓶中, 按料液比 1:3(g/mL), 在 60 ℃水浴加热条件

下, 回流提取 2 次, 2 h/次, 进行脱脂。过滤, 将滤渣中溶剂

挥干, 按滤渣:95%乙醇=1:5(g/mL), 在 80 ℃回流提取 2 次, 

2 h/次, 过滤, 干燥滤渣, 回收滤液中的乙醇。按干燥后的

滤渣:水=1:30(g/mL), 在 90 ℃水浴加热条件下, 回流提取

2 h, 共提取 3 次, 过滤, 合并滤液。分次提取后浓缩、减

压干燥, 再依次用无水乙醇、丙酮、乙醚按顺序洗涤, 真

空干燥, 得到库尔勒香梨粗多糖[9]。 

1.4.2  急性毒性实验 

健康昆明小鼠雌雄各半共 20 只, 体质量 18~22 g, 随

机划分并标记为空白组和给药组, 按正常饲养条件饲养。

给药组首次灌胃前禁食 12 h, 只供水, 库尔勒香梨粗多糖

以最大浓度溶液(40 mL/kg)以及最大灌胃体积(0.4 mL/10 g)

的剂量给药 1 次, 空白组给予同体积生理盐水, 勤换垫料, 

给药 4 h后正常喂食, 连续观察 7 d, 详细记录动物的饮食、

饮水、运动状况、排泄状况等各个指标。7 d 观察期内小

鼠无躁动、皮肤变色、发声、蜷缩、死亡等现象, 前两日

有部分小鼠出现轻微腹泻情况, 7 d 后, 将小鼠称重、处死、

解剖, 观察到小鼠内脏无异常变化, 给药组小鼠脾脏胸腺

有所增长。因为小鼠无死亡, 无法预测其半数致死量, 因

此进行库尔勒香梨粗多糖对小鼠最大耐受量的测定实验, 

进一步确定其合理的小鼠给药量[10]。 

1.4.3  最大耐受量实验 

健康昆明小鼠雌雄各半共 20 只, 体质量 18~22 g, 随

机划分并标记为空白组和给药组, 按正常饲养条件饲养, 

灌胃前禁食 12 h, 只供水, 给药组以库尔勒香梨粗多糖最

大动物可耐受剂量(不会引起动物死亡)8.5 g/kg 及最大灌

胃体积 0.4 mL/10 g 给药, 一日灌胃 2 次, 给药 4 h 后常规

饲养, 连续观察 24 h, 记录小鼠的毒性反应及死亡情况, 

再饲养观察 7 d, 详细记录动物的反应情况, 包括动物的饮

食、饮水、运动、排泄等各个指标, 计算出小鼠对库尔勒

香梨粗多糖最大耐受量。观察期内无精神萎靡、毛色异常

等现象, 但仍有四只小鼠出现了腹泻症状, 可见稀便, 7 d

后无小鼠死亡, 称重, 处死, 体重与空白组比较无明显差

异, 观察内脏器官均良好, 肉眼未见异常。根据急毒和最

大耐受量试验结果, 计算最大耐受量(maximum tolerated 

dose, MTD)=8.5 g/kg, 只有超过该剂量, 才会出现受试动

物死亡情况 , 所以对于评价某个药物的急性毒性情况 , 

MTD 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信息。可以说明库尔勒香梨多糖安

全性较高, 取最大耐受量的 1/4~1/2 作为较安全的剂量, 计

算库尔勒香梨高中低剂量组给药剂量, 分别设定高剂量组

为 8 g/kg; 中剂量组为 4 g/kg; 低剂量组为 2 g/kg[11]。 

1.4.4  给药方法 

各剂量组受试动物按 0.2 mL/10 g 吸取药液, 连续灌

胃给药 10 d, 每日 1 次, 称重。空白对照组灌胃相同体积

的生理盐水, 通过急毒实验和最大耐受量实验结果换算得

到给予小鼠库尔勒香梨粗多糖的给药量, 分别按高剂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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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kg)、中剂量组(4 g/kg)、低剂量组(2 g/kg)给药。 

1.4.5  库尔勒香梨粗多糖镇咳祛痰作用研究 

(1)浓氨水引咳实验 

SPF 级昆明种小鼠雌雄各半共 50 只, 称重, 体质量

18~22 g, 随机分为 5 组, 每组 10 只, 并标记; 库尔勒香梨

粗多糖组分为高、中、低剂量组, 磷酸可待因(30 mg/kg)

为阳性对照组, 以生理盐水为空白对照组; 每组分别灌胃

给药, 小鼠每天按 0.2 mL/10 g, 连续给药 10 d, 正常饲养, 

在最后 1 次灌胃给药 1 h 后, 逐一将小鼠放入钟罩内, 使用

超声雾化器以最大喷雾量向钟罩内喷入 25%~28%氨水气

雾 15 s 对小鼠进行引咳, 把小鼠移置罩外, 立即使用秒表

计时, 记录小鼠的咳嗽潜伏期(s)和 3 min 内咳嗽次数[12]。

(注: 小鼠咳嗽的判断是以张大嘴腹肌收缩为佳, 可听到轻

微咳嗽声; 潜伏期是开始喷雾到产生咳嗽的时间)。 

(2)二氧化硫引咳实验 

SPF 级昆明种小鼠 50 只, 雌雄各半, 体质量 18~22 g, 

称重, 随机分为 5 组并标记, 每组 10 只, 库尔勒香梨粗多

糖设为低剂量组、中剂量组、高剂量组, 分别以生理盐水

为空白对照组, 阳性对照组为磷酸可待因(30 mg/kg), 每

天按 0.2 mL/10 g 灌胃给药, 正常饲养, 连续给药 10 d, 第 

9 d给完药禁食 24 h, 不禁水, 第 10天末次灌胃给药 60 min

后, 取 25 mL 玻璃皿, 加入 0.5 g 无水亚硫酸钠和 5 mL 

H2SO4, 用 1000 mL 烧杯扣住玻璃皿, 迅速将小鼠放入烧

杯内, 记录小鼠的咳嗽潜伏期和 2 min 内咳嗽次数[13]。(注: 

判断咳嗽以收缩张嘴咳嗽为佳, 可听到轻微咳嗽声。潜伏

期为开始喷雾到产生咳嗽的时间)。 

(3)祛痰作用的实验研究 

SPF 级昆明小鼠, 雌雄各半, 体质量 18~22 g, 随机分

为 5 组, 每组 10 只, 库尔勒香梨粗多糖高、中、低剂量组, 

阳性对照组为氯化铵(1 g/kg), 空白对照组为生理盐水, 灌

胃给药, 连续给药 10 d, 首次灌胃前 24 h禁食, 只供水, 正

常饲养 , 每只小鼠在末次灌胃给药 30 min 后腹腔注射  

0.5 mL 5%酚红, 15 min 后脱颈处死, 解剖露出气管, 取甲

状软骨下至气管分叉处的气管, 放入已配好溶液(0.5 mL

的 1 mol/mL NaOH 和 4 mL 盛有 5% NaHCO3 溶液)的试管

中, 振荡 2 min, 1000 r/min, 离心 15 min, 在波长 559 nm 处

测得吸光光度值, 计算酚红含量(mg/mL)[14]。(注: 吸光度

值越大表示药物的祛痰作用越强)。 

精密称取 0.025 g 苯酚红, 用 5%的 NaHCO3 溶液定容

至 100 mL 容量瓶中(0.25 mg/mL), 再从容量瓶中精密量取

苯酚红溶液 0.5、1.0、1.5、2.0、2.5、3.0 mL 分别置于 25 mL

容量瓶中, 依次加入生理盐水各 1 mL, 再加 1 mol/L 的

NaOH 溶液 0.5 mL, 使酚红试剂呈碱性, 最后用生理盐水

定容至 25 mL。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测定在波长 559 nm

处不同浓度酚红溶液的吸光度(A), 以酚红溶液浓度 C为横

坐标, 吸光度 A 为纵坐标, 制作标准曲线。 

1.4.6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实验数

据用 x±s 单次测量标准差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进

行差异显著性比较, 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与分析 

2.1  浓氨水引咳实验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库尔勒香梨粗多糖 3 个剂量组和

阳性对照组均能延长小鼠咳嗽潜伏期, 减少咳嗽次数, 具

有统计学差异(P＜0.05); 与阳性对照组比较, 库尔勒香梨

粗多糖 3 个剂量组能显著减少咳嗽次数, 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 高中低剂量组止咳率相近, 潜伏期也无统计学

差异, 说明库尔勒香梨粗多糖对浓氨水致小鼠咳嗽有止咳

作用。结果见表 1。 

 
 

 
表 1  库尔勒香梨粗多糖对小鼠咳嗽的影响( x s , n=10) 

Table 1  Influence of Korla pear crude polysaccharide on mice cough( x s , n=10) 

组别 剂量/(g/kg) 咳嗽潜伏期/s 咳嗽次数/(2 min) 止咳率/% 

空白对照组 — 26.23±8.80 45.15±10.17 — 

磷酸可待因组 0.015 37.90±6.12* 33.00±4.64* 1.573 

粗多糖高剂量组 8 36.30±7.62* 14.10±4.31**# 1.506 

粗多糖中剂量组 4 35.9±9.05* 19.90±5.51**# 1.470 

粗多糖低剂量组 2 35.4±7.26* 23.70±7.38**# 1.469 

注: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 **P<0.01; 与阳性对照组磷酸可待因比较#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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