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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生肉苁蓉通便有效部位的提取工艺 

及药效学研究 

杨建华 1,2, 麦吾菊丹ꞏ阿力甫 3, 居博伟 2,4, 胡君萍 2* 

 (1.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乌鲁木齐  830054; 2. 新疆医科大学药学院, 乌鲁木齐  83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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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盐生肉苁蓉通便活性部位的最佳提取工艺及药效学。方法  以半乳糖醇含量和浸膏得率

为考察指标, 采用单因素考察和正交实验法优化提取工艺。采用地芬诺酯建立小鼠便秘模型, 通过小鼠小肠运

动及小鼠排便实验考察盐生肉苁蓉提取物的通便作用。结果  盐生肉苁蓉通便部位的最佳提取工艺条件: 乙

醇浓度为 40%, 料液比为 1:16 (g/mL), 超声提取 120 min, 提取 3 次, 该提取物中半乳糖醇含量为 20.1%。盐

生肉苁蓉通便部位能明显缩短便秘模型小鼠首次排便时间(P<0.01), 增加 6 h 内粪便粒数、粪便质量和炭末推

进率(P<0.01)。结论  盐生肉苁蓉通便有效部位提取工艺合理、经济简便, 可为肉苁蓉润肠通便保健品开发提

供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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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xtraction technology and pharmacodynamics of laxation  
effective parts of Cistanche sal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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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optimum extraction process and pharmacodynamics of laxation effective 

parts of Cistanche salsa. Methods  Content of dulcitol and the extract yield as parameters, single factor screening and 

orthogonal experiments were used to optimize the optimum extraction process. Constipation mice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oral administration with diphenoxylate, the intestine motor and laxation experiment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laxation 

pharmacodynamics of the extract. Results  The optimum extraction process of C. salsa laxative extract were as 

follows: ethanol concentration was 40%, material liquid ratio was 1:16 (g/mL), ultrasonic extraction time was 120 min 

for 3 times. The content of dulcitol in laxative extract was 20.1%. Compared to model group, different dosage of extracts 

could obviously shorten the first defecation time (P<0.01), and increase dejection amounts, feces weights and charcoal 

propulsion rate in 6 hours (P<0.01). Conclusion  This extraction process of C. salsa laxative extract is reasonable, 

economic and easy, which can provide technical paramete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 sal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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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我国人群饮食结构的改变, 

精神、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便秘发生率逐渐上升。便

秘是一种以患者自然排便次数减少, 粪便排出困难或排便

间隔过长, 或有便意而排不出为特征的常见病症[1]。便秘

患者由于肠道食物残渣、代谢产物及毒素不能及时排出, 

不仅可引起胃肠神经功能紊乱, 食欲减退、口苦、恶心、

腹部胀满、肛门排气多等现象, 还会直接引起和加重肛门

直肠疾病, 如直肠炎、肛裂、痔疮等, 严重影响人们的生

活质量, 因此具有通便功能的保健品市场需求量很大。目

前市场上常用的中药通便药物以大黄、番泻叶、芦荟等含

有蒽醌类化学成分的泻药为主, 而此类药物长期使用不仅

刺激肠道, 导致肠道病变, 还可出现药物依赖性[2]。 

肉苁蓉为列当科(Orobanchaceae)多年生草本寄生植物, 

《神农本草经》记载肉苁蓉具有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

养颜悦色等功效, 素有“沙漠人参”之美誉[3]。《中国药典》

(2015 年版)收录了荒漠肉苁蓉 Cistanche deserticola Y.C.Ma

和管花肉苁蓉 C. tubulosa (Schenk) Wight 为正品药材[4]。肉

苁蓉主要寄生在沙漠植物梭梭、红柳、囊果碱蓬等的根部, 

我国主要分布于西北各省区, 是西北干旱地区特有濒危药

材, 新疆是其主要产区。课题组前期对新疆产的盐生肉苁蓉

C. salsa (C.A.) Mey.G.Beck开展了系列研究[58], 为进一步拓

展肉苁蓉属植物的应用, 深入开发新疆肉苁蓉药材资源, 本

研究建立了盐生肉苁蓉半乳糖醇提取工艺, 并对提取物通

便功效进行研究, 为将其开发成通便保健食品奠定重要的

实验基础。 

2  材料与方法 

2.1  仪器与试剂 

T6 新世纪型紫外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

责任公司); AB104-N 型电子分析天平(瑞士梅特勒-托利多

仪器有限公司 ); SHB-III 型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

KQ-250DE型超声波清洗仪(郑州长城科工贸公司); N-1001

型旋转蒸发仪(上海爱朗仪器有限公司); HH-S4 型电热恒

温水浴锅(金坛市医疗仪器厂); FW135 型粉碎机(北京市永

光明医疗仪器厂); DZF-6090 型真空干燥箱(上海一恒仪器

有限公司); BS-32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迈瑞生物医疗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半乳糖醇对照品(纯度>98%, 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批号 20140310); 乙酸铵(分析纯, 天津永晟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 高碘酸钠(分析纯, 天津市登科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 乙酰丙酮(分析纯, 天津市福晨化学试剂厂); L-

鼠李糖(分析纯, 上海试剂厂); 大黄通便颗粒(江苏晨牌药

业集团股份药业有限公司 , 批号 141120, 规格 : 每袋装  

12 g, 相当于大黄流浸膏 2 mL); 复方地芬诺酯片(2.5 mg/

片, 河北赛克药业有限公司, 批号 141010); 羧甲基纤维素

钠(分析纯, 成都长征生物试剂公司); 活性炭粉(分析纯, 

江苏省溧阳市活性炭联合工厂); 水合氯醛(分析纯, 成都

市科龙化工试剂厂); 生理盐水(0.9%, 国药集团新疆制药

有限公司),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盐生肉苁蓉于 2013 年 5 月采自新疆精河沙漠地区, 

经新疆医科大学杨建华教授鉴定为肉苁蓉属植物盐生肉苁

蓉 Cistanche salsa 的干燥肉质茎。药材经干燥粉碎过 20 目

筛备用。 

2.2  实验方法 

2.2.1  溶液配制 

Nash 试剂的配制: 称取乙酸铵 15 g 加入适量蒸馏水

充分溶解, 加入 0.2 mL 冰醋酸, 0.2 mL 乙酰丙酮后至   

100 mL 容量瓶中, 加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高碘酸钠溶液

(0.015 mol/L)的配制: 精密称取高碘酸钠 0.3206 g, 置于

100 mL 容量瓶中, 加入适量 0.12 mol/L HCl 充分溶解并稀

释至刻度, 摇匀。 

实验动物为昆明种小鼠, 雄性, 体重 18~22 g; 新疆医科

大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许可证号 SCXK(新)2016-0001。实验

前适应喂养 2 d, 实验室温度 22~24 ℃, 相对湿度 60％, 动物

饲料由新疆医科大学动物中心提供。 

2.2.2  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半乳糖醇对照品 0.0504 g, 置于 50 mL 容量

瓶中, 加适量蒸馏水使之充分溶解, 加水稀释至刻度, 摇

匀。精密吸取 10 mL 上述溶液置于 100 mL 容量瓶中, 加

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 得浓度为 0.1008 mg/mL 的对照品贮

备液。 

2.2.3  标准曲线的建立 

精密吸取对照品贮备液 1.0、2.0、4.0、6.0、8.0、10.0 mL, 

分别置于 10 mL 容量瓶中, 加蒸馏水稀释至刻度, 再分别

吸取上述系列溶液 1 mL 于 10 mL 试管中, 加入高碘酸钠

溶液 1 mL, 混匀, 室温下放置 10 min, 加入 0.1% (m:V)鼠

李糖溶液 2 mL(中和过量的高碘酸), 混匀后再加入 4 mL Nash

试剂, 混匀, 在 53 ℃水浴中加热 15 min 使其显色, 冷却至

室温, 摇匀, 在 413 nm 处测定吸光度, 以浓度 X(mg/mL)

为横坐标, 吸光度 Y 为纵坐标做回归方程, 其回归方程为: 

Y=8.4418X+0.0258, r2=0.9997, 说明半乳糖醇浓度在 0.01008~ 

0.1008 mg/mL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2.2.4  提取溶剂的筛选  

精密称取药材粉末 6份各 1.00 g, 分别用水和体积分数

为 20%、40%、60%、80%、95%乙醇为提取溶剂, 料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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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16 (g/mL), 超声提取 1 h, 过滤, 取续滤液 0.2 mL 至 

25 mL 容量瓶中, 稀释至刻度, 摇匀, 吸取 1 mL 溶液于  

10 mL 试管中, 按 2.2.3 项下自“加入 0.015 mol/L 高碘酸

钠溶液 1 mL……”的方法操作, 测定半乳糖醇含量及浸膏

得率。 

2.2.5  料液比的筛选  

精确称取药材粉末 4 份各 1.00 g, 分别按料液比为

1:8、1:12、1:16、1:20 g/mL 加入 40%乙醇, 超声 1 h, 过滤, 

取续滤液 0.2 mL 至 25 mL 容量瓶中, 稀释至刻度, 摇匀, 

吸取 1 mL 溶液于 10 mL 试管中, 按照 2.2.3 项下自“加入高

碘酸钠溶液 1 mL……”的方法操作, 测定半乳糖醇含量及

浸膏得率。 

2.2.6  提取时间的筛选  

精确称取药材粉末 6 份各 1.00 g, 按料液比 1:16 (g/mL)

加入 40%乙醇, 分别超声提取 30、60、90、120、150、180 min, 

过滤, 取续滤液 0.2 mL 至 25 mL 容量瓶中, 稀释至刻度, 

摇匀, 吸取 1 mL 溶液于 10 mL 试管中, 按照 2.2.3 项下自

“加入高碘酸钠溶液 1 mL……”的方法操作, 测定半乳糖醇

含量及浸膏得率。 

2.2.7  提取方法的筛选  

精确称取药材粉末 3 份各 1.00 g, 按料液比为    

1:16 (g/mL), 乙醇浓度 40%, 分别超声提取(功率 100 KW、

温度 40 ℃)、回流提取、摇床提取(160 次/min)1 h, 过滤取

续滤液 0.2 mL 至 25 mL 容量瓶中, 稀释至刻度, 摇匀, 吸

取 1 mL 溶液于 10 mL 试管中, 按照 2.2.3 项下自“加入高碘

酸钠溶液 1 mL……”的方法操作, 测定半乳糖醇含量及浸

膏得率。 

2.2.8  正交试验设计和验证实验 

由于上述各因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因此要根据单

因素实验的结果确定提取溶剂、提取时间、料液比、提取

次数等 4 个因素设计正交实验(见表 1), 确定最佳提取工艺, 

并进行 3 次验证实验。 
 
 
 

表 1  正交实验因素水平表 
Table 1  Factors and levels in the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水平 

A B C D 

提取溶剂 
提取时间 

/min 
料液比 
/(g/mL) 

提取次数/次

1 40%乙醇 60 1:8 1 

2 20%乙醇 90 1:12 2 

3 水 120 1:16 3 

 

 

2.2.9  盐生肉苁蓉提取物通便功效的研究 

(1) 动物分组及处理方法 

选择健康的昆明种小鼠 60 只, 雄性, 体重 18~22 g, 

用基础饲料适应喂养 2 d, 按体重随机分成空白组、模型组

(复方地芬诺酯, 20 mg/kg)、阳性对照组(大黄通便颗粒,  

1.7 g/kg)和提取物低(0.4 g/kg)、中(0.8 g/kg)、高(1.6 g/kg)

剂量组, 每组 10 只。各剂量组经口灌胃给予相应受试物, 

空白对照组和模型组给予等量蒸馏水, 每天同一时间灌胃

1 次, 连续灌胃 10 d。 

(2) 小鼠排便实验 

末次给药后, 各组小鼠禁食不禁水 20 h, 除空白对照

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外, 其他五组小鼠灌胃给予复方地芬

诺酯。30 min 后, 低、中、高剂量组和阳性对照组分别给

予相应受试物。20 min 后各组小鼠给予活性炭混悬液, 将

小鼠放入代谢笼中单笼饲养, 自由饮水摄食。观察记录每

只小鼠首次排便时间、6 h 内排便粒数、粪便性状及粪便

重量[9]。 

(3) 小鼠小肠运动实验 

处死小鼠, 打开腹腔分离肠系膜, 剪取上端幽门至下

端至回盲部的肠管, 平铺于白纸上, 轻轻将小肠拉成直线

进行测量。测量肠管长度作为小肠总长度, 从幽门至活性

炭混悬液前沿为推进长度, 计算公式为: 小肠推进率(%)=

炭末推进长度/小肠总长度×100%[10]。 

2.2.10  数据处理 

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x ±sd)表示, 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以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数据比

较。P<0.05 为差异显著。 

3  结果与分析 

3.1  提取溶剂的筛选   

随着乙醇浓度的增大, 半乳糖醇含量及浸膏得率先

增大后减小, 当乙醇浓度为 40%时半乳糖醇含量最高。结

果见表 2。 

3.2  料液比的筛选   

料液比越大, 固体药材和提取溶剂之间的浓度差就

越大, 可以避免提取溶剂的饱和现象, 但提取溶剂用量过

大, 回收和浓缩工作量也会随之加大, 提取成本也会升高, 

不利于大量开发生产, 因此设计料液比 1:8~1:20(g/mL)进

行考察, 表 3 结果显示: 料液比为 1:16(g/mL)时半乳糖醇

的含量及浸膏得率最高。 

3.3  提取时间的筛选   

提取时间是影响提取效率的重要因素, 随着提取时

间的延长, 提取效率也会增加。当提取率达到一定程度后, 

提取效率随时间的变化不大, 甚至会因为一些热不稳定成

分的结构破坏, 出现提取率降低的现象。当超声时间为 

120 min 时, 提取效果最佳。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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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浓度乙醇水溶液的提取效率(n=3) 
Table 2  Effect of ethanol-to-water volume ratio on the yield and purity of extract (n=3) 

提取溶剂 20%乙醇 40%乙醇 60%乙醇 80%乙醇 乙醇 水 

含量/% 14.20±0.383 15.38±0.496 13.87±0.351 13.16±0.289 4.63±0.102 13.95±0.211 

得率/% 62.00±3.459 72.04±3.677 67.00±4.021 60.37±3.077 15.50±4.666 56.08±3.778 

 
 

表 3  不同料液比的提取效率(n=3) 
Table 3  Effect of material liquid ratio on the yield and purity of extract (n=3) 

料液比/(g/mL) 1: 8 1:12 1:16 1:20 

含量/% 12.40±0.423 12.87±0.333 13.94±0.267 12.03±0.284 

得率/% 64.79±3.629 65.83±3.554 67.68±3.771 67.24±4.236 

 
表 4  不同提取时间的提取效率(n=3) 

Table 4  Effect of Ultrasonic extraction time on the yield and purity of extract (n=3) 

时间/min 30 60 90 120 150 180 

含量/% 11.40±0.289 12.53±0.312 12.96±0.206 13.00±0.308 12.28±0.339 11.95±0.254 

得率/% 56.72±4.442 62.74±3.890 63.81±3.667 63.60±4.069 64.88±4.333 62.74±3.207 

 
 

3.4  提取方法的筛选   

根据表 5 实验结果可知, 用摇床提取时半乳糖醇的含

量最高, 但与超声提取法相比仅高 0.05%, 其浸膏得率却

不及超声提取法 , 由于超声提取法提取温度控制在

40~60 ℃, 对遇热不稳定的化学成分具有保护作用, 因此

工业上大量提取时操作简便, 运行成本低, 综合经济效益

显著, 故本实验选用超声提取法。   

 
表 5  不同提取方法的提取效率(n=3) 

Table 5  Effect of extraction methods on the yield and purity of 
extract (n=3) 

提取方法 超声法 回流法 摇床法 

含量/% 14.±0.350 14.18±0.291 15.00±0.267

得率/% 69.74±2.789 68.36±3.049 68.51±3.227

 
 

3.5  正交试验设计   

从表 6 和表 7 实验结果看, 极差 R 值大小顺序为

RA>RD>RC>RB, 其中提取溶剂浓度是影响半乳糖醇含量的

关键, 方差分析显示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确定肉苁蓉

半乳糖醇最佳提取工艺为 A1B3C3D3，即提取溶剂为 40%乙

醇, 提取时间为 120 min, 料液比为 1:16 (g/mL), 提取次数

为 3 次。 

3.6  最佳提取工艺的验证实验 

按正交实验结果为提取条件进行验证实验, 3 批药材

浸膏平均得率为 73.6%, 半乳糖醇平均含量为 20.1%。结果

见表 8。 

3.7  盐生肉苁蓉提取物通便功效的研究 

3.7.1  对小鼠粪便性状的影响  

模型组小鼠与空白组比较, 粪粒短小、干硬。阳性对

照组及各剂量组小鼠与空白组比较, 粪便均为粒状、较湿

软、粪粒大。各组小鼠均未出现腹泻现象。 

 
表 6  L9(3

4)正交实验结果 
Table 6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experimental results 

实验号 
序列 

含量/% 
A B C D 

1 1 1 1 1 15.54 

2 1 2 2 2 17.09 

3 1 3 3 3 20.67 

4 2 1 2 3 15.49 

5 2 2 3 1 13.54 

6 2 3 1 2 12.92 

7 3 1 3 2 10.93 

8 3 2 1 3 12.14 

9 3 3 2 1 9.27 

K1 53.30 41.96 40.50 38.35  

K2 41.49 42.77 41.85 40.94  

K3 32.34 42.86 45.14 48.30  

R 6.987 0.300 1.514 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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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正交试验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7  Variance analysis results of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方差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方差 F 值 显著性

A 73.388 2 36.694 20.019 * 

B 0.164 2 0.082 0.045  

C 3.666 2 1.833 1.000  

D 17.764 2 8.882 4.846  

误差(C) 3.67 2    

注: F0.05(2,2)=19.00; *代表差异显著(P<0.05)。 

 
3.7.2  对小鼠体重的影响 

小鼠排便实验和小肠运动实验中各组小鼠实验前体

重无统计学意义, 实验结束后各剂量组小鼠体重与模型组

和空白对照组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说明提取物

对小鼠体重无显著影响, 结果见表 9。 

3.7.3  对小鼠首次排便时间的影响 

与空白组比较, 模型对照组小鼠首次排便时间明显

延长, 结果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各剂量组小鼠首次排便时间均缩短, 结果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1), 其中提取物中剂量组首次排便时间最短。结果见

表 10。 

3.7.4  对小鼠排便粒数和粪便重量的影响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模型组小鼠 6 h 内排便粒数明显

减少, 结果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与模型组比较, 提取

物高剂量组 6 h 内排便粒数明显增多, 结果有统计学差异

(P<0.01), 中剂量组便粒数增多 , 结果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结果见表 10。 

与空白组比较, 模型组小鼠 6 h 内排便总重量明显降

低(P<0.05)。与模型组小鼠比较, 提取物各剂量组、阳性对

照组 6 h 内排便总重量增加, 结果具有显著差异(P<0.01)。

结果见表 10。 

3.7.5  对小鼠小肠推进率的影响  

与空白组比较, 模型组小鼠小肠推进率明显减小, 结

果有显著性差异(P<0.01), 说明小鼠便秘模型成功建立。与

模型对照组比较 , 提取物低剂量组无明显差异(P>0.05), 

外, 其他各组小鼠小肠推进率明显增大, 显示小鼠的肠蠕

动速度增加, 结果有统计学差异(P<0.01)。结果见表 10。 
 

表 8  验证试验结果(n=3) 
Table 8  Results of triple validation experiments for the optimized extraction process (n=3) 

序号 浸膏质量/% 平均值±标准差/% 半乳糖醇含量/% 平均值±标准差/% 

1 73.6  19.9  

2 72.9 73.6±0.651 19.5 20.1±0.666 

3 74.2  20.8  
 

表 9  小鼠体重变化(g) 
Table 9  Results of mice body weight (g) 

组别 n 
排便实验 小肠运动实验 

实验开始 实验结束 实验开始 实验结束 

空白对照组 10 19.92±1.65 27.37±1.03 19.35±1.89 29.06±1.66 

模型对照组 10 19.57±2.41 28.90±0.82 19.32±1.53 28.26±1.93 

阳性对照组 10 19.98±1.53 28.42±1.36 18.83±1.39 28.73±1.85 

提取物低剂量组 10 19.90±1.68 27.56±0.83 18.70±1.17 28.83±1.85 

提取物中剂量组 10 20.33±2.01 28.46±0.89 19.38±1.31 28.60±1.63 

提取物高剂量组 10 20.50±1.77 27.99±1.41 19.30±1.88 28.71±1.45 

 
表 10  通便实验结果(n=10) 

Table 10  Results of laxative tests (n=10) 

组别 排便时间/min 排便粒数 排便重量/g 炭末推进率/% 

空白对照组 108.00±6.15 42.50±9.55 0.62±0.13 26.90±4.58 

模型对照组 129.20±7.00∆∆ 28.20±10.20∆∆ 0.41±0.10∆∆ 20.60±6.86∆∆ 

阳性对照组 99.10±6.10 37.60±6.06 0.55±0.10** 28.50±5.74** 

提取物低剂量组 51.40±9.35** 35.40±9.24 0.79±0.26** 22.10±5.09 

提取物中剂量组 41.60±10.41** 42.10±15.90* 0.82±0.24** 35.10±5.26** 

提取物高剂量组 45.70±16.37** 41.00±7.27** 0.68±0.16** 32.00±6.20** 

注: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P<0.01 表示有极显著差异; 与模型组比较, *P<0.05 表示有显著差异, **P<0.01 表示有极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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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结论 

肉苁蓉中含有大量的苯乙醇苷类、环烯醚萜类、木质

素类、挥发性成分等, 其主要药理作用表现为补肾壮阳、

抗氧化、抗衰老、抗辐射等[11]。新疆是肉苁蓉药材的主产

区, 除管花肉苁蓉外, 还有荒漠肉苁蓉和盐生肉苁蓉等肉

苁蓉属植物, 由于管花肉苁蓉个头大产量高, 是肉苁蓉企

业提取苯乙醇苷的常用原料药材。 

研究显示: 肉苁蓉类药物的水煎剂具有明显的通便

作用, 由于盐生肉苁蓉中半乳糖醇含量高于管花肉苁蓉和

荒漠肉苁蓉, 具有较强的润肠通便功效[12], 故以半乳糖醇

(卫矛醇, dulcitol)[1315]和甘露醇(mannitol)[16]为代表的糖醇

类化合物被认为是肉苁蓉润肠通便的活性成分, 这类成分

不刺激肠道, 不会影响肠道的吸收和分泌, 不会导致水和

电解质紊乱, 安全性好, 还可改善肠道蠕动, 价格相对低

廉, 特别对老年习惯性便秘, 体虚便秘和产妇产后便秘疗

效显著[2]。虽然当前通便功能产品市场需求量很大, 但市

场上肉苁蓉类通便功能的产品非常少见。 

为开发新疆盐生肉苁蓉资源, 以具有通便活性的糖

醇类化合物半乳糖醇含量和提取物质量作为考察指标, 采

用单因素考察和正交实验筛选了提取方法、提取溶剂、提

取时间、料液比等因素, 建立了最佳提取工艺, 该工艺条

件重复性好, 操作简便、经济, 适用于工业上大规模生产。 

临床上便秘被定义为每周排便次数少于 3 次, 多数便

秘的发生源于食物消化后在消化道中通过过于缓慢。此外, 

脱水、膳食和活动的改变以及某些药物的过度使用也会降

低粪便传输速率, 粪便移动缓慢, 其中的水被肠道过度吸

收以致粪便干燥坚硬[17]。因此, 排便状态、粪便排出时间

以及炭末推进率是判定便秘与否的重要标准。在小鼠便秘

模型成立的条件下, 盐生肉苁蓉提取物各剂量组首次排便

时间较模型对照组明显缩短, 6 h 内黑便粒数增多, 粪便总

重量明显升高, 提取物中、高剂量组小鼠小肠炭末推进率

均明显高于模型对照组, 说明盐生肉苁蓉提取物对小鼠具

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本研究中, 提取物对小鼠的体质量无

影响, 也未观察到小鼠有腹泻等不良症状, 表明其具有温

和的润肠通便作用, 为肉苁蓉在润肠通便、防治便秘等保

健食品领域的深度开发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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