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井冈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76

文章编号：1674-8085(2016)03-0076-04 

 

厚朴皮、叶、花水提物对小鼠胃肠动力作用的 
比较研究 

 

*梁生林，许日祥，吴金金，黄贻飞 
(井冈山大学医学院，江西，吉安 343009) 

 
摘  要：目的  探讨厚朴皮、叶、花对小鼠胃排空及肠推进运动的影响。方法  采用胃排空、小肠推进运动实验

法，观察高、低剂量厚朴皮、叶、花水提物对小鼠胃排空及小肠推进运动的影响。结果  厚朴干皮、根皮、枝皮、

叶水提物高、低剂量均能促进胃排空和肠推进运动，与蒸馏水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 < 0.01，P < 0.05)；厚朴根

皮、枝皮、叶水提物组与相对应剂量厚朴干皮水提物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厚朴干皮、根

皮、枝皮、叶水提物均具有促进胃排空、肠推进运动的作用，且厚朴根皮、枝皮、叶可代替厚朴干皮用于胃肠促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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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OF 
MAGNOLIA OFFICINALIS BARK, LEAF, FLOWER WATER EXTRACT IN 

MICE 
*LIANG Sheng-lin, XU Ri-xiang, WU Jin-jin, HUANG Yi-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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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gastric emptying and intestinal propulsive movement of Magnolia 
officinalis bark, leaf, flower in mice. Methods: By using the gastric emptying and intestinal propulsive movement, 
to observe the gastric emptying and intestinal propulsive movement of high and low doses of M. officinalis bark, 
leaf, flower water extract. Results: High and low doses of M. officinalis stem, root and branch bark, leaf water 
extracts could promote the gastric emptying and intestinal propulsive movement, compared with the distilled 
water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1, P < 0.05); high and low doses of M. 
officinalis root bark, branch bark, leaf water extract with the corresponding doses of stem bark water extract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M. officinalis stem, root and branch bark, leaf water extract 
could promote gastric emptying and intestinal propulsive movement, its root bark, branch bark, leave could 
replace stem bark for gastrointestinal propulsive movement. 
Key words: Magnolia officinalis bark, leaf, flower; water extract; gastric emptying; intestinal propulsive 
movement; com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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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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治疗湿滞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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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溃疡[7-9]、

抗菌[10-12]、镇痛[13-15]、抗氧化[16-18]、抗抑郁[19]、抗

肿瘤[20]、抗血栓及抗凝[21]、镇咳[22]、祛痰[23] 等作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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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部位迫在眉

睫。本研究采用胃排空、肠推进运动实验方法，应

用厚朴皮、叶、花水提物对小鼠胃排空和肠推进运

动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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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只，

雌雄各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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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沙
必利，规格：5 mg，批号：111102 ，成都康弘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1. 3  主要仪器   

尺子，秒表。 

2  方法 

2. 1  药物配制 
2. 1. 1  厚朴皮、叶、花水提物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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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固体营养糊的制备[24]   
取羧甲纤维素钠 5 g，溶于 125 mL蒸馏水中，

加热搅拌溶解后，分别加入 8 g奶粉、4 g糖、4 g
淀粉、2 mL碳素墨水，搅拌均匀。配成 150 mL约
150 g的黑色半固体糊状物。 
2. 1. 3  莫沙必利溶液   
用蒸馏水配成 0.0003 g/mL浓度。 

2. 2  厚朴皮、叶、花水提物的胃排空、肠推进运
动实验[24]  
昆明小鼠 144只，雌雄各半，按性别、体质量随

机分为 12组，每组 12只，即蒸馏水组，莫沙必利组
(0.003 g/kg)，厚朴干皮水提物高、低剂量组(15 g/kg、
5 g/kg)，厚朴根皮水提物高、低剂量组(15 g/kg、
5 g/kg)，厚朴枝皮水提物高、低剂量组(15 g/kg、
5 g/kg)，厚朴叶水提物高、低剂量组(15 g/kg、
5 g/kg)，厚朴花水提物高、低剂量组(15 g/kg、
5 g/kg)。每鼠均灌胃给药，给药容量均为 10 mL/kg，
1次/d，连续灌胃 7 d后，禁食不禁水 24 h，第 8 d
灌胃给药 1 h后，灌服 0.5 mL/只营养半固体糊，
20 min处死小鼠。开腹，结扎胃贲门和幽门，取胃，
用滤纸拭干后称全重，然后沿胃大弯剪开胃体，洗

去胃内容物后拭干，称净重。以胃全重和胃净重的

差值为胃内残留物重，计算胃内残留物占所灌半固

体营养糊重量的百分比为胃内残留率，同时迅速取

出小肠，轻轻剥离肠系膜后将小肠拉成直线，测量

幽门至回盲部的小肠全长及幽门至黑色半固体营养

糊前沿的距离。以幽门至黑色半固体营养糊前沿的

距离占幽门至回盲部全长的百分率为小肠推进率。 
胃内残留率(%) = [(胃全重-胃净重)]/半固体营

养糊重×100%。 
小肠推进率(%) = (半固体营养糊移动距离/幽

盲全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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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朴干皮、根皮、枝皮、叶水提物组均能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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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排空和肠推进运动，与蒸馏水对照组比较，差异

显著(P < 0.01，P < 0.05)。厚朴根皮、枝皮、叶水
提物组与相对应剂量厚朴干皮水提物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结果见表 1。 
表 1  厚朴皮、叶、花水提物对小鼠胃肠运动的影响( x s± , n = 12) 

Table 1 Effects of Magnoliae officinalis bark, leaf, flower water extract on gastrointestinal movement of mice  

组别 剂量(g/kg) 胃内残留率(%) 小肠推进率(%) 

蒸馏水 — 79.89 ± 7.79 45.28 ± 7.27 

莫沙必利 0.003 48.46 ± 7.76a 63.31 ± 5.31a 

厚朴干皮水提物高剂量 15 65.85 ± 5.78a,c 55.56 ± 4.19a,c 

厚朴干皮水提物低剂量 5 63.22 ± 8.01a,c 54.63 ± 5.66a,c 

厚朴根皮水提物高剂量 15 67.26 ± 8.17a,c,d 52.76 ± 6.35b,c,d 

厚朴根皮水提物低剂量 5 65.42 ± 10.44a,c,d 52.72 ± 7.11b,c,d 

厚朴枝皮水提物高剂量 15 62.71 ± 8.56a,c,d 55.92 ± 6.84a,c,d 

厚朴枝皮水提物低剂量 5 62.26 ± 5.20a,c,d 53.31 ± 8.88b,c,d 

厚朴叶水提物高剂量 15 68.86 ± 9.29a,c,d 53.31 ± 9.51b,c,d 

厚朴叶水提物低剂量 5 65.46 ± 6.35a,c,d 52.23 ± 7.97b,c,d 

厚朴花水提物高剂量 15 86.80 ± 8.69c,e 44.33 ± 6.72c,e 

厚朴花水提物低剂量 5 81.89 ± 6.47c,e 40.20 ± 7.45c,e 

注：与蒸馏水对照组比较，aP < 0.01，bP < 0.05；与莫沙必利组比较，cP < 0.05；厚朴根皮、枝皮、叶、花水提物组与相对应剂量厚朴干皮水提

物组比较，dP > 0.05，e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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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溃疡、抗菌、

镇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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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厚朴药用部位迫在眉睫。为探讨

厚朴皮、叶、花是否都具有促进胃排空及肠推进运

动作用，促进胃排空及肠推进运动作用是否无差

异，本实验研究采用小鼠胃排空、肠推进运动实验

方法，对厚朴皮、叶、花水提物的胃排空和肠推进

运动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 
胃排空、肠推进运动实验方法，是研究药物对

胃肠运动功能的经典实验方法。依据胃排空原理，

灌胃给予小鼠一定量的营养性半固体糊，一定时间

后，称量胃中残留的半固体糊重量，以半固体糊胃

内残留率为指标，观察药物对小鼠胃排空运动的影

响。在营养性半固体糊中加入碳素墨水作为指示

剂，同时观察药物对小鼠小肠推进运动的影响。实

验采用的营养性半固体糊，营养结构接近日常食

物，能更准地反映药物对胃排空和肠推进运动生理

功能的影响[24]。 

实验结果表明，厚朴干皮、根皮、枝皮、叶水

提物均能明显促进胃排空和小肠推进运动；厚朴根

皮、枝皮、叶水提物与相对应剂量厚朴干皮水提物

比较无差异；但花水提物无促进胃排空及肠推进运

动作用。说明厚朴根皮、枝皮、叶可以代替厚朴干

皮用于促胃肠推进运动。 
综上所述，厚朴干皮、根皮、枝皮、叶水提物

均能明显促进胃排空和小肠推进运动，且厚朴根

皮、枝皮、叶可以代替厚朴干皮用于促胃肠推进运

动，可为寻找新药源、扩大厚朴药用部位提供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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