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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Chinese herbs Xiangsha
Pingweisan (XSPWS) decoction and its component on gastric
emptying in healthy mice.

METHODS: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cisapride group and XSPWS group. The effects of XSPWS
on gastric emptying were investigated in vivo by measuring
gastric remainder rates of Blue Dextron (BD) 2000.
Additionally, the effect of each component herb in XSPWS
recipe was evaluated in the same way according to orthogonal
design.

RESULTS: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100.0±24.2) %],
the rates of gastric remainder in XSPWS group [(39.5±18.3) %]
and cisapride group [(36.9±16.4) %] were all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XSPWS group and cisapride group (P >0.05). Except
radix glycyrrhizae preparta group, the gastric emptying rates
of other component herbal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0.01).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orthogonal design, there were wide–ranging first–grade
mutual roles within the six component herbs.

CONCLUSION:XSPWS and its some component herbs can
accelerate the gastric emptying in mice in vito significantly.
There are wide–ranging first–grade mutual roles within the
six component herbs.

Wang XQ, Wang XJ, Li Y. Effect of Xiangsha Pingweisan on gastric empt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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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香砂平胃散及其组成药物对胃排空功能的影响.

方法:以葡聚糖蓝(BD)2 000 为标记物，观察小鼠的胃内

色素残留量.

结果:香砂平胃散组[(39.5 ± 18.3) %]及西沙必利组[(36.97 ±

16.4) %]的胃残留率与对照组[(100.0 ± 24.2) %]比较差异

有显著性(P < 0.05)，两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 > 0.05). 正

交分析表明苍术、陈皮、木香、砂仁有促进胃排空作用，

各味药物之间存在广泛的协同作用. 厚朴、木香和砂仁的

促胃排空作用与香砂平胃散无显著性差异(P  > 0.05).

结论:香砂平胃散及其部分组成药物有促胃排空作用，苍

术、木香、砂仁、陈皮起主要作用， 各组成药物之间存在

着广泛的一级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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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胃动力障碍等因素在功能性消化不良中起重要作用[1-12].
在我国传统医学中，许多中药通过调理脾胃等作用，
在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方面取得了很好的疗效[13-24]. 香
砂平胃散是由平胃散加木香、砂仁而成，临床上常用
于治疗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等.但就香砂平胃散对胃排
空的影响的系统研究尚未见报道.我们以葡聚糖蓝(BD)
2 000 为标记物，以胃内色素残留量为实验指标，采
用正交设计方法，研究香砂平胃散及其组成药物对胃
排空功能的影响，探讨各药在该方剂中的作用大小及
其交互作用.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昆明小鼠，♂，5 周龄，18-22 g ，360 只.
选用苍术(河北)12 g，厚朴(四川)9 g，木香(云南)9 g，
陈皮(四川)9 g，砂仁(广东)6 g，甘草(内蒙古)6 g(购于
沈阳市药材采购供应站)，将其混合即香砂平胃散组方.
制成浓度为 360 g/L 的煎剂(各单味药浓度分别为 120 g/L，
90 g/L，90 g/L，90 g/L，60 g/L，60 g/L). 葡聚糖
蓝 2 000 (Blue Dextran 2 000，BD 2 000)(瑞典 Phamacira
公司生产)，以蒸馏水配成 20 g/L BD2 000 溶液.  西沙
必利片剂[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96)卫药
准字 -J-16(1)号]，以蒸馏水配置为 0.15 g/L 的溶液.
751G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海分析仪器厂生产).
1.2 方法  将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西沙必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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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砂平胃散组，每组 20 只，各组每日分别给予蒸馏
水、西沙必利溶液、香砂平胃散煎剂 0.4 mL 灌胃(按
公斤体重剂量折算系数换算用药量[25])，共喂养 2 wk，
第 14 天禁食 1 d，不禁水、药. 第 15 天禁水 2 h 后，
用 20 g/L BD2 000 溶液 0.4 mL 灌胃，各组分别于灌胃
后 20 min 处死，剖腹取全胃切开，置于装有蒸馏水
2 mL 四氯化碳 1.5 mL，无水乙醇 0.5 mL 的试管中震荡，
使胃内残留色素充分溶解在混合溶液中，以3 000 r/min离
心 30 min，取其上清用紫外分光光度计于波长 620 nm
处测定其胃内色素残留量. 以正常对照组的胃内色素残
留量为基准值(100 %)，计算胃残留率:胃残留率 = 残
留值 / 基准值× 100 %.
        按正交设计表 L16(215)的各实验组安排，将小鼠分
16 次进行实验，每组 10 只，用药量及喂养同前，于第
15 天进行以同法测量胃残留量. 每味药为 1 个因子，共
6 个因子，均取“不给药”和“给全药量”两个水平，
随机确定各药的代号，但水平号未随机化(表1). 采用主
效应不与交互作用混杂的正交表 L16(215)设计，即进行
16 组实验，2 个水平，15 个因子(6 个主效应列，7 个两
两混杂交互作用列，2 个空白列). A 与 B 交互作用表示

为 A*B，C 与 D 交互作用表示为 C*D，见表 2. 根据
正交表中主效应列的水平配成 16 种不同组合的配方.
如 1 组 6 个主效应列均为 1 水平，配成不含药物的溶
剂；16 组 6 个主效应列均为 2 水平，配成含 6 种药物
的全方剂. 不管各组用药的成分有何不同，某一成分
的用量固定不变，而投药的容量也固定不变. 为了证
实上述正交设计分析方法获得结果的可靠性，将小鼠
随机分为对照组、香砂平胃散组、苍术组、厚朴组、
陈皮组、甘草组、木香组、砂仁组，每组 2 0 只，
分别用香砂平胃散及单味药进行实验，所用剂量仍为
各药在复方药中的含量，给药容量仍为 0.4 mL.
        统计学处理  各组实验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
( sx ± )表示，正交实验采用直观分析和方差分析法，
其余实验数据分析用两样本均数 t 检验.

表 1  因子、代号及水平

水平            A 苍术   B 厚朴   C 陈皮   D 甘草   E 木香  F 砂仁

1   0 0 0 0 0 0

2 12 g 9 g 9 g 6 g 9 g 6 g

表 2   正交设计和效应计算表

列号 因素 水平

实验号             胃残留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A B          A*B C          A*C       B*C D          A*D         B*D E           C*D  F               B*F

            D*E              D*F       E*F              B*E         A*E               A*F              C*E
                            C*F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37

2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0.18

3 1 1 1 2 2 2 2 1 1 1 1 2 2 2 2 0.21

4 1 1 1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0.19

5 1 2 2 1 1 2 2 1 1 2 2 1 1 2 2 0.24

6 1 2 2 1 1 2 2 2 2 1 1 2 2 1 1 0.38

7 1 2 2 2 2 1 1 1 1 2 2 2 2 1 1           0.096

8 1 2 2 2 2 1 1 2 2 1 1 1 1 2 2 0.34

9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0.16

10 2 1 2 1 2 1 2 2 1 2 1 2 1 2 1 0.17

11 2 1 2 2 1 2 1 1 2 1 2 2 1 2 1 0.22

12 2 1 2 2 1 2 1 2 1 2 1 1 2 1 2           0.076

13 2 2 1 1 2 2 1 1 2 2 1 1 2 2 1 0.13

14 2 2 1 1 2 2 1 2 1 1 2 2 1 1 2 0.20

15 2 2 1 2 1 1 2 1 2 2 1 2 1 1 2 0.18

16 2 2 1 2 1 1 2 2 1 1 2 1 2 2 1 0.13

I           2.01        1.59       1.61        1.84        1.78       1.64        1.61        1.62       1.50        2.02        1.88       1.64        1.92        1.67       1.70

Ⅱ           1.28        1.70       1.68        1.45        1.51       1.67        1.68        1.67       1.79        1.27        1.42       1.65        1.37        1.62       1.59

8R         -0.73       0.12       0.07      -0.39      -0.27       0.02        0.06        0.07       0.28     -0.75      -0.46       0.01      -0.55      -0.05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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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香砂平胃散对小鼠的胃排空的影响  香砂平胃散组
[(39.5 ± 18.3) %]及西沙必利组[(36.9 ± 16.4) %]的胃残
留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100.0 ± 24.2) %](P <0.05)，
两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 >0.05).

表 3  香砂平胃散对胃排空作用方差分析表

列号     因子     SS        υ            MS            F

10 B*D,A*E   0.03 500       1         0.03 500       257.9a

1 A   0.03 332       1         0.03 332       245.5a

13 F   0.01 859       1         0.01 859       137.0a

11 E   0.01 316       1         0.01 316       97.00a

4 C 0.009 726       1       0.009 726       71.69a

9 A*D,B*E,C*F 0.005 073       1       0.005 073       37.39a

5 A*C,D*F 0.004 634       1       0.004 634       34.15a

2 B                0.000 851       1       0.000 851         6.27

15 C*E,B*F 0.000 828       1       0.000 828         6.10

3 A*B,D*C             0.000 325        1         0.00 325         2.39

7 空列               0.000 249

8 D               0.000 212

14 空列               0.000 183        5       0.000 136

6 B*C,E*F 2.84*10-5

12 C*D,A*F 5.88*10-6

 aP <0.01 F0.05(1,5)=6.61, F0.01(1,5)=16.3

2.2 各味药物对小鼠胃排空功能的影响  各组测定的胃
残留量列于表 2 右侧纵列. 表 2 下栏为计算出的 I，Ⅱ
和 8R 值. I 和Ⅱ分别表示 1 水平下和 2 水平下实验数据
之和. R 为极差，其值表示各因子效应的大小. 如本实
验 R=(Ⅱ -I)/8，用 8R 表示给药与不给药的效应差别.
负值大，表示给药使胃排空增加的效应大，正值大
则相反. 从表 2 下栏可见，各单味药增加胃排空效应的
大小为：苍术>砂仁>木香>陈皮，厚朴和甘草则作用
相反. 正交表交互作用有 7 列，其中 6 列分别有 2 个交
互作用，1 列有 3 个交互作用.其中第 5、9、10 列交
互作用较大，分别为 -0.27，0.28 和 -0.75. 其他列的
交互作用与第 5，9，10 列相差较大，认为其交互作
用较小，进一步作方差分析. 在正交表中安排两个空
列，其离差平方和为 0.000 249 和 0.000 183，将离差
平方和小于空白列的另 3 列与空白列一起合并为误差
估计，用来计算各因子的 F 比值(表 3). 按 F 比值查表
判断其显著性，结果可见，苍术、陈皮、木香、砂仁对
胃排空有促进作用，厚朴、甘草作用不明显. 交互作用
列中，第 5、9、10 列作用显著，同直观分析一致，但
第 9 列的交互作用为负效应.
2.3 各单味药对小鼠胃排空功能的影响  除甘草组外，
其余各组的胃残留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1). 厚朴
组、木香组和砂仁组的胃残留率与香砂平胃散组比较
无显著差异(P >0.05)(表 4).

表 4  各单味药对小鼠胃排空作用的影响

组别 胃残留率(%)

对照组 100.0 ± 20.3

香砂平胃散组   35.0 ± 21.5b

苍术组   75.8 ± 23.0ab

厚朴组   41.8 ± 16.7b

陈皮组   64.1 ± 27.2ab

甘草组 102.3 ± 23.7a

木香组   42.6 ± 20.3b

砂仁组   31.0 ± 28.3b

aP <0.05,vs 香砂平胃散组,bP <0.01, vs  对照组.

3   讨论

香砂平胃散是由平胃散加木香、砂仁而成，临床上
常用于治疗各种胃肠道疾患.平胃散是《太平惠民和剂
局方》中一传统方剂，他具有燥湿健脾，行气和胃导滞
的功效.方中苍术苦温辛燥除湿健脾，厚朴燥湿顺气降
逆，陈皮辛香行气，甘草甘缓和中，木香辛苦温，和胃
健脾，芳香化湿，砂仁化湿健脾理气. 对单味中药的研
究表明，木香能促进内源性胃动素的释放，升高血中胃
动素而加速胃排空[26]，并可使整体动物胃肠血管舒
张，改善胃肠血液供应，有助于协调胃肠运动[27]; 使离
体胃底纵行肌张力升高，对胃头区呈兴奋效应，而对
胃尾区呈抑制效应，有利于胃排空[28]. 砂仁有明显的
促胃排空作用，且与西沙必利具有一定的可比性[26].
陈皮芳香健脾，其所含的挥发油有利于胃肠积气的排
泄，同时其含的橙皮甙能调节胃肠功能. 苍术增加大
鼠胃黏膜血流量及血清促胃液素含量，促进胃排空[29].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陈皮、砂仁对离体胃各部位平滑肌
均呈抑制效应[27,30]. 就香砂平胃散对胃排空的作用及方
中各组成药味之间交互作用的研究尚未见报道，该方
各味药在方剂中的主次及配伍规律尚不清楚.
      本实验以大分子色素葡聚糖蓝(BD) 2 000 为标记
物，以胃内色素残留量为实验指标，观察了香砂平胃
散对小鼠胃排空功能的影响，结果提示该方有明显的
促进胃排空作用，其作用与西沙必利具有可比性. 正
交分析表明，在该方剂中，对于促进胃排空，6 味药物
的作用有主有次，强弱不等.  苍术、木香、砂仁、
陈皮对促进胃排空起主要作用，厚朴、甘草次之. 各
单味药之间存在较广泛的一级交互作用，厚朴与甘草、
苍术与木香、苍术与陈皮、甘草与砂仁均有显著的协
同作用，苍术与甘草、厚朴与木香、陈皮与砂仁的交互
作用为负效应. 在单味药中，除甘草外，苍术、厚
朴、陈皮、木香和砂仁均可显著促进胃排空的作用，其
中厚朴、木香、砂仁与香砂平胃散的胃排空作用具有
可比性.
         本研究提示香砂平胃散及其部分组成药物有显著
促进小鼠胃排空功能的作用，如进一步加以研究，可

 



能对一些胃肠道运动功能障碍性疾病的治疗有一定的意
义，进而开发出新的促进胃肠动力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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