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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Wen Gardenia Ellis dosage on ulcerative colitis and 
appropriate treatment dose. Method: 48 SD rats ulcerative colitis model were inoculated using 
DNCB/acetic acid method. After determining the successful model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low, medium and high dose dosage Wen Gardenia group, SASP positive control group and saline 
control group which were given their corresponding treatments. The morphology, immunology and 
pathology finding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dosage of Wen Gardenia Ellis on ulcerative colitis. Re-
sults: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group of rats treated with Wen gardenia had symptoms and signs 
which were improved when compared to the saline group, and the high dose group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ulcerative colitis; under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colonic cell surface was smooth; pathology showed that the mucosal structure of rats that had the 
Wen Gardenia treatment was restored; cell structure was observed under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and exhibited good recovery. The general morphology, histopathological score and other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y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dose of Wen Gardenia is an effective drug in the treatment of ul-
cerative col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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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温栀子对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效果及合适的治疗剂量。方法：48只SD大鼠采用DNCB/乙酸复

合法建立溃疡性结肠炎模型，确定造模成功后，随机分成低、中、高剂量温栀子组、SASP阳性对照组及

生理盐水对照组，分别予以相应治疗。从形态学、免疫学和病理学角度探究温栀子对溃疡性结肠炎的治

疗作用。结果：经治疗，低、中、高剂量温栀子组大鼠症状、体征较生理盐水组均有好转，其中高剂量

温栀子组溃疡性结肠炎改善最为明显，扫描电镜下显示结肠细胞表面平滑；病理切片显示温栀子治疗组

黏膜结构均有所恢复；透射电镜下可见细胞结构恢复良好。其大体形态学评分、病理组织学等指标均较

模型组有显著差异(P < 0.05)。结论：温栀子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有效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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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于 1859 年由 Wilks 首先描述为不同于细菌性痢疾的独立的结肠

炎性疾病[1]。它是一种以大肠黏膜及黏膜下层的炎症为主要病变特征的难治性疾病，病理改变为溃疡形

成，隐窝脓肿，小血管炎症，杯状细胞减少以及各种类型的炎症细胞浸润等非特异性表现，临床表现主

要为腹泻、腹痛、黏液血便等[2]。目前治疗措施主要是使用皮质激素类药物、非甾体抗炎药或免疫抑制

剂针对炎症反应对症进行治疗，虽有一定的疗效，但长期应用有毒副作用[3]。因此，寻找疗效良好，安

全，价格便宜且副作用小的药物是目前治疗 UC 的重点。 
温栀子，俗名黄枝，是种植在江浙的主要栀子，栀子中含有大量的环烯醚萜甙类化合物，种类有 9~11

种[4]。栀子苷是栀子环烯醚萜甙中的主要成分，具有显著的抗炎、解热、镇痛作用[5]。但温栀子是否具

有 UC 的治疗作用，尚未见报道。本研究拟通过不同剂量温栀子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大鼠模型，初步探讨

温栀子对 UC 的治疗效果，以及合适的治疗剂量，为寻求简单易行、经济实惠、能有效治疗溃疡性结肠

炎的新药物、新剂型及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应用提供帮助。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2.1.1. 实验动物 
雄性 SD 大鼠 48 只，体重 240.44 ± 16.92 g，由温州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2.1.2. 主要实验药品及试剂 
栀子苷：纯度：HPLC ≥ 98%，西安森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4-二硝基氯苯(DNCB)：化学纯，长

沙晶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大鼠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 ELISA 试剂盒，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鼠白介素 1 (IL-1)ELISA 试剂盒，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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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主要实验仪器 
扫描电子显微镜(HITACH, S-3000N)；透射电子显微镜(HITACH, H-7500)；光学显微镜(LEICA, CME)；

高效液相色谱仪(Agllent-1260 型)；酶标仪(Varioskan Flash, Thermo Fisher)。 

2.2. 实验方法 

2.2.1. 温栀子的采集与栀子苷的提取 
购买种植基地已干制的温栀子果实。采用乙醇提取法提取温栀子的有效成分—栀子苷，由高效液相

色谱仪对比分析，由于条件有限，选择购买栀子苷成品用于灌肠。 

2.2.2. 实验动物分组及处理 
选取遗传背景明确，健康状况好的雄性七周龄 SD 大鼠 48 只，适应性饲养五天后，采用 DNCB/

乙酸复合法[6]建立 SD 大鼠溃疡性结肠炎模型。确定 35 只造模成功，用随机分组法将模型组 SD 大鼠

分为低、中、高剂量温栀子组、SASP阳性对照组和生理盐水对照组，分别用以 66.67 mg/kg、100.00 mg/kg、
133.33 mg/kg 浓度的栀子苷、750 mg/kg 的 SASP (一般成人 SASP 的日用量为 50 mg/kg，因实验设计需

要，我们给 SD 大鼠的用药为成人的 15 倍量，按本次实验大鼠的平均体重 240 g 计算其 SASP 的日用

量为 180 mg，(50 × 240 × 1000 − 1) × 15。根据中医药典，SASP 相应的 15 倍量于人的栀子苷有效用量

为 16 mg，故每只大鼠的 SASP 的日用量为 180 mg，栀子苷的日用量为 16 mg)和生理盐水进行灌肠治疗

14 天。 

2.2.3 解剖取材 
SD 大鼠经腹腔麻醉后，取出距肛门 8 cm 的结肠肠段，保存备用。观察大体形态结构。参考张涛等

[7]文献的评分标准(表 1)对结肠大体形态进行评分。 

2.2.4 组织石蜡切片制备 
经常规病理石蜡切片，HE 染色，光镜下观察，参考杜群等[8]文献的评分标准(表 2)对结肠组织的损

伤进行评分。 

2.2.5 扫描电镜样品制备 
取待用结肠组织戊二醛固定，乙醇溶液梯度脱水，临界点干燥，用离子溅射仪镀膜。 

2.2.6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 x s± )表示，各组之间比较用方

差分析，P < 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able 1. The rats’ colon gross morphology score standard 
表1. 大鼠结肠大体形态评分标准 

计分 肉眼观察的大体形态改变表现 

0 黏膜无损伤 

1 局部充血水肿但没有糜烂、溃疡形成 

2 有线性溃疡形成但没有明显炎症 

3 有溃疡，且仅有一处出现炎症 

4 沿结肠长轴两个或以上部位有溃疡形成和炎症，但溃疡 < 1 cm 

5 有多处溃疡和炎症，且溃疡和炎症沿结肠纵轴超过 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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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rats’ colon histopathology score standard 
表2. 大鼠结肠病理组织学评分标准 

计分 光镜观察的结肠黏膜改变表现 

0 基本正常 

1 中性粒细胞浸润，达黏膜层及黏膜固有层 

2 中性粒细胞浸润达黏膜下层 

3 陷窝脓肿，黏膜全层明显细胞浸润 

4 糜烂、溃疡、黏膜坏死，黏膜全层明显细胞浸润 

3. 实验结果 

3.1. 黏膜大体形态评分分析 

大体形态评分情况见表 3。空白对照组大鼠结肠未见溃疡，结肠皱襞整齐；生理盐水对照组大鼠结

肠可见明显的水肿，部分可见明显的溃疡；低剂量栀子组大鼠结肠溃疡水肿面积明显减少，水肿症状明

显改善。中剂量温栀子组大鼠结肠溃疡较少，充血、水肿减少。高剂量温栀子组结肠水肿、充血情况不

明显。SASP 阳性对照组大鼠情况与高剂量温栀子组相似。 

3.2. 病理切片结果分析 

镜下肠道 HE 染色结果显示：空白对照组大鼠结肠的黏膜层、黏膜下层和肌层及浆膜层均完整，结

肠各层结构清晰(如图 1(a))；生理盐水对照组大鼠肠道黏膜上皮受损，黏膜及黏膜下层可见，腺体变形，

排列紊乱，大量炎性细胞浸润，血管充血(如图 1(b))；SASP 阳性对照组、低、中、高剂量温栀子组大鼠

肠道黏膜均得到改善，其中以 SASP 阳性对照组和高剂量温栀子组呈接近正常的组织像(如图 1)。评分情

况见表 3。 

3.3. 扫描电镜超微结构观察 

扫描电镜观察结果显示：空白对照组可见许多结肠腺窝开口于黏膜表面(如图 2(a))，表面衬贴具有微

绒毛的单层柱状上皮和大量杯状细胞及吸收细胞(如图 2(g))。生理盐水对照组结肠表面出现肿胀，肠腺开

口周围隆起且形状不规则，腺管表面的界沟不明显(如图 2(b))，黏膜中杯状细胞基本脱落且微绒毛稀疏，

排列不整齐(如图 2(h))。SASP 阳性对照组结肠表面平滑，肠腺开口清晰(如图 2(c))，表面有不同分泌周

期的杯状细胞且微绒毛排列整齐致密(如图 2(i))。低剂量温栀子组结肠表面较为平滑，肠腺开口略有变大

(如图 2(d))，表面有较多杯状细胞脱落且微绒毛排练较为稀疏(如图 2(j))。中剂量温栀子组结肠表面平滑，

肠腺开口清晰(如图 2(e))，结肠表面微绒毛排列较为整齐且只有部分杯状细胞脱落(如图 1(k))。高剂量温

栀子组结肠表面较为平滑，肠腺清晰(如图 2(f))，表面有不同分泌周期的杯状细胞且微绒毛排列整齐致密

(如图 2(l))。 

4. 讨论 

UC 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反复发作、经久难愈的疾病，且与结肠癌关系密切。现代中医学将溃疡性结

肠炎归为“泄泻”、“休息痢”、“肠癖”、“滞下”、“肠风”、“下血”、“脏毒”等范畴，对其

病因、病机及分型有多种论述[9]，但其确切病因和发病机制迄今未明，多数学者认为，可能是遗传、环

境和免疫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0]。UC 的发病机制可能是结肠黏膜局部免疫紊乱，同时伴有全身免

疫功能失调[11]。本实验研究看到，温栀子治疗后，大鼠结肠溃疡坏死面积明显减少，充血、水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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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Figure 1. Changes of intestinal pathological structure of rats in each group SD rats (HE, ×100). (a) Normol, (b) NS, (c) 
SASP positive control, (d) Low of dose Wen gardenia, (e) medium dose Wen gardenia, (f) high dose Wen gardenia 
图 1. 各组 SD 大鼠肠道病理结构变化(HE, ×100)。(a) 空白对照组，(b) 生理盐水对照组，(c) SASP 阳性对照组，(d) 
低剂量温栀子组，(e) 中剂量温栀子组，(f) 高剂量温栀子组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Figure 2. Group SD rats’ colonic surface and villous and goblet cell ((a)-(f) ×1000, (g)-(l) ×5000) (GC: goblet cell). (a) (g) 
Normol, (b) (h) NS, (c) (i) SASP positive control, (d) (j) low of dose Wen gardenia, (e) (k) Medium dose Wen gardenia, (f) (l) 
high dose Wen gardenia 
图 2. 各组 SD 大鼠结肠表面绒毛及杯状细胞((a)-(f) ×1000, (g)-(l) ×5000) (GC:杯状细胞)。(a) (g) 空白对照组，(b) (h) 
生理盐水对照组，(c) (i) SASP 阳性对照组，(d) (j) 低剂量温栀子组，(e) (k) 中剂量温栀子组，(f) (l) 高剂量温栀子组 

 
Table 3. Every group of SD rats’ general form and pathology score average ( x s± ) 
表 3. 各组 SD 大鼠大体形态病理学评分平均值( x s± ) 

组别 动物数(只) 大体形态评分 病理组织学评分 

空白对照组 8 0 0.13 ± 0.35 

生理盐水对照组 7 2.29 ± 0.76* 3.29 ± 0.76* 

低剂量温栀子组 7 1.14 ± 0.69△ 1.29 ± 0.49△ 

中剂量温栀子组 7 0.86 ± 0.69△△ 1.43 ± 0.53△ 

高剂量温栀子组 7 0.57 ± 0.53△ 1.29 ± 0.76△△ 

SASP 阳性对照组 7 0.86 ± 0.69△△ 1.29 ± 0.76△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 0.05，与生理盐水组较，△P < 0.05，△△P < 0.01 
 
改善，结肠粘膜上皮表面微绒毛基本完整，腺上皮间连接紧密，腺杯状细胞修复，分泌增强。温栀子含

有大量的环烯醚萜甙类化合物，栀子苷酸可显著加快肉芽肿形成和胶原蛋白合成，促进创面快速良好的

愈合[12]，表明温栀子可以修复受损结肠上皮细胞，促进细胞功能恢复。研究证实杯状细胞参与了肠粘膜

损伤表面细胞重建的过程，并起着关键作用[13]，实验结果表明温栀子可能通过加快杯状细胞的转化、增

殖，颗粒分泌增加，分泌的粘液有很强的细胞保护作用，可明显减轻多种因子介导肠粘膜损害进而加快

肠道粘膜重建和溃疡修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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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表明温栀子具有一定的止泻、抗炎、减轻肠黏膜损伤和修复受损细胞的作用，其作用机理可能

与其清热利湿、泻火解毒、活血化瘀、去腐生新的功效有关[9]，对溃疡性结肠炎具有治疗作用，但不同

剂量温栀子组大鼠愈合情况存在差异，其中以高剂量温栀子治疗组(32 mg/kg)效果较佳，与 SASP 阳性对

照组疗效相当。综上，温栀子对大鼠溃疡性结肠炎具有明显地治疗作用，因此温栀子在治疗溃疡性结肠

炎中显现出了潜力，或许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新的靶点。 

基金项目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资助(编号：2015r413055)。 

致  谢 

这项研究由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资助(编号：

2015r413055)，特别感谢温州医科大学电镜室方周溪老师的支持。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Wltilks, S. (1859) The Morid Appearance of the Intestine of Miss Banks. Medical Times and Gazette, 2, 264-269. 
[2] Kornbluth, A. and Sachar, D.B. (1997) Ulcerative Colitis Practice Guidelines in Adults. American College of Gastro-

enterology Gastroenterology, Practice Parameters Committee. 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92, 204-11. 
[3] 郭振军. 大黄多糖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机制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西安: 第四军医大学, 2013: 1-2. 

[4] 任治军, 张立明, 何开泽. 栀子主要成分的提取工艺及药理研究进展[J].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2005, 
17(6): 834-835.  

[5] 刘慧峰, 肖兵华, 李卉, 等. 高效液相色普法测定栀子 I 号方中华栀子苷的含量[J].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5, 
17(1): 53-54. 

[6] 江学良, 权启镇, 王东, 等. 复合法建立大鼠溃疡性结肠炎模型[J]. 青海医学院学报, 1999, 20(4): 1-3. 

[7] 张涛, 谢建群, 等. 大鼠溃疡性结肠炎模型的实验研究[J].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2006, 14(4): 240-242. 

[8] 杜群, 李红, 王建华, 王汝俊. 溃结灵对溃疡性结肠炎大鼠治疗作用的病理学观察[J].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2007, 18(3): 173-175.  

[9] 李建鹏, 潘亮亮，叶梁. 温栀子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实验研究[J]. 浙江中医杂志, 2015, 50(5): 322-323.  
[10] Lehmann, F.S. (2003) Pathophysiology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Ther Umsch, 60, 127-132.  

https://doi.org/10.1024/0040-5930.60.3.127  
[11] 欧阳钦. 炎症性肠病的病因和发病机理[J]. 临床内科杂志, 1998, 15(2): 59-60.  
[12] Li, Y., Kamo, S., Metori, K., et al. (2000)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Eucommiol from Eucomiae Cortex on Collagen 

Synthesis. Biological and Pharmaceutical Bulletin, 23, 54-59. https://doi.org/10.1248/bpb.23.54  
[13] Playford, R.J. (1997) Trefoil Pep Tides: What Are They and What Do They Do? Journal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

sicians of London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 31, 37-41. 
 
 
 

https://doi.org/10.1024/0040-5930.60.3.127
https://doi.org/10.1248/bpb.23.54


 

 

 

期刊投稿者将享受如下服务： 

1.  投稿前咨询服务 (QQ、微信、邮箱皆可) 
2.  为您匹配最合适的期刊 
3.  24 小时以内解答您的所有疑问 
4.  友好的在线投稿界面 
5.  专业的同行评审 
6.  知网检索 
7.  全网络覆盖式推广您的研究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md@hanspub.org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md@hanspub.org

	Research on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Wen Gardenia on Ulcerative Colitis
	Abstract
	Keywords
	温栀子对溃疡性结肠炎治疗作用的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2.1.1. 实验动物
	2.1.2. 主要实验药品及试剂
	2.1.3. 主要实验仪器

	2.2. 实验方法
	2.2.1. 温栀子的采集与栀子苷的提取
	2.2.2. 实验动物分组及处理
	2.2.3 解剖取材
	2.2.4 组织石蜡切片制备
	2.2.5 扫描电镜样品制备
	2.2.6 统计分析


	3. 实验结果
	3.1. 黏膜大体形态评分分析
	3.2. 病理切片结果分析
	3.3. 扫描电镜超微结构观察

	4. 讨论
	基金项目
	致  谢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