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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权重配方法的复方大黄素黄芩素治疗重症

急性胰腺炎的组分配伍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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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复方大黄素黄芩素组分配比的最优方案# 方法$健康雄性
-/3DRK. ODS6.T

大鼠"随

机分成正常组$假手术组$重症急性胰腺炎%

-UV

&组及治疗组#

-UV

组及治疗组模型制备均采用
:W

牛磺胆酸

钠逆行胰胆管注射法# 各组观察至
#! X

分别处死取材"检测胰腺组织病理学评分和血清
!

#淀粉酶活性'筛选

大黄素和黄芩素治疗
-UV

的有效剂量范围'研究大黄素$黄芩素联用治疗
-UV

的最佳剂量$配比和复方大黄

素黄芩素量效关系# 结果$与正常组比较"

-UV

组病理学评分和
!

#淀粉酶活性均明显升高%

V Y"

!

":

&# 与

-UV

组比较"各配比治疗组病理学评分和
!

#淀粉酶活性均明显下降%

V Y "

!

":

&# 配比一组%大黄素

&

!

!9 1RQZR [

黄芩素
B

!

#! 1RQZR

&病理学评分下降最为明显"且优于二$三$四$五$六配比组%

V Y"

!

":

&# 配

比一组
!

#淀粉酶活性明显优于二$四配比组%

V Y"

!

":

&"三$五$六配比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V \"

!

":

&#

经大型药理学软件
OU-

分析"组方中大黄素的标化剂量为
"

!

#!A

"黄芩素的标化剂量为
"

!

#"B

# 结论$复方大

黄素黄芩素的最优组方剂量为大黄素
&

!

!9 1RQZR

和黄芩素
B

!

#! 1RQZR

"最佳配比为
#

%

!

!

!

#

关键词$复方大黄素黄芩素' 重症急性胰腺炎' 配伍' 权重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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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急性胰腺炎$

]._.3. DMK0. /DNM3.D0E0E]

!

-UV

%是一种临床常见病)多发病!死亡率居高不

下'

#

!

!

(

* 当前药物治疗主要以西药为主!尚无上市的中

药* 清胰汤是中医治疗
-UV

的代表性方剂!长期临床

实践表明!清胰汤治疗
-UV

具有良好的疗效'

&

"

B

(

* 本

课题组前期实验证实!清胰汤中君药大黄)臣药黄芩的

有效成分大黄素)黄芩素对大鼠
-UV

有治疗作用!且二

者联合应用也有较好疗效$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专利

号#

=`!""&#"#":$#9

!

&

%!与生长抑素类似物善得定

'

O

#苯丙氨酰#

`

#半胱氨酰#

`

#苯丙氨酰#

O

#色氨酰#

`

#赖

氨酰#

`

#苏氨酰#

`

#半胱氨酰#

`

#苏氨醇环 $

!

!

B

%二硫化

物醋酸盐(疗效相似!且合用效果好于单用'

$

"

#"

(

* 为此

本课题组首次提出将大黄素)黄芩素联合制备成复方大

黄素黄芩素!但是!具体配方比例如何!还需进一步深入

探讨* 本研究采用权重配方法!探讨了大黄素和黄芩素

在复方大黄素黄芩素中的最佳组方配比*

材料与方法

#

$动物$健康雄性
-Vd

级
-/3DRK. ODS6.T

大

鼠
&A"

只!体重$

!!"

'

#"

%

R

!购自西安交通大学医学

部实验动物中心'批号#

-'@;

$陕
!""B

"

""&

%(* 此

实验经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

857@(*b`U'!"#B

"

BA9

%*

!

$主要试剂与仪器$牛磺胆酸钠'

-ER1D

!批

号#

^'^cA&&A4

!含量
\ %B

!

"W

高效液相色谱法

$

aV`'

%(!临用前配成
:W

水溶液!无菌滤过&大黄素

$西安小草植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批号#

@'#""&!#

!

含量
\%$

!

#:W aV`'

%&黄芩素$西安小草植物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批号#

@'#""&#!

!含量
\ %$

!

#9W

aV`'

%* 全 自 动 生 化 分 析 仪 $ 美 国 罗 氏!

M52D]M&##

%&单人双面超净工作台$天津泰斯特!

'(

#

#-

%&石蜡包埋机$德国莱卡!

Cc##:"

%&石蜡切片机

$德国莱卡!

?,!!&:

%&烤片机$德国莱卡!

a)#!!"

%&

正置显微镜$日本尼康!

:"E

%&超低温冰箱$美国
?C4

#

'P

!

b`*

#

!#$A

#

#"

%*

&

$大鼠模型的制备$所有大鼠术前禁食
#! X

!

自由饮水* 采用
#W

戊巴比妥钠$

: 1`QZR

%腹腔注射

麻醉!颈外静脉插管建立持续输液途径* 取腹部正中

切口进入腹腔!提起胃)十二指肠!显露出胰腺!确认主

胰管* 距胰胆管十二指肠开口近侧
& e9 11

处行胰

管穿刺!置入麻醉导管!用无损伤动脉夹闭合近十二指

肠侧胰管!逆行注入
:W

牛磺胆酸钠!剂量为
# 1`QZR

体重!注射速度
"

!

# 1`Q1EN

'

##

(

* 注射完毕后!保留

& 1EN

再松开无损伤动脉夹!抽出导管!指压穿刺点!

查无漏胆!用
#

号丝线逐层关腹'

$

(

* 每只大鼠背部皮

下补充生理盐水
!: 1`QZR

!以弥补手术造成的体液丢

失*

9

$动物分组及干预方法$雄性
-/3DRK. ODS

#

6.T

大鼠!随机分成正常组)假手术组)

-UV

模型组及

治疗组* 正常组不做任何处理!假手术组开腹后仅翻

动十二指肠)胰腺后关腹*

-UV

模型组及治疗组的

-UV

模型制备均采用上述
:W

牛磺胆酸钠逆行胰胆管

注射法* 各治疗组分别于造模后立即尾静脉注射不同

剂量相应药物溶液$

! 1`QZR

%!其余各组大鼠尾静脉

注射生理盐水$

! 1`QZR

%*

:

$检测指标及方法

:

!

#

$大黄素对
-UV

大鼠治疗作用的有效剂量

范围筛选$

-UV

模型
B!

只!随机分为单纯
-UV

组!

大黄素
9"

)

!"

)

#"

)

:

)

!

!

: 1RQZR

组!每组
#!

只* 另

选正常大鼠
!9

只!其中
#!

只为正常组)

#!

只为假手

术组*

#! X

后!收集胰腺组织和血清标本* 将胰腺组

织石蜡包埋!切
9 "1

超薄切片!行
aC

染色!病理学

评分!病理学评分标准参照
-MX1EL0 (

法'

#!

(

&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
!

#淀粉酶活性!对各组药物疗效

进行评价*

:

!

!

$黄芩素对
-UV

大鼠治疗作用的有效剂量

范围筛选$

-UV

模型
A"

只!随机分为单纯
-UV

组!

黄芩素
$"

)

9"

)

!"

)

#" 1RQZR

组!每组
#!

只* 另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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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大鼠
!9

只!其中
#!

只为正常组)

#!

只为假手术组*

#! X

后!收集胰腺组织和血清标本!检测指标及方法

同上*

:

!

&

$权重配方法筛选复方大黄素黄芩素最优组

方$根据上述大黄素)黄芩素单独使用的实验结果!得

到大黄素)黄芩素单独使用的有效剂量范围* 采用权

重配方设计方案!选取大黄素给药量与黄芩素给药量

两个因素!依据有效剂量范围!以
"

!

A:

为相邻水平间

剂量比!每个因素各设
A

个水平* 根据权重配方法设

计
bA

$

A

!

%表安排各因素和水平!进行分组设计共

A

组!见表
#

*

-UV

模型
$9

只!随机分为单纯
-UV

组!大黄素)黄芩素配比一组)配比二组)配比三组)配

比四组)配比五组)配比六组!每组
#!

只* 另选正常

大鼠
!9

只!其中
#!

只为正常组!

#!

只为假手术组*

#! X

后收集胰腺组织和血清标本!检测指标及方法同

上!结合胰腺组织病理学评分和血清
!

#淀粉酶活性!

对各配比组药物疗效进行评价!寻找大黄素)黄芩素的

最佳配比*

表
#

$权重配方设计方案

分组 大黄素$

1RQZR

% 黄芩素$

1RQZR

% 大黄素%黄芩素

配比一
&

(

!9 B

(

#! #

%

!

(

!"

配比二
##

(

"$ #"

(

%$ #

(

"B

%

#

配比三
!

(

"" #A

(

%" #

%

$

(

9:

配比四
B

(

A$ !A

(

"" #

%

&

(

&$

配比五
#

(

&" 9"

(

"" #

%

&"

(

BB

配比六
:

(

"" A#

(

:9 #

%

#!

(

&#

:

!

9

$复方大黄素黄芩素量效关系研究$以上述

实验筛选出的最佳组方剂量为中剂量 $大黄素

&

!

!9 1RQZR [

黄芩素
B

!

#! 1RQZR

%!等比设大剂量和

小剂量即大剂量%中剂量%小剂量
f9

%

!

%

#

!观察复方

大黄素黄芩素治疗
-UV

是否具有量效关系*

-UV

模

型
9$

只!随机分为单纯
-UV

组!复方大黄素黄芩素

大)中)小剂量组!每组
#!

只* 另选正常大鼠
!9

只!

其中
#!

只为正常组!

#!

只为假手术组*

#! X

后!收

集胰腺组织和血清标本!检测指标及方法同上!观察复

方大黄素黄芩素量效关系研究*

A

$统计学方法$采用
-V-- #9

!

"

软件!所有数

据均以
I

'

]

表示!权重配方分析用
OU- #

!

"

软件处

理* 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V Y"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不同剂量大黄素对
-UV

大鼠的干预作用

$图
#

)

!

%$肉眼可见!正常组和假手术组胰腺组织为

粉红色!质地柔软!未见异常&

-UV

组胰腺组织明显水

粉红色!质地柔软!未见异常&

-UV

组胰腺组织明显水

肿!腹腔中肿!腹腔中有大量血性腹水!大网膜)肠系膜)

$$注#

U

为正常组&

^

为假手术组&

'

为
-UV

组&

O

为大黄素

9" 1RQZR

组&

C

为大黄素
!" 1RQZR

组&

d

为大黄素
#" 1RQZR

组&

c

为大黄素
: 1RQZR

组&

a

为大黄素
!

!

: 1RQZR

组

图
#

$不同剂量大黄素对
-UV

大鼠胰腺病理组织的影响

$

aC

! )

#""

%

$$注#

U

为各组病理学评分&

^

为各组
!

#淀粉酶活

性&与正常组比较!

"

V Y"

!

":

&与
-UV

组比较!

#

V Y

"

!

":

&与大黄素
: 1RQZR

组比较!

$

V Y"

!

":

&

N f#!

图
!

$各组大鼠胰腺组织病理学评分和

血清
!

#淀粉酶活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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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后壁)肠壁可见大量黄色皂化斑* 各剂量大黄素

组胰腺不同程度水肿!部分可见散在点状褐色坏死

区!有少量腹水!但明显轻于
-UV

组* 镜下可见正

常组和假手术组胰腺结构正常!无叶间隔增宽&

-UV

组胰腺小叶间距增宽!腺泡细胞坏死!坏死区可见中

性粒细胞浸润&各剂量大黄素组胰腺组织病变均有

不同程度减轻*

与正常组比较!

-UV

组病理学评分和
!

#淀粉酶活

性均明显升高$

V Y"

!

":

%* 与
-UV

组比较!各治疗组

病理学评分和
!

#淀粉酶活性均明显下降$

V Y"

!

":

%*

且大黄素
: 1RQZR

组病理学评分和
!

#淀粉酶活性下降

最为明显!明显优于其他浓度组$

V Y"

!

":

%* 因此!在

本实验范围内!大黄素有效剂量范围为
!

!

: e: 1RQZR

*

!

$不同剂量黄芩素对
-UV

大鼠干预作用$图
&

)

9

%$肉眼可见!正常组和假手术组胰腺组织为粉红

色!质地柔软!未见异常&

-UV

组胰腺组织明显水肿!

腹腔中有大量血性腹水!大网膜)肠系膜)腹后壁)肠壁

可见大量黄色皂化斑* 各剂量黄芩素组胰腺不同程度

水肿!部分可见散在点状褐色坏死区!有少量腹水!但

明显轻于单纯
-UV

组* 镜下可见正常组和假手术组

胰腺结构正常!无叶间隔增宽&

-UV

组胰腺小叶间距

增宽!腺泡细胞坏死!坏死区可见中性粒细胞浸润&各

剂量黄芩素组胰腺组织病变均有不同程度减轻*

$$注#

U

为正常组&

^

为假手术组&

'

为
-UV

组&

O

为黄芩素

$" 1RQZR

组&

C

为黄芩素
9" 1RQZR

组&

d

为黄芩素
!" 1RQZR

组&

c

为黄芩素
#" 1RQZR

组

图
&

$不同剂量黄芩素对
-UV

大鼠胰腺组织的

影响$$

aC

! )

#""

%

与正常组比较!

-UV

组病理学评分和
!

#淀粉酶活

性均明显升高$

V Y"

!

":

%* 与
-UV

组比较!各治疗组

病理学评分明显下降$

V Y"

!

":

%!

!

#淀粉酶活性无明

显变化$

V \"

!

":

%* 黄芩素
!" 1RQZR

组病理学评分

下降最为明显!明显优于黄芩组其他浓度组 $

V Y

"

!

":

%* 因此!在本实验范围内!黄芩素有效剂量范围

为
#" e!" 1RQZR

*

$$注#与正常组比较!

"

V Y "

!

":

&与
-UV

组比较!

#

V Y

"

!

":

& 与黄芩素
!" 1RQZR

组比较!

$

V Y"

!

":

图
9

$各组大鼠胰腺病理学评分和血清
!

#淀粉酶活性比较

&

$权重配方法筛选复方大黄素黄芩素最优组方

$图
:

)

A

!表
! e9

%$肉眼可见!正常组和假手术组胰

$$注#

U

为正常组&

^

为假手术组&

'

为
-UV

组&

O

为配比一

组&

C

为配比二组&

d

为配比三组&

c

为配比四组&

a

为配比五

组&

)

为配比六组

图
:

$大黄素)黄芩素不同剂量配比对
-UV

大鼠胰腺

组织的影响$$

aC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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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正常组比较!

"

V Y"

!

":

&与
-UV

组比较!

#

V Y"

!

":

&与配比一组比较!

$

V Y"

!

":

图
A

$各组大鼠胰腺组织病理学评分和

血清
!

#淀粉酶活性比较

腺组织为有大量血性腹水!大网膜)肠系膜)腹后壁)

肠壁可见大量黄色皂化斑* 各配比给药组胰腺不同

程度水肿!有的可见散在点状褐色坏死区!有少量腹

水!但明显轻于
-UV

组* 镜下可见正常组和假手术

组胰腺结构正常!无叶间隔增宽&

-UV

组胰腺小叶间

距增宽!腺泡细胞坏死!坏死区可见中性粒细胞浸

润&各配比给药组胰腺组织病变均有不同程度减轻*

与正常组比较!

-UV

组病理学评分和
!

#淀粉酶活

性均明显升高$

V Y"

!

":

%* 与
-UV

组比较!各治疗组

病理学评分和
!

#淀粉酶活性均明显下降$

V Y"

!

":

%*

配 比 一 组 $ 大 黄 素
&

!

!9 1RQZR [

黄 芩 素

B

!

#! 1RQZR

%病理学评分下降最为明显!明显优于二)

三)四)五)六配比组$

V Y"

!

":

%* 配比一组
!

#淀粉酶

活性明显优于二)四配比组$

V Y"

!

":

%* 因此!病理学

评分结果提示!以配比一组大黄素
&

!

!9 1RQZR

!黄芩

素
B

!

#! 1RQZR

时!病理学评分最小!治疗
-UV

效果

最好!为二者在复方中的最佳剂量配比*

同时!经大型药理学软件
OU-

分析!组方中大黄

素
&

!

!9 1RQZR

*黄芩素
B

!

#! 1RQZR

配伍时疗效最

佳!组方中大黄素)黄芩素比例为
#

%

!

!

!

* 组方中大黄

素的标化剂量为
"

!

#!A

!黄芩素的标化剂量为
"

!

#"B

!

初步分析认为组方中大黄素为主药!黄芩素为次药

$组分
#

为大黄素!组分
!

为黄芩素%*

9

$复方大黄素黄芩素量效关系研究$图
B

)

$

%

肉眼可见!正常组和假手术组胰腺组织为粉红色!质地

柔软!未见异常&

-UV

组胰腺组织明显水肿!腹腔中

有大量血性腹水!大网膜)肠系膜)腹后壁)肠壁可见大

量黄色皂化斑* 大)中)小
&

个剂量给药组胰腺不同程

度水肿!有的可见散在点状褐色坏死区!有少量腹水!

但明显轻于
-UV

组*

U

镜下可见正常组和假手术组胰腺结构正常!无

叶间隔增宽&

-UV

组胰腺小叶间距增宽!腺泡细胞坏

死!坏死区可见中性粒细胞浸润&大)中)小
&

个剂量给

药组胰腺组织病变均有不同程度减轻*

表
!

$

OU-

软件分析量效数据

配伍

组别

各组分在配伍组中的剂量

组分
#

组分
!

联用药效

C -O

# &

(

!9 B

(

#!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A

(

%" "

(

&:: "

(

###

9 B

(

A$ !A

(

"" "

(

&#! "

(

#:"

: #

(

&" 9"

(

"" "

(

&9% "

(

#:$

A :

(

"" A#

(

:9 "

(

99B "

(

!:$

C1DI !

(

"A:

O1DI ##

(

$" A#

(

:9

OC1DI &

(

!9 B

(

#!

OC1EN ##

(

$" #"

(

%$

表
&

$

OU-

软件分析各组分在组方中的作用及其相互组用定性分析

标化剂量
2

$

LE

%

2

$

LELJ

%

V

值 优化剂量 优化剂量注释和相互作用定性结果

组分
# L# "

(

#!A

+

"

(

9%& &

(

!9"

为组分
#OC1DI

组分
! L! "

(

#"B

+

"

(

A$# B

(

#!"

为组分
!OC1DI

交互项
L!L#

+

"

(

"#B "

(

A:# B

(

#!"

为组分
!

剂量!两组分间呈相加性

组分重要程度# 组分
# \

组分
!

理论优化组方# 组分
#

剂量
&

(

!9"

组分
!

剂量
B

(

#!"

$注#若同组分获得不同的两剂量!则取其均数%

理论优化比例# 组分
#

#组分
! f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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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

OU-

软件分析标化剂量$

LE

%及其交互项$

LELJ

%与

联用药效$

C

%的关系

组别
L# L! L!L# C

# "

(

A!B "

(

!A& "

(

#A: #

(

"#!

! !

(

!$! "

(

9": "

(

%!: "

(

&"B

& "

(

&$B "

(

A!9 "

(

!9# "

(

&::

9 #

(

9$: "

(

%A" #

(

9!A "

(

&#!

: "

(

!:# #

(

9BB "

(

&B# "

(

&9%

A "

(

%AB !

(

!B! !

(

#%B "

(

99B

$$注#

U

为正常对照组&

^

为假手术组&

'

为
-UV

组&

O

为大

剂量组&

C

为中剂量组&

d

为小剂量组

图
B

$不同剂量复方大黄素黄芩素对
-UV

大鼠胰腺

组织的影响$$

aC

! )

#""

%

$$注# 与正常组比较!

"

V Y"

!

":

&与
-UV

组比较!

#

V Y"

!

":

&与大剂量组比较!

$

V Y"

!

":

图
$

$各组大鼠胰腺组织病理学评分和

!

#淀粉酶活性比较

$$与正常组比较!

-UV

组病理学评分和
!

#淀粉酶活

性均明显升高$

V Y"

!

":

%* 与
-UV

组比较!

&

个剂量

给药组病理学评分和
!

#淀粉酶活性均明显下降$

V Y

"

!

":

%* 且大)中)小
&

个剂量给药组随着剂量增加!

病理学评分降低$

V Y"

!

":

%!呈显著量效关系!但各剂

量给药组血清
!

#淀粉酶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V \"

!

":

%*

讨$$论

君臣佐使是中医学组方的基本原则*

-UV

属于

中医学胃脘痛)脾热病)结胸病的范畴* 一般治则为疏

肝理气)清热燥湿)通里攻下)泄热毒)行积滞)下瘀血*

清胰汤中大黄为君药!黄芩为臣药* 大黄素和黄芩素

又是二者的主要有效成分* 有文献报道大黄素)黄芩

素分别具有抑制胰酶和血小板聚集!清除氧自由基!降

低内毒产生及抗菌)抗炎)利胆等药理作用'

##

!

#&

!

#9

(

*

本课题组选择了大黄素和黄芩素来进行
-UV

疗效评

价!并首次提出了复方大黄素黄芩素配方*

权重配方法是目前研究复方药物$尤其是中药复

方%配比优化)最佳组方剂量的首要方法'

#:

(

* 其原理

是#复方中各组分剂量与复方药效呈现相对量效关系!

这种量效关系为明显的正相关者!应为主药!组方时取

其大剂量&不明显者取其小剂量或者不用&量效关系为

明显负相关者!应为拮抗药!从组方中剔除* 权重配方

法对组方进行优化一般仅需进行
A

组实验就可得出初

步结果!具有高效便捷的优点* 得出初步结果后!一般

应另设
! e&

组进行确定性试验'

#A

(

* 权重配方法算法

严谨!在预设的剂量范围内寻找最佳组方!已被较广泛

地应用于中药复方最佳组方剂量筛选'

#B

(

*

因此!作者所在课题组应用权重配方法对复方大

黄素黄芩素进行了最优组方剂量筛选* 本实验以
:W

牛磺胆酸钠逆行胰胆管注射制备的
-UV

大鼠为研究

对象!首先通过查阅文献报道大黄素)黄芩素使用剂

量!在大黄素
!

!

: e9" 1RQZR

!黄芩素
#" e$" 1RQZR

剂量范围内分别等比设定给药剂量!通过动物实验分

别确定了大黄素和黄芩素单用时的有效剂量范围!大

黄素为
!

!

: e: 1RQZR

!黄芩素为
#" e!" 1RQZR

*

然后!分别在大黄素)黄芩素有效剂量范围中按

"

!

A:

的组间剂量比值!各设
A

个剂量!根据均匀设计

的原则!对大黄素)黄芩素的剂量进行组合!形成
A

个

不同的配伍剂量* 随后!以复方大黄素黄芩素为药物

干预因素!分为
A

个不同剂量配伍用药组和不用药组!

以胰腺组织病理学变化和血清
!

#淀粉酶为评价指标!

来观察大黄素)黄芩素配伍的最佳剂量及比例*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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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最佳组方剂量为大黄素
&

!

!9 1RQZR

和黄芩素

B

!

#! 1RQZR

!因此得出结论!大黄素)黄芩素最佳配比

为
#

%

!

!

!

* 根据人和动物间体表面积折算!大黄素

&

!

!9 1RQZR

和黄芩素
B

!

#! 1RQZR

相当于临床剂量

约
:9

倍* 且
OU-

软件初步分析认为!组方中大黄素

的重要程度大于黄芩素!大黄素为主药!黄芩素为次

药* 大黄素)黄芩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还需进一步

拆方实验来证实!这是本实验下一步研究的内容*

同时!以本法筛选出的最佳组方剂量为中剂量!等

比设大剂量和小剂量进行权重配方法的确定性试验*

结果发现!中剂量大黄素
&

!

!9 1RQZR

和黄芩素

B

!

#! 1RQZR

对
-UV

具有显著治疗效果!复方大黄素

黄芩素在
#"

!

&A 1RQZR

$大黄素
&

!

!9 1RQZR

和黄芩

素
B

!

#! 1RQZR

%

e9#

!

99 1RQZR

$大黄素
#!

!

%A 1RQ

ZR

和黄芩素
!$

!

9$ 1RQZR

%范围内存在显著量效关

系!进一步验证了权重配方法筛选结果的可靠性*

本课题组首次提出复方大黄素黄芩素配方!并首次

应用权重配方法!以大黄素)黄芩素
A

组配伍治疗
-UV

!

以胰腺组织病理学评分和血清
!

#淀粉酶活性作为药效

评价指标!从而优选的,大黄素)黄芩素最佳组方-疗效

确切!说明运用权重配方法筛选复方大黄素黄芩素的组

方剂量是可靠的* 本法优选的大黄素)黄芩素组方最佳

剂量及配比!为本课题组自主创新药物复方大黄素黄芩

素的开发提供了剂量依据和药理学基础*

利益冲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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