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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结石是泌尿系统的一种常见多发病，西医多

以碎石或手术方法治疗，常导致肾脏损害，感染发生

率升高[1-2]。中医治疗的特色在于消除结石病理状态

的同时促进排石，具有广阔前景[3-5]。枳椇是鼠李科枳

椇属下的一个种，别名拐枣、鸡脚爪等，具有清凉利

尿、止咳除烦及解酒毒等功效[6-7]。贵州省民间有用枳

椇皮泡水喝治疗结石的用法，但目前未见相关报道，

本文采用大鼠肾结石模型，对其抗结石作用予以研

究，以期为枳椇的进一步开发与应用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1.1.1 SD大鼠 体重 180～220 g，雄性，购于重庆

腾鑫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合格证号：SCXK（军）

2012-0011。

1.1.2 提取物 排石颗粒（批号：同药准字 Z20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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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枳椇皮中药灌胃给药后对肾结石大鼠的治疗作用。方法 采用乙二醇加氯化铵法复制肾

结石病理模型，观察枳椇皮提取物对肾结石大鼠的治疗作用。结果 枳椇皮提取物能恢复肾结石大鼠的体重，

增加 24 h排尿量，促进血液中钙的排泄和代谢，减少肾组织中结石的形成，降低血清尿素氮、肌酐水平，减缓大

鼠肾组织因结石引起的损伤和病变。结论 枳椇皮提取物对大鼠肾结石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其确切机制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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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eutic effect of extract on
renal calculi in rats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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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bark
medicine on renal calculi in rats. Methods The rats were fed with ethylene alcohol and ammonium chloride
to induce renal calculi and the effect of bark extract on renal calculi was studied. Results

bark medicine had obvious effect on restoring the weight of rats with renal calculi, increasing
the 24-h urinary output, promoting the excretion and metabolism of blood Ca2 +, reducing the formation of
renal calculi,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urea nitrogen and creatinine, slowing down the rat renal damage and
disease caused by stones. Conclusions bark extract has certain therapeutic effect on rat kidney
stones and its exact mechanism remains to be studied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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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组大鼠肾重量、肾脏系数及 24 h尿量比较

（ =8，x±s）

组别 肾重量 /g 肾脏系数 尿量 /（ml/24 h）

排石颗粒组 2.06±0.05 0.68±0.01 7.48±1.50

模型组 1.54±0.01 0.53±0.01 4.30±0.13

正常组 2.18±0.15 0.83±0.06 10.00±1.03

枳椇皮高剂量组 2.48±0.26 0.79±0.09 11.00±1.00

枳椇皮低剂量组 2.12±0.03 0.74±0.04 7.61±0.86

值 13.079 17.632 269.090

值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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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江西南昌济生制药厂）；枳椇皮采于贵州省贵阳

市花溪区，经贵州大学熊源新教授鉴定为鼠李科植

物枳椇的树皮部分。

1.1.3 试剂 乙二醇（批号：201405185，成都金山化

学试剂有限公司），氯化铵[批号：（津）XK13-011-

00011，天津市永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Uv-5200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元桥仪

器有限公司生产），脱水机（PELORIS 型，德国莱卡

公司），包埋机（YB-9LF型，德国 Leica公司），切片

机（RM2235，德国 Leica公司），电热恒温干燥箱

（202-1AB 型，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显微

镜（BX41型，日本 Olympus公司），病理图文分析系

统（HPIAS-1000型，西安华海公司），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CS-600B，长春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枳椇皮提取物及灌胃液的制备 取枳椇皮

100 g，加蒸馏水回流提取 2次，1 000 ml/次，2 h/次，

提取液合并后，浓缩至浸膏，放于干燥箱中干燥成粉

末。临用前，准确称取枳椇皮提取液干燥粉末，溶于

一定量的水中配置成不同浓度的灌胃液。

1.3.2 大鼠肾结石模型的复制及给药方法 取 SD

大鼠 42只，在适应性环境饲养 2周后随机分为 5组，

每组 8只（模型组开始时为 10只，其中 2只另行标

记，2周后为 8只），分别为正常组、模型组，枳椇皮

高、低剂量组，以及排石颗粒组。除正常组每天自由

饮用自来水外，其余 4组大鼠复制肾结石模型，1%

乙二醇冷开水 +1.25%氯化铵溶液 30 ml/（只·d）自

由饮，再给予 30 ml自来水自由饮。模型组灌胃蒸馏

水 2 ml/d，排石颗粒组按 100 mg/kg灌胃给药，枳椇

皮高、低剂量组按 25 mg/kg灌胃给药，4周后结束

实验[8-11]。

1.3.3 测定指标 实验结束前 1天用代谢笼分别收

集各大鼠 24 h空腹尿液，测定 24 h排尿量；用甲基

百里香酚蓝比色法测 24 h尿钙分泌量。大鼠心脏采

血，离心取血清用于全生化自动测定二乙酰 -肟比

色法测血清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含量，

除蛋白法测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含量、尿酸

（uric acid，UA）值[12]。大鼠处死后取两侧肾称重，计

算肾脏系数。右肾用 10%甲醛溶液固定，用于肾组

织病理学检查，左肾置入 -85℃冰箱冷冻保存，用于

测定肾组织总钙含量。

1.3.4 肾组织病理组织学检查 病理切片组织学观

察实验大鼠肾皮质、髓质分界是否清晰，肾小球、肾

小管等有无异常改变，肾间质内有无炎症细胞浸润及

变性、出血等症状，重点观测肾小管内的草酸钙结晶

形成情况，以及周围组织的病变、坏死等。观测指标

为肾组织内草酸钙结晶的形成情况，炎性渗出及坏

死物的出现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2.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比较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两两比较用 LSD- 检验， <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肾结石模型

复制模型 2周后，大鼠变得无神，活动减少，食

欲减退，毛色变黄。此时将模型组另行标记的 2只大

鼠处死解剖，取其肾脏，经切片染色，肉眼及体视显

微镜检查确认有明显的结晶形成，证明模型大鼠肾

结石形成。

2.2 枳椇皮提取物对大鼠肾重量、肾脏系数及 24 h

尿量的影响

各实验组大鼠在饮用乙二醇加氯化铵溶液

2 周后，与正常大鼠比较，体重减轻；给药后各组上

述情况减轻，并出现尿量增加，精神、饮食活动改善

等。与模型组比较，枳椇皮高、低剂量组大鼠体重增

加，肾脏系数升高。阳性药排石颗粒可使结石大鼠

24 h排尿量增加，体重基本恢复或接近正常动物水

平。见表 1。

2.3 枳椇皮提取物对大鼠血清 BUN、Scr、UA、钙

含量、肾组织钙含量及 24h尿钙分泌量的影响

模型组血清 BUN、Scr、UA及肾组织钙含量与正

常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血清钙含量

未见变化。枳椇皮高、低剂量组的血清钙含量和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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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组大鼠血清 BUN、Scr、UA、钙、肾组织钙及 24 h尿钙含量比较 （ =8，x±s）

组别 BUN/（mmol/L） Scr/（μmol/L） UA/（μmol/L） 钙 /（mmol/L） 肾组织钙 /（μmol/g） 尿钙 /（μmol/24 h）

排石颗粒组 5.86±0.73 60.98±1.57 102.00±29.48 2.31±0.05 0.88±0.32 1.48±0.62

模型组 8.24±0.03 66.90±0.21 128.00±0.51 2.48±0.12 1.65±0.01 1.43±0.12

正常组 6.12±2.26 49.00±7.50 93.00±39.61 2.22±0.05 0.53±0.24 1.84±1.24

枳椇皮高剂量组 5.13±0.84 59.20±2.90 78.75±17.81 2.28±0.01 0.77±0.35 1.66±0.62

枳椇皮低剂量组 6.33±0.25 62.20±2.31 100.40±7.31 2.32±0.01 0.95±0.22 1.58±0.71

值 11.906 75.090 14.774 22.732 204.512 16.560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织钙含量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

排石颗粒组大鼠的肾组织钙含量较模型组下降。枳

椇皮高、低剂量组大鼠其他相关指标均较模型组不

同程度改善。见表 2。

2.4 枳椇皮提取物对结石大鼠肾组织病理学的

影响

病理切片组织学结果显示，模型组肾组织内见

大量急、慢性炎症细胞浸润，管内充满块状半透明蓝

绿色的草酸钙结晶，肾小管扩张不明显，周围肾小球

被挤压，面积减小，肾皮、髓质内可见多处肾小管内

有炎性渗出物及坏死，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明显。枳椇

皮高、低剂量组的肾组织内草酸钙结晶较碎小，比模

型组减少，肾小管内坏死及炎性渗出物较模型组均

减轻，几乎接近无。与模型组比较，枳椇皮高、低剂量

组大鼠肾结石情况有不同程度的减轻；枳椇皮高、低

剂量组和排石颗粒组大鼠肾小管内坏死及炎性渗出

物减轻，结晶减少，零碎散乱。见图 1。

2.5 大鼠 24 h尿液中草酸钙结晶

实验结束前 1天，收集大鼠 24 h空腹尿量，测

定尿钙，在显微镜下观察草酸钙结晶情况。草酸钙结

晶表现为无色方形闪烁发光的八面体，多呈现菱形，

偶为饼形或哑铃型[13]。

枳椇皮高、低剂量组和排石颗粒组尿中结晶增

多。排石颗粒组和枳椇皮高、低剂量组能促进大鼠结

晶的排泄，降低肾脏结石疾病的发生率。见图 2。

枳椇皮高剂量组 枳椇皮低剂量组

图 1 病理切片 （×600）

正常组 排石颗粒组 模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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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颖丹 编辑）

排石颗粒组 模型组 枳椇皮高剂量组 枳椇皮低剂量组

图 2 尿中草酸钙结晶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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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肾结石是临床常见的一种疾病。西医治疗肾结

石多采用碎石或手术取石等对症治疗的方式，治愈

后复发率高。中医采用对因与对症治疗相结合的方

式，其特色在于把改善体质、消除产生结石的病理状

态与促进排石相结合，因此中医药辨治和预防肾结

石具有广阔前景。

枳椇是广泛分布于贵州、河北、河南、浙江、安徽

及云南等地的一种高大乔木，也是卫生部首批公布

的 87种药食两用的中药材之一，具有较高的医疗及

食用价值。其种子可清凉利尿、止咳除烦、解酒毒。其

皮可活血、舒筋解毒。其果梗可健胃、补血[7]。食用可

用于酿酒、制醋、生食及熬糖等。贵州省是肾结石疾

病的高发区，其民间有用枳椇皮泡水饮用治疗结石

的方法，经长期临床观察，具有一定的效果，但未见

该功效的报道。

本文采用大鼠肾结石模型，对枳椇的抗结石作

用开展初步研究。结果显示，经枳椇皮提取物灌胃

后，与模型组比较，大鼠排尿量增加，尿钙含量亦有

所增加，而血清钙和肾组织钙含量均降低。同时，血

清 BUN、Scr、UA等指标也有所改善。与排石颗粒组

比较，尿量、血清 BUN、Scr、UA、血清钙、肾钙及尿钙

含量相当。结果表明枳椇皮提取物能缓解大鼠肾结

石症状，其机制可能是通过促进肾脏组织和血液中

钙的排泄和代谢，降低肾组织钙；同时改善肾组织病

变情况，促进结石排出体外，减少肾组织中结石的形

成。因而民间用枳椇皮泡水饮用以治疗结石具有一

定的科学依据，但其确切的作用机制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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