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第 ２８ 卷　 第 ３ 期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

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３

［基金项目］北京市科委十病十药项目（编号：Ｚ１５１１００００３８１５０２５）。
［作者简介］楚慧伦（１９９２— ），女，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药抗炎免疫药理。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ｕｈｕｉｌｕｎ＠ ｂｕｃｍ． ｅｄｕ． ｃｎ
［通信作者］孙文燕（１９７０— ），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药抗炎免疫药理。 Ｅ⁃ｍａｉｌ： ｓｕｎｗｙ＠ ｂｕｃｍ． ｅｄｕ． ｃｎ




 

研究报告

Ｂｒｏｗｎ⁃Ｎｏｒｗａｙ 大鼠咳嗽变异性哮喘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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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通过卵蛋白（ＯＶＡ）致敏 Ｂｒｏｗｎ⁃Ｎｏｒｗａｙ（ＢＮ）大鼠，建立一种简单易行的咳嗽变异性哮喘动物

模型。 方法　 ３６ 只 ＢＮ 大鼠分为三组：正常对照组、模型对照组、给药组。 第 １ 日大鼠腹腔内注射 ２ ｍｇ 卵蛋白和

１００ ｍｇ Ａｌ（ＯＨ） ３凝胶，３ 周后再次腹腔注射 ０ ０１ ｍｇ ＯＶＡ 及 １００ ｍｇ Ａｌ（ＯＨ） ３ 凝胶，正常对照组大鼠腹腔注射等量

生理盐水。 ３ 周后模型对照组和给药组用 １％ ＯＶＡ 雾化，正常对照组用生理盐水雾化，隔日一次，共 ７ 次。 雾化当

天给药组开始灌胃给药，其余两组给等量生理盐水，每天一次，共 １４ 次。 最后一次给药 ２４ ｈ 后，进行辣椒素引咳、
肺功能实验（激发实验）。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咳嗽次数显著增多（Ｐ ＜ ０ ０１），吸气总气道阻力

（ＲＬ）显著上升（Ｐ ＜ ０ ０５），动态顺应性（Ｃｄｙｎ）显著下降（Ｐ ＜ ０ ０５）；与模型对照组比较，给药组的咳嗽次数显著减

少（Ｐ ＜ ０ ０５），ＲＬ 显著下降（Ｐ ＜ ０ ０５），Ｃｄｙｎ显著上升（Ｐ ＜ ０ ０５）。 结论　 此种动物模型与咳嗽变异性哮喘多种

临床特征相似，操作简便易行，故可作为咳嗽变异性哮喘的动物模型。
【关键词】 　 咳嗽变异性哮喘；动物模型；ＢＮ 大鼠；卵蛋白；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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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嗽变异性哮喘（ｃ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ａｓｔｈｍａ，ＣＶＡ）是
一种特殊类型的哮喘，临床主要表现为慢性持续性

干咳［１］，通常咳嗽比较剧烈，以夜间咳嗽为其重要

特征，但无明显喘息、气促等症状或体征。 感冒、冷
空气、灰尘、油烟等容易诱发或加重咳嗽［２］。 有研

究表明，ＣＶＡ 是典型哮喘的前驱，约有 ３０％ 的患者

随着接触变应原时间的增长而发展为典型哮

喘［３ － ４］，严重威胁公众健康。
ＣＶＡ 的发病机制与典型哮喘的发病机制相

似［５］，主要与变应原致敏、气道慢性炎性反应、气道

高反应性和气道重塑等密切相关。 研究表明气道

慢性炎症是各型各期哮喘病的共同病理学特征，是
气道可逆性阻塞和非特异性气道高反应性的重要

决定性因素，炎症的轻重反映哮喘病情的轻重。
Ｂｒｏｗｎ⁃Ｎｏｒｗａｙ（ＢＮ）大鼠是高免疫球蛋白（尤其

是 ＩｇＥ）应答品系［６］，更易诱发出 ＣＶＡ 症状以及气

道变应性炎症与气道高反应性，而目前我国常用的

ＳＤ 大鼠、Ｗｉｓｔａｒ 大鼠等稳定性欠佳。 故本研究拟用

卵蛋白（ｏｖａｌｂｕｍｉｎ，ＯＶＡ）腹腔注射加雾化激发的方

法，建立一种简便易行的咳嗽变异性哮喘 ＢＮ 大鼠

模型，并使用临床常用的咳嗽变异性哮喘治疗药物

孟鲁斯特钠作为阳性药，以评价模型的适用性。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实验动物

Ｂｒｏｗｎ⁃Ｎｏｒｗａｙ（ＢＮ）大鼠 ３６ 只，ＳＰＦ 级，雌雄各

半，体重 １８０ ～ ２００ ｇ，８ 周龄左右，由北京维通利华

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ＳＣＸＫ （京） ２０１６ －
００１１］。 动物饲养于中日友好医院屏障环境中

［ＳＹＸＫ （京） ２０１６ － ００４３］，温度 ２２℃ ～ ２４℃，湿度

４４％～５０％ 。
１ ２　 主要试剂与仪器

顺尔宁片（孟鲁斯特钠），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

公司，产品批号：Ｎ００７９７２；卵清白蛋白 （卵蛋白，
ＯＶＡ）：美国 Ｓｉｇｍａ 公司，批号：０９ ／ ２０１７；辣椒素：美

国 Ｓｉｇｍａ 公司，批号：ＭＫＢＮ８６１３Ｖ；溴化乙酰胆碱，
东京化成工业株式会社，批号：ＪＱＴＥＮ⁃ＢＤ；戊巴比妥

钠，德国 Ｍｅｒｃｋ 公司，生产批号：０８ ／ ２０１７。
Ａ０２ＡＩ 超声波雾化器：上海鱼跃医疗设备有限

公司；ＡｎｉＲｅｓ２００５ 动物肺功能分析系统：北京贝兰

博科技有限公司。
１ ３　 实验方法

１ ３ １　 模型的制备及分组给药

大鼠随机分成三组（正常对照组、模型对照组、
给药组）。 第 １ 日腹腔注射 ２ ｍｇ 卵蛋白（ＯＶＡ）和

１００ ｍｇ Ａｌ （ＯＨ） ３，３ 周后再次腹腔注射 ０ ０１ ｍｇ
ＯＶＡ 及 １００ ｍｇ Ａｌ（ＯＨ） ３，正常对照组注射等量生

理盐水。 ３ 周后模型对照组和给药组开始用 １％
ＯＶＡ 进行雾化攻击，正常对照组用生理盐水，隔日

一次，共 ７ 次。 雾化当天开始给药，在雾化前 ３０ ｍｉｎ
给药组进行孟鲁斯特钠（１ ３ ｍｇ ／ ｋｇ）灌胃给药，模
型对照组与正常对照组灌胃等量饮用水，每天一

次，共 １４ 次。 本实验方案经过中日友好医院实验动

物福利伦理委员会审查，符合动物保护、动物福利

和伦理原则，符合国家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相关规

定，编号：１７０１０１。 本实验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动物

使用的 ３Ｒ 原则。
１ ３ ２　 辣椒素引咳实验

最后一次给药 ２４ ｈ 后，各组大鼠置于雾化箱

内，雾化吸入 １０ － ４ ｍｏｌ ／ Ｌ 辣椒素溶液 ６０ ｓ，记录

２ ｍｉｎ内各组大鼠的咳嗽次数。
１ ３ ３　 肺功能测定（激发实验）

将各组大鼠以 ２％戊巴比妥钠 ８０ ｍｇ ／ ｋｇ 腹腔注

射麻醉，行气管有创插管，仰卧于小动物呼吸机的密

闭体描箱内，气管插管与体描箱相连，观察气道压力

波形正常后，建立颈总静脉给药通路，保证通路顺畅

后关闭体描箱，待气道压力曲线平稳后，每隔 ５ ｍｉｎ
依次输入以下四个剂量的乙酰甲胆碱：０ ０２５ ｍｇ ／ ｋｇ、
０ ０５ ｍｇ ／ ｋｇ、０ １ ｍｇ ／ ｋｇ、０ ２ ｍｇ ／ ｋｇ。 检测用药后大鼠

吸气总气道阻力（ＲＬ）和动态顺应性（Ｃｄｙ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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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ＡＳ ９ ３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实验数

据均以平均数 ±标准差（ ｘ ± ｓ ）表示。 数据服从正

态分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ｔ 检验；数据不

服从正态分布或方差不齐采用非参数检验，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显著性。

２　 结果

２ １　 辣椒素引咳实验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咳嗽次数显著

增多（Ｐ ＜ ０ ０１）；与模型对照组比较，给药组的咳

嗽次数显著减少（Ｐ ＜ ０ ０５），说明模型对照组对辣

椒素的刺激更加敏感（见表 １）。
２ ２　 肺功能（激发实验）测定

２ ２ １　 吸气总气道阻力（ＲＬ）
第一次激发，各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 （ Ｐ ＞

０ ０５）。 第二次激发，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

组 ＲＬ 显著上升（Ｐ ＜ ０ ０５）；与模型对照组比较，给
药组 ＲＬ 显著下降（Ｐ ＜ ０ ０１）。 第三次激发，与正

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 ＲＬ 显著上升 （ Ｐ ＜
０ ０５）；与模型对照组比较，给药组 ＲＬ 显著下降（Ｐ
＜ ０ ０５）。 第四次激发中，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

对照组 ＲＬ 显著上升（Ｐ ＜ ０ ０５）（见表 ２）。 说明模

型对照组吸气气道阻力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２ ２ ２　 动态顺应性（Ｃｄｙｎ）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 Ｃｄｙｎ在第二、三
次激发中显著下降（Ｐ ＜ ０ ０５），在第四次激发中也

显著下降（Ｐ ＜ ０ ０１）。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给药组

Ｃｄｙｎ在第二次（Ｐ ＜ ０ ０１）、第三次（Ｐ ＜ ０ ０５）、第四

次（Ｐ ＜ ０ ０１）激发中均显著上升，说明模型对照组

肺动态顺应性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而孟鲁斯特钠

可以有效缓解这一症状（见表 ３）。

表 １　 咳嗽次数比较（ ｘ ± ｓ ）
Ｔａｂ．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ｃｏｕｇｈｉｎｇ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大鼠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ａｔｓ

咳嗽次数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ｃｏｕｇｈｉｎｇ

正常对照组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１２ ３ ６７ ± ２ ２３

模型对照组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 １１ １２ ３３ ± ６ ５６∗∗

孟鲁斯特钠组
Ｍｏｎｔｅｌｕｋａｓｔ ｇｒｏｕｐ １２ ４ ９２ ± ２ ３１△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Ｐ ＜ ０ ０１；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Ｐ
＜ ０ ０５。
Ｎｏｔ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Ｐ ＜ ０ 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Ｐ ＜ ０ ０５．

表 ２　 乙酰甲胆碱激发实验吸气总气道阻力比较［ ｘ ± ｓ， ｃｍＨ２Ｏ ／ （ｍＬ ／ ｓ）］
Ｔａｂ．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Ｌ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大鼠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ａｔｓ

第一次激发
Ｆｉｒｓｔ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第二次激发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第三次激发
Ｔｈｉｒｄ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第四次激发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正常对照组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１２ ０ ５５ ± ０ １０ ０ ５４ ± ０ ０９ ０ ５６ ± ０ １１ ０ ５５ ± ０ ０６

模型对照组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 １１ ０ ６３ ± ０ １６ ０ ６５ ± ０ ０８∗ ０ ６９ ± ０ １１∗ ０ ７９ ± ０ ２５∗

孟鲁斯特钠组
Ｍｏｎｔｅｌｕｋａｓｔ ｇｒｏｕｐ １２ ０ ５７ ± ０ １０ ０ ５０ ± ０ ０５△△ ０ ５６ ± ０ ０７△ ０ ６０ ± ０ ０９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与模型对照组比较，△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Ｎｏｔ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表 ３　 乙酰甲胆碱激发实验动态顺应性（Ｃｄｙｎ）比较（ ｘ ± ｓ， ｍＬ ／ ｃｍＨ２Ｏ）
Ｔａｂ．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ｄｙ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大鼠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ａｔｓ

第一次激发
Ｆｉｒｓｔ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第二次激发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第三次激发
Ｔｈｉｒｄ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第四次激发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正常对照组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１２ ０ １２ ± ０ ０２ ０ １２ ± ０ ０２ ０ １２ ± ０ ０２ ０ １２ ± ０ ０２

模型对照组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 １１ ０ １１ ± ０ ０３ ０ ０９ ± ０ ０３∗ ０ ０９ ± ０ ０４∗ ０ ０８ ± ０ ０３∗∗

孟鲁斯特钠组
Ｍｏｎｔｅｌｕｋａｓｔ ｇｒｏｕｐ １２ ０ １３ ± ０ ０２ ０ １３ ± ０ ０１△△ ０ １３ ± ０ ０２△ ０ １２ ± ０ ０１△△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与模型对照组比较，△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Ｎｏｔ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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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咳嗽变异性哮喘（ｃ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ａｓｔｈｍａ，ＣＶＡ）是
以慢性咳嗽为惟一或主要临床表现，不伴有明显喘

息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支气管哮喘，又称为咳嗽型哮

喘、隐匿型哮喘或过敏性咳嗽。 患者具有气道高反

应性和气道炎症等病理特征，其气道高反应性的程

度与典型哮喘患者相似或略低，但 ＣＶＡ 患者的呼吸

道狭窄症状并没到引起喘息的程度，故只出现咳嗽

而没有喘息症状，并且在支气管激发试验吸入乙酰

胆碱的过程中，ＣＶＡ 主要表现为咳嗽，喘息的发生

率明显较低［７］。 有研究显示，ＣＶＡ 患者与典型哮喘

患者相比，在生活中更加焦虑、压力更大［８］，严重危

害公众健康，为了提高 ＣＶＡ 疾病的治疗效果，ＣＶＡ
动物模型的研发必不可少。

ＣＶＡ 的发病机制与哮喘相似，因此两者的动物

模型都主要通过卵蛋白（ＯＶＡ）致敏造模。 而 ＣＶＡ
造模多用 Ａｌ（ＯＨ） ３ 作为佐剂，哮喘多采用 ＯＶＡ 联

合百日咳的造模方法［９］。 且因 ＣＶＡ 的主要临床表

现为咳嗽，所以实验中往往加入辣椒素引咳的内

容，其结果也是证明模型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
目前 ＣＶＡ 动物模型的复制，国际上多使用

Ｂｒｏｗｎ⁃Ｎｏｒｗａｙ（ＢＮ）大鼠，而国内常用的 ＳＤ 大鼠、
Ｗｉｓｔａｒ 大鼠等稳定性欠佳，在国际上很难被认可。 且

有研究显示，ＢＮ 大鼠在致敏原的激发下，能产生较高

水平的特异性 ＩｇＥ、ＩｇＧ 抗体，具有较强的致敏免疫反

应［１０］，与 ＣＶＡ 临床症状接近。 本研究即是在传统

ＣＶＡ 动物模型复制方法的基础上［１１ － １４］，通过采用 ＢＮ
大鼠，建立一种简便易行的 ＣＶＡ 动物模型。

实验中辣椒素引咳结果显示，模型对照组咳嗽

次数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给药组咳嗽次数明显少

于模型对照组，说明模型对照组对辣椒素的刺激更

加敏感，符合 ＣＶＡ 患者在外界因素刺激下咳嗽加剧

的症状。
气道高反应性是 ＣＶＡ 重要的生理学改变，也是

诊断的重要指标［１５］，本实验采用有创肺功能检测方

法，观察乙酰甲胆碱激发实验中 ＢＮ 大鼠的 ＲＬ 和

Ｃｄｙｎ趋势。 结果显示，第一次激发中各组之间 ＲＬ 和

Ｃｄｙｎ差异均无显著性，从第二次激发开始，模型对照

组的 ＲＬ 上升程度和 Ｃｄｙｎ下降程度都明显超过正常

对照组，给药组 ＲＬ 上升幅度和 Ｃｄｙｎ下降幅度都明显

小于模型对照组。 提示模型对照组肺功能明显低

于正常对照组，而孟鲁斯特钠缓解了这一症状，与
临床实验结果［１６ － １７］接近。

本研究结果显示，模型对照组的咳嗽症状和气

道高反应性符合 ＣＶＡ 的临床症状，故所建立的 ＢＮ
大鼠咳嗽变异性哮喘模型与 ＣＶＡ 患者的基本特征

接近，可用于 ＣＶＡ 治疗药物的干预性研究，而其生

化及免疫反应特征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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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 　 Ｓａｉｔｏ Ｎ， Ｉｔｏｇａ Ｍ， Ｔａｍａｋｉ Ｍ， ｅｔ ａｌ． Ｃ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ａｓｔｈｍ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ｘｉｏｕｓ ｔｈ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ａｓｔｈｍ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 Ｒｅｓ， ２０１５， ７９（１）： １８ － ２６．

［ ９ ］ 　 王雅娟， 赵一婷， 戴斌， 等． 两种大鼠哮喘模型的比较 ［ Ｊ］ ．
中国药理学通报， ２０１４， ３０（８）： １１７５ － １１７８．

［１０］ 　 Ｋｎｉｐｐｅｌｓ ＬＭ， Ｈｏｕｂｅｎ ＧＦ， Ｓｐａｎｈａａｋ Ｓ， ｅｔ ａｌ． Ａｎ ｏｒ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Ｂｒｏｗｎ Ｎｏｒｗａｙ ｒａｔｓ ｔｏ ｓｃｒｅｅｎ ｆ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Ｊ］．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９９９， １９（１）： ７８ －８２．

［１１］ 　 Ｎｉｓｈｉｔｓｕｊｉ Ｍ， Ｆｕｊｉｍｕｒａ Ｍ， Ｏｒｉｂｅ Ｙ，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ｏｎｔｅｌｕｋａｓｔ
ｉｎ ａ ｇｕｉｎｅａ ｐｉ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ａｓｔｈｍａ ［ Ｊ ］ ． Ｐｕｌｍ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Ｔｈｅｒ， ２００８， ２１（１）： １４２ － １４５．

［１２］ 　 Ｍｕｒａｋｉ Ｍ， Ｔｏｈｄａ Ｙ， Ｓｕｇｉｈａｒａ Ｒ，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ＹＢ⁃２２８５
ｏｎ ｄｕａｌ ｐｈａｓｅ ｂｒｏｎｃｈｏ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ｉｒｗａｙ ｈｙｐ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ｇｕｉｎｅａ⁃ｐｉｇ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ｖａｌｂｕｍｉｎ ［ Ｊ］ ． Ｊ Ｐｈａｒｍ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１９９４， ４６： ８８３ － ８８６．

［１３］ 　 吴继光， 黄漾， 王岚， 等． 不同类型支气管扩张剂对致敏豚

鼠模型咳嗽反应的作用 ［ Ｊ］ ． 同济大学学报 （医学版），
２００８， ２９（５）： １５ － １８．

［１４］ 　 蔡黎， 毕小利， 王忆勤， 等． 咳嗽变异性哮喘豚鼠模型的构

建 ［Ｊ］ ． 山西医科大学学报， ２００７， ３８（１２）： １０７０ － １０７３．
［１５］ 　 Ｏｈｔａ Ｋ， 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 Ｍ， Ａｋｉｙａｍａ Ｋ， ｅｔ ａｌ．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 ａｓｔｈｍａ ［Ｊ］ ． Ａｌｌｅｒｇ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 ２０１１， ６０： １１５ － １４５．
［１６］ 　 Ｔａｋｅｍｕｒａ Ｍ， Ｎｉｉｍｉ Ａ， 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 Ｈ，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ｏｎｔｅｌｕｋａｓｔ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ａｓｔｈｍａ ［ Ｊ］ ．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 ８３
（４）： ３０８ － ３１５．

［１７］ 　 庄明凤， 马敬斌， 殷汝昌， 等． 孟鲁司特咀嚼片对咳嗽变异性哮

喘肺功能的影响 ［Ｊ］． 临床肺科杂志， ２０１７， ２２（１）： ８９ －９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 － ０９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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