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麻对O
一

半乳糖所致衰老小鼠的改善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 (北京1 0 0 0 9 4

摘要 小鼠球后注射D 一半乳糖80 m g / k g
,

50 d后造成亚急性衰老模型
,

同时口服夭麻 4
、

89 / k g 能

显著恢复 D 一半乳糖衰老模型小 鼠被动回避反应能力的下降
,

明显提高 R B C 中S O D 活力
,

皮肤 经脯

氨酸含量
,

减少心肌脂褐质
,

对脑
、

肝脂揭质减少不明显
。

关锐词 天麻 衰老 D 一半乳糖 脂揭质 超氧化物技化酶

天麻G as t r 。击 a el at o
BI

. ,

又名赤箭
,

为兰科植物天麻的根茎
。

中医临床上用于治疗头痛
、

头晕虚眩
、

肢体麻木等症〔1〕
。

近年来对天麻的药理学研究有较快进展
。

经动物 实 验
,

天麻

具有镇静
、

镇痛
、

杭癫痛等作用t2 〕
。

山本孝之 1 9 8 8年报道临床上用天麻治疗老年性 痴 呆 病

人 11 例
,

有效率达 81
.

8 %〔3〕
。

但天 麻 对动物整体性衰老的药理学实验
,

未见有 报 道
。

本文

以D 一半乳糖形成亚急性衰老模型〔‘,
,

对夭麻抗衰若药效学及作用机理进行探讨
。

1 实验材料

天麻由本所真菌室提供
,

粉碎待用
。
v itE

,
9 7 0 IU / g

,

美国s ig m a公司
, Z oH o s4 5

。

D 一

半乳 糖
,

上海试剂二厂 8 6 1 1 2 1
。

SO D 试剂盒
,

海军杭衰老研究中心
。
L一经脯氨酸

,
上海试

剂二厂
,
9 0 0 2 1

。

H IT A C H I 5 5 0型荧光分光光度计
,

日本 日立厂
。 7 2 3 0分光光度计

,

上海

分析仪器厂
。

高速分散器
,

江苏其林医用仪器厂
。

动物
:
昆明种小鼠

,

中国医学科学院动物中心供应
,

体重32 士 2 9
, 2月龄

,

雌雄各半
。

2 方法与结果

小鼠 1 00 只均分 5组
,

每组 20 只
。

对照和 D 一半乳糖衰老模型组
,

每日灌胃蒸馏水 o
.

Z m l/

10 9
,
v itE组

,

每日灌胃5 0 m g / k g
,

天麻组每日口服 s
、

4 9 / k g
。

D 一半乳糖模型组及 各 给药组

于给药同时
,

球后注射 D 一半乳糖80 m g / k g
,

连续5 0 d
,

于末次给药后次日分别测定下列各项

指标
。

2
.

1 对小鼠学习记 忆获得的影响
:
应用被动回避性反射跳台法〔的

,

分别记录各鼠跳 台 平均

错误次数
。

见表 1 。 D 一
半乳糖衰老模型组跳台错误次数高于正常对照组

,
尸< 0

.

0 5 ,

天麻各

剂量
,
V it E 组错误次数均显著少于模型 组

,
尸< 0

.

05
,
尸< 0

.

0 1 。

2
.

2 R B C 中SO D 活力测定
:
利用邻苯三酚在碱性条件下 迅速发生氧化链反应

,

其反应速度

依赖于O
: 一

浓度
,

生成有色中间产物
。

sO D 能有效清除O : 一 ,

抑制上述反应
,

阻止有 色 中间

产物的生成
,

间接测定s0 D 酶活性
,

以每毫升 R B c 含 s o D 单位数 ( u / m l) 表示酶活力 〔6〕。

结果表明
,
D es半乳糖衰老组R B C 中s 0 D 活力低于正常组 (尸< 0

.

05 )
,

天麻各给药 组 SO D

活性明显高于卜半乳糖模型组
,

(尸< 0
.

0 01 )
,

而且高于正常组
,

以4 9 / k g组 为 明 显
,

见

表2 。

2
.

3 皮肤组织经脯氮酸含量测定
:
取小鼠背部皮肤 Ic m

Z ,

去毛
,

丙酮
:

乙醚 ( l :
l/ V , V )

脱 脂
,

加 6 m o l/ LH C I在 一2 5℃烤箱中水解Z h
,

取水解液。一 m l
,

依 B la e k e t方法〔7〕并改进测定

轻 脯氨酸含量 ( m g八00 9 )
。

结果
,

压半乳糖可使小 鼠皮肤经脯氨酸含量显著下降
,

而 同

.
A d d r o s s :

G a o N a n n a n ,
Io s tit

: te o f M e d ie i n a l Pla n t D e v e lo P ,u e 几 t ,
C h i n e s e A e a d e m y o f

M e dic a l S o i e u c e s ,
B o ij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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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夭麻对 O一半乳抽衰老小鼠学习记忆

获褥的形晌(跳台法 ) (万士 5 0 )

组 别 (剂盈 m g / k g ) n sm i n 内错误次数

正常对照 一 1 0 1
。

3 3 士 1
.

0 5

D
一

半乳塘 ao 10 3
。

6 7 士 2
。

7 1 八

D
·

半乳塘
+ V it E 8 0 + 5 0 10 1

.

0 1 士 0
.

7 8
* .

D
一

半乳糖 + 天麻 5 0 + 5 0 0 0 1 0 1 .

3 0 士 1
。

0 2
中

D
一

半乳糖 + 天麻 8 0 + ‘0 0 0 10 1
.

3 3 士 0
.

, 4
.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尸< 。
.

05
,

与 J
一

半乳塘衰老模型

组比较
, ,

尸 < 0
.

05 二 尸< 0
。

01
. , 中

尸< 0
.

0 01

( 下同 )

表 2 天麻对。一半乳摘衰老小鼠R Be币s。。

活力的影晌 (万土 s。)

正常对照

D
·

半乳塘

D
一

半乳塘
+ V it E

D
一

半乳塘 + 天麻

D
·

半乳塘 + 天麻

2 0

2 0

1 8

2 0

1 9

一 8 2
。

1 6 土 1 3
。
2 9

8 0 7 0
。

3 0 土 1 8
.

76 八

8 0 + 5 0 0 0 二 8 士 3一
。

0 2
*

8 0 + 8 0 0 0 1 0 1
。

9 6 士 3 0
.

3 8
. * .

8 0 + 4 0 0 0 1 1 0
。
1 6 士 2 8

。
8 2⋯

时给以天麻
、

V it E 时
,

可 对抗D 一半乳 糖

这一效应
,

见 表 3
。

2
.

4 心
、

肝
、

脑脂褐质含量的测 定
:
剖 取

肝 so o m g
,

心肌
、

大脑皮质各 Zo o m g
,

去脂

肪
、

结缔组织
,

精密称重
,

按 S o h al 等方法〔幻

改进
,

氯仿
:

甲醇 ( 2: 1 )混合液
,

处理成 5 %

匀浆
,

用H it ac hi 85 0型荧光分光光度计
,

激

发波长3 6 0 n m
,

发射波长 45 0 n m
,

测荧光强

度
,

以o
.

05 m ol / L H : 5 0
‘

新鲜配制硫 酸 奎

宁标准液标化
,

按 0
.

1件g / m l标准液荧光强度

表3 天麻对 O一半乳枯衰老小鼠皮肤经脯

氮胜含且的形晌 (万 士 5 0 )

组 别
n 剂t (也g / k g )

皮肤轻脯氨酸
m g八 0 0 9

正常对照 10

D
一

半乳糖 10

D
一

半乳塘 + V it E 1 0

D
一

半乳塘 + 天麻 10

D
一

半乳塘 + 天麻 10

8 0

8 0 + 5 0

8 0 + 8 0 0 0

8 0 + 4 0 0 0

1
。

9 7 士 0
。

4 2

1
。

46 土 0
.

2 2 八

2
。

5 2土 0
。

4 2⋯
2
。
0 0 土0

。
6 3

.

2
。
5 6 土 0

。
7 3二

为10 单位
,

计算每克组织中脂褐质单位数
。

结果D 一半乳糖使小鼠心
、

肝
、

脑脂褐质含量增加
,

同时给以天麻
,

可使心肌脂褐质含量降低
,

但对肝
、

脑脂褐质含量无明显影响
,

见表 4
。

表4 天麻对 O一半乳抽衰老小鼠心
、

肝
、

脑脂揭质含 t 的形晌 (了士 SD )

脂揭质含皿 ‘u / g)
组 别 剂量(m g / k g ) n

J合 肝 脑

正常对照

D
一

半乳糖

D
一

半乳塘 + V it E

D
一

半乳塘 十天麻

D
一

半乳塘 + 天麻

8 0

8 0 + 5 0

8 0 + 8 0 0 0

8 0 + 4 0 0 0

1 0 0
。

1 5 士 0
。

0 9 5

1 0 0
。
1 8 士 0

。

0 2 5 吞

1 0 0
。

1 5 士 0
。
0 0 9 二

1 0 0
。
1 6 士 0

.
0 6 3

.

1 0 0
。
1 6 士 0

。

0 1 9
.

0
。

0 5 3 士 0
。

0 1 2

0
。

0 7 6 士 0
。

0 4 3△

0
。

0 3 4 土 0
。
0 0 8

巾

0
。

0 7 5 士 0
。
0 0 3

0
。
0 72 士 0

。
0 2 4

0
。
2 4 土0

。

0 2 3

0
。

2 5 士 0
。
0 5 3

0
。

2 5 土 O
。

0 2 3

0
。

2 3 士 0
。0 3 7

0
。

2 6 士 0
。

0 3 2

3 小结与讨论

代谢失调学说认为机体代射机能失调将影响衰老进程
。

D 一半乳糖亚急性衰老 模 型 是利

用大剂量D 一半乳糖造成动物糖代射障碍
,

进而影响蛋白质代谢和脂类代谢
,

国内 学 者 证明

这种组织病理变化过程
,

符合自然衰老时出现的症状〔9〕
。

近年来临床观察到每 日口服天麻2
.

59 各 2次
,
11 例患老年性痴呆病人中

,

有 9例患者得到

改善〔3 〕
。

但有关天麻抗衰老药理学观察至今还未见报道
。

我们实验结果表明
,

给小 鼠连续口

服天麻4
、

8 9 / k g后
,

均能改善衰老小鼠学习记忆的认知功能
,

改善小鼠学习记忆的获得障碍
,

即改善衰老小鼠短期记忆
,

这个结果与我们在给老年大鼠口服天麻的实验结果是 完 全 一 致

的
,

因此可 以认为天麻确有改善动物学习记忆的作用
。

实验结果还表明
,
口服天麻4

、

8 9 / k g时
,

有改善D 一半乳糖衰老模型小鼠的生化 指标的

·

5 2 2
’



作用
,

其中尤以改善红细胞中SO D 和皮肤经脯抵酸等最为明显
。

因此
,

天麻的抗衰老作用值

得重视
。

在物质代谢过程中
,

特别是老年躯体产生出过多的氧化副产物超氧负离子 O : 一 。

这

种十分活跃的氧 自由基能引起细咆膜脂质过氧化和D N A 链断裂
,

Bi or k s t e n 交联反应 学说
,

造成细胞衰老和细胞基因突变
,

诱发炎症和肿瘤
。

实验表明
,

天麻能提高 SO D 抗氧化 酶 等 的

活力
,

清除多余的氧自由基
,

保护细胞不受损伤
,

从而延缓衰老
,

延长细胞的生命活力
。

天麻可使心肌脂褐质含量降低
,

但对肝
、

脑等部位的氧 自由基尾产物无明显作用
,

说明

天麻清除氧化尾产物的堆积作用不强
,

其作用机理可能只限于在捕捉氧 自由基的损 害 反 应

中发挥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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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炒肉豆荔炮制工艺的改进

河北省衡水市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 (0 5 30 0 0 ) 许真 卫 郭桂新

肉豆落性味辛温
,

功能为温中行气
、

涩 肠 止

泻
。

1 9 9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收载此药
。

其炮制方法

为面裹后摄炙
。

面裹工序十分复杂
,

给实际操作带来

诸多不便
,

造成用生品入药的现象甚多
。

未经炮制

的肉豆范调配处方
,

惠者服后有头晕
、

头重
、

嗜睡
,

个别患者有心律加快等副作用
。

出现上述副作用
,

是

由于肉豆落内含有毒性物质肉豆葱醚 (江苏新医学

院
.

中药大辞典
.

上册
.

上海
:

上海科技出版社
,

19 85
.

89 4 )
。

肉豆范醚毒性很大
,

在很低量情况下可引起中

毒
,

并有致幻作用
。

皮下注射0
.

12 m l即可 引起广

泛肝脏变性
。

肉豆落中挥发油成分的沸点在 156 ~

15 9 ℃(林启寿
.

中草药成分化学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9 77
.

4 8 9 )服炙肉豆范机理是加温使肉豆盏醚挥发
,

以达减毒消除副作用
。

我们采用沙炒的方法
,

用沮河沙在 锅 底 铺 一

层
,

将肉豆范放人锅内
,

再用河沙覆盖掩埋
。

用文

火加热至河沙千燥
,

锅内不冒潮气开始搅动
,

炒至

肉豆葱变软
,

外皮有泛油现象时
,

将肉豆葱出锅趁

热切片
。

掌握要点
,

用文火加热是因肉豆葱富含挥

发性油脂
,

用武火油脂内挥发性成分迅速升发而使

肉豆葱破裂
。

将湿河沙加温
,

肉豆盏醚随水蒸气升

腾而挥发
,

外皮有泛油现象时
,

毒性成分挥发充分

而又保留其它高沸点挥发成分
。

这样既保持了药效
,

又达到了减毒效果
。

多加辅料河沙
,

防止肉豆葱贴

锅底焦糊
。

炒好后与沙土一起存放便于保温
。

肉豆

范放凉后再切片易碎
,

应趁热切片
。

沙炒肉豆范经

3年来临床应用
,

服药患者无发生过任何不良反应
。

此法在药房中便于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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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tho d fo r t he Oe te rm in a t io n o f R e sld u a l PCN B a n d 白e n z e n心

H e x a c hlo r id e ls o m e r s in G in se n g ( p
a n a % g ‘n se n g ) b y C a p illa r y

C o lu m n G a s C hr o m a t o g ra Phy

Y u a n L a n ,

W a n g Y a li
, e t a l

A m e t h o d fo r t h e d e te c t io n o f r e s id u a l a 口岛o u n t o f P e n ta c h lo r o n itr o b e n z e n e ( PC N B ) a n d

b e n z e n e h e x a c h lo r id e is o m e r s ,
in G in se n g w a s d e v o lo Pe d

.

T h e Pe s tie i d e s in G in s e n g w a s e x t r ·

a e t e d w ith a e e t o n e
一

n
一

h e x a n e ( 1 : 2 )
,
Pu r ifi e d w it h H

:
5 0 : , s e P a r a te d o n o v

一

1 70 一 fle x ib le g la ss

e a p illa r y e o lu m n a n d d e t e r m in e d by e le e tr o n e a p t u r e d e te c to r ( E C D )
.

( o r ig in a l a r ti e le o n Pa g e 5 19 )

B e n e fic ia l E ffe e t o f G a st r o d ia o n So m e A g in g D iso rd e r s

In d u e e d b y D 一G a la e t o se in Mie e

G a o N a n n a n ,

A rn o d e l o f s b a c u te s e n i lity

io n o f 8 0 m g / k g D
一

g a la c t o s e fo r

Sta to

Y u S h u re n ,

L iu R u ih o n g
,

w a s e s ta b li s h e d in m ie e b y

e t a l

s u e e e s si v e re t r o b u lb a r in j
e c t ·

5 0 d a y s .

C o n c o m it a n t o r a l a d m i n i st r a tio n o f 通 g / k g
a n d s

g / k g g a s tr o d ia c a n e ffe c tiv e ly r e c o v e r th e d e c re a se d a b i lity o f t h o p a s si v e a v o i d a n 。e r 。a c t io n

i n th e m o d e l a n im a ls
。

T h o a c t iv it y o f R B C SO D a n d t h o c o n te n t s o f h y d r o x y Pr o lin e in t h e a n im a ls s k in w e r 。

m a r k e d ly in c re a s e d a s w e ll a s th . liPo fu s c in o f m yo c a r d i u m
。

H o w e v e r ,
g a s t r o d i a w a s le s s e f

-

fe e ti v e to lo w . r liPo fo s c in in liv e r a n d b r a in
。

( o r ig in a l a r tic le o n Pa g e 5 2 1 )

In hibit旦ry E ffe c t o f So ya sa Po n in o n V ir u s R e Plic a t io n

a n d !t s U se in C !in ic

L i Jin g bo
,

H u Jis h e n g
,

A o Zh a n y u a n

E x Pe rim e n t d o m o n s t r a t e d th a t to ta l s o y a s a Po n i n ( T S ) Po s s e s e d si g n ifie a n t i n h ibi to r y e ffe
-

c t o n r e Plie a ti o n o f H S V
一
1 a n d C o x B 3 v i r u s e s a n d sh o w e d m a rk e d P r o te e ti v e e ffe c ts o n t h .

in fe c te d c e lls ( P < 0
.

0 5 a n d P ( 0
.

0 一)
。

Pr e li m in a r y s tu d ie s o n t h e m e e h a n is m o f i ts a e t io n sh o -

w e d t h a t T S h a d a d i re c t killin g e ffe c t o n th e v ir u s e s .

A Pr ePa r a t io n o f T S e r e a m w a s t r ie d i n

Pa tie n ts s u ffe ri n g fr o m h e r P . s la b ia li s a n d o ra l u le o r
.

T h e tr e a t m e n t w a s h ig h ly e ffe e ti v e

w it h a c u r e r a t e o f 8 a
.

8% a n d 7 6
.

9 % r e s p e c ti v e ly
.

( O r ig in a l a r tie le o n Pa g e 5 2 4 )

St u die s o n t he IR SPe c t ra o f Lo b e d K u d z u v in e ( P
u e r a r‘a lo b a t a )

a n d X ia o ji( c ir s￡u o s e t o s u。 ) C o lle e te d a t D iffe re n t T im e s

T ia n J in g u o ,

H e X in li a n g
, e t a l

E x tr a c t s o f R a d i% P “e r a r fa a n d H
e r ba C ir s ii

, o b t a in e d b y t h e s a m e i so la t in g Pr o e e d u r e ,

w e re e x a m in e d w ith IR s Pe e t ra
.

R e s u lt s s h o w e d t h a t t h e IR s Pe e t r a o f R a d i劣 P “e ra r ia Io ba ta

a n d H
e r ba C ir s ii

, c o lle c te d a t d iffe re n t t im e s h a d d is tin c t e h a r a e te r i stic s , c o n s ist e n e y

e a t a b ilit y
。

T h e s P o e t r a o f R J J i% P u e r a r i a th o 川5 0 ”若i

A e c o r d in g ly
,

R a d ‘戈 P u e r a r ia a n d H
e r b a C ir s if m a y b e

C tf a
。

a 15 0

w e ll

5 h o w e d c h a r a c te r is tic

a n d r e P
-

e v id e n e e 。

d is tin g
L,
is h e d b y 1】l e a n s

o f IR s p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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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