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祛风燥湿
”
之功

,

该药的乙醇提取物皮 下注

射
,

能延长动情期 (去势鼠出现动情 )
,

有雄
、

雌激素样作用
〔幻 。

本室报道过
,

该药能促进骨

形成而抑制骨吸收
〔3

, ` 〕 。

使用 T C CM 后
,

预防

组骨密度高于激素组
,

即股骨近
、

中和远段的

B M D 分别增加了 2 5
.

9%
、

3 4
.

4%和 3 0
.

6%
,

与对照组无差异
。

这就进一步提示该药能抑

制破骨细胞的活性
,

使骨吸收减少
,

从而保持

骨密度在原有的水平
,

从而有效地阻止 了激

素所引起的骨量丢失
。

综 上所述
,

G C 能 降低大 鼠的骨 密度
;

T C C M 则能预防 G C 所致的骨矿含量减少
,

从而进一步证实了该药在防治骨质疏松时既

能防止有机成分丢失
,

也能 防止无机成分的

丢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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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叶总黄酮对化学性肝损伤的影响

湖北医科大学临床药学研究室 (武汉 4 3 0 0 6 0) 吴东方
毕

周本宏 罗顺德 蔡鸿生

摘 要 小鼠预先 19 银杏叶总黄酮 ( F G ) 可明显降低四氯化碳和 乙醇所致 SG P T 增高
,

其中

F G 20 o m g k/ g 作用最显著
。

同时 F G 亦可抑制肝脏 M D A 含量的增高
,

减轻乙醇所致肝脏 G s H 的

耗竭
。

而且四氯化碳 19 后再给 F G
,
S G P T 和肝脏 M D A 含量的增高也被减低

,

因此推测 F G 对四氯

化碳及乙醇所致肝损伤有保护作用
,

其机理可能与抗肝脏脂质过氧化作用有关
。

关键词 银杏叶总黄酮 四氯化碳 乙醇肝损伤 脂质过氧化

银 杏 叶总 黄酮 ( F la v o n o id s o f G i n 乏9 0 ib l o b a L
. ,

F G )系从银 杏科银杏属植物 的叶

A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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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取的几种黄酮成分的混合物
。

实验证明

富含黄酮贰的银杏 叶提取物具有扩张血管
、

增 加血流 量
、

改善脑动脉和末梢血流 的作

用 〔 , 〕 。

同时有研究表明 F G 具显著的抗脂质

过氧化作用
〔 2〕 ,

鉴于 四氯化碳 ( C CI
;
) 和乙醇

所致的肝损伤是通过自由基起作用
,

因此
,

研

究了 F G 对 C CI
;

和 乙醇肝损伤的影响
,

并对

其作用机理作了初步探讨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药物与试剂
:

银杏叶购于湖北省药材公

司
,

由本校药学系植化教研室罗顺德副教授

鉴定
。

按文献方法
〔3 ,用乙醇 回流提取 F G

。

F G

为棕黄色粉末
,

主要含银杏叶黄酮和菇类化

合物
,

用前以生理盐水配制
。

还原型谷胧甘肤

(G S H ) 为上海酵母厂 产 品
,

硫代 巴 比妥酸

(T B A ) 为上海试 剂二厂产 品
,

5
,

5 ` 一

二硫代
-

双
一

( 2
一

硝基苯 甲酸 ) ( D T N B ) 为 lF u
ka 产 品

,

C C I
;

用前以芝麻油配制 0
.

1%溶液
。

实验所

用其它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

1
.

2 动物
:

雄性昆明种小鼠
,

体重 18 一 20 9
,

购 于卫生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

实验前先

饲养 Z d
,

按体重均衡法随机分组
。

1
.

3 方法
:

小 鼠断头取血
,

离心分离血清
。

立

即剖腹
,

取 出肝脏
,

按文献
〔` ,
方法制备肝匀

浆
。

按改 良金 氏法
〔 5〕
测定血清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 ( S G P T )活性
,

按 T B A 比色法
〔6 〕测肝脏

脂质过氧化终产物丙二醛 ( M D A ) 含量
,

按

D T N B 显色法
〔7 ,测肝脏 G S H 含量

。

2 结果

么 1 F G 对 CCI
;

致肝损伤的预防作用
:

实验

分 为对照组
,

C CI
;

组和给 药组
。

给药 组给

F G l o o
、

2 0 0
、

4 0 0 m g / k g
,

19
,

1 次 / d
,

共 4 d
,

末次给药后 Z h
,

C CI
;

组和给药组均给 0
.

1%

C C 1
4 0

.

l m L l/ 0 9
,

19
,

对 照组给等容积的芝

麻油
,

禁食
,

24 h 断头处死
,

结果见表 1
。

小鼠

19 .0 1% C CI
;

后
,

S G P T 水平显著增 高
,

为对

照组的 4
.

7 倍
,

肝脏 M D A 含量亦明显增高
,

与对照组 比较
,

p < 0
.

01
。

小 鼠预先 19 F G

后
,

可明显降低 C 1C
4

所致 S G P T 水平增高
,

其 中 F G 剂量 2 00 m g k/ g 降 S G P T 最显著
,

《中草药》 19 9 7 年第 2 5 卷第 6期

尸 < .0 0 1
。

F G 亦可抑制肝脏 M D A 含量的增

高
,

抑制率最高达 49 % (尸 < 0
.

0 1 )
。

表 1 F G 对 c cl
`

肝损伤的预防作用 ` 士
s )

组组别 FG 动物数 S G p T M o AAA

((( m g / k g ) ( n ) ( U ) ( n

mo l / g
·

肝 )))

对对照 9 12 8士 2 7 20 5士 8 444

CCC C 1
4

一 1 0 5 9 8士 2 6 0
. 份

3 1 9士 78
借 份份

CCC C I; + FG 1 0 0 1 0 5 5 7士 2 1 6 24 3士 7222

CCC C I
;
+ F G 2 0 0 9 3 4 4士 1 0 9△△ 1 6 3士 76△ △△

CCC C I
;
+ F ( ; 4 0 0 9 3 7 1士 1 7 6△ 1 9 6士 72△△

与对照组比较
` 任

p < 0
.

01
,

与 C C I
;

组比较△ P < 0
.

05

△△尸 < 0
.

0 1

2
.

2 F G 对乙醇致肝损伤的预防作用
:

实验

分为对照组
,

乙醇组
,

乙醇 + F G 组和 F G 组
。

F G 20 o m g k/ g
,

19
,

给药方法同前
,

末次给药

后 Z h
,

乙醇组及 乙 醇 + F G 组给 40 % 乙 醇

0
.

1 5 m x
才

/ 10 9
,

对照 组及 F G 组给等热量

4 0 %葡萄糖 19
,

禁食
,

4 h 后断头处死
,

结果

见表 2
。

小鼠 19 乙醇后
,

S G P T
,

肝脏 M D A 含

量显著增高
,

而肝脏 G S H 含量则 明显降低
,

与对 照组 比较
,

统计学差异 高度显著 (尸 <

0
.

0 1 )
。

预先给 F G Z o o m g / k g
,

19
,

可明显降低

乙醇所致 S G P T 水平和肝脏 M D A 含量的增

高
,

与 乙 醇 组 比较
,

差 异 高 度 显 著 (尸 <

0
.

01 )
。

同时
,

肝脏 G S H 含量维持于正常水

平
。

表 2 F G 对乙醉肝损伤的预防作用` 士 s )

组组别 动物数 SG PT MD
AAA

((( n m o l / g
·

肝 ) ( ” n lo l / g
·

肝二二

对对照 1 0 1 0 8士 2 8 1 5 1士 3 7 8
.

6士 1
.

000

乙乙醇 1 3 4 8 9士 1 4 2 ` .

28 7士 9 7 ” 5
.

7士 0
.

7 ““
二二醇 + F G 1 0 2 2 5士 9 5△△ 10 3士 5 5△ △ 7

.

9土 0
.

8△△

FFF G 1 0 1 3 3土 6 2 1 6 7士 3 8 8
.

2士 1
.

222

与对照 组 比较
` ’
尸 < 。

.

01
,

与乙醇组 比较△ 尸 < 。
.

05

△ △尸 < 0
.

0 1

2
.

3 F G 对 c 1C
4

致肝损伤的治疗作用
:

实验

分组 同 2
.

1
。

C CI
;

组 和 给 药 组给 0
.

1%

e e l
;
0

.

1 m I
J

/ 1 0 9
,

19
,

对照组给等容积 的芝

麻油
,

l h 后
,

给药组给 F G 2 0 o m g / k g
,

19
,

1 2

h 重复给药 1 次
,

对照组及 CCI
;

组给等容积

生理盐水
,

禁食
,

24 h 断头处死
,

结果见表 3
。

F G 可 明显降低 C 1C
4

致 S G P T 和肝脏 M D A

一

3 4 9
-



含量的增高
,

与 C CI
;

组比较
,

统计学 差异高

度显著 (尸 < 0
.

0 1 )
。

F G 对 C 1C
4

肝损伤的治疗作用` 士 s )

动物数

( n )

S G P T

( U )

3一翅表一组

,

对照 10

一
C C 1

4
1”

一c c l ; + F ( ; 10

与对照组比较

△△尸< 0
.

0 1

3 讨论

1 1 7士 2 2

4 2 0士 1 1 0 衡 冬

2 2 6士 2 9△ △

M D A

( n m o l / g
·

肝 )

1 9 2士 4 4

3 3 8士 9 1任 哥

2 3 1生 6 4△

二 P < 0
.

0 1 ,

与 C C I
;

组比较 △ P < 0
.

0 5

C CI
;

经肝微粒体细胞色 素 P
一

45 0 酶激

活后生成
·

C 1C
3 , ·

CCI
。

可致肝细胞膜磷脂

分子产生脂质过氧化
,

损伤肝细胞膜的结构

和功能
,

致使 S G P T 水平显著增高
〔8 〕 。

乙醇导

致肝损伤
,

其机理之一亦是通过激活 O
:

产

生 自由基
,

导致肝细胞膜脂质过氧化及肝损

伤
。

而体内依赖于 G S H 的抗氧化系统在对抗

乙醇肝损伤中起重要作用
。

G S H 除了能直接

同氧自由基起反应外
,

还可作为谷胧甘肤过

氧化物酶的底物
,

还原体内已生成的氧 自由

基
〔g 〕

、 7 e r e

。

本实验结果显示
,

小 鼠口服 C CI
;

和 乙

醇后
,

S G P T
、

肝脏 M D A 含量显著增高
,

而乙

醇致 G S H 含量 明显 降低
,

此与文献报道 一

致
。

预先给予 F G 可显著降低 C CI
;

和乙醇所

致小 鼠 S G P T 水平及肝脏 M D A 含量的增

高
,

亦可减轻乙醇对 G S H 的耗竭
。

同时
, F G

对 c 1C
4

肝损伤亦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

有文献

报道
,

F G 有显著的抗脂质过氧化作用
,

M D A

含量的高低可反映膜脂质过氧化程度的强

弱
。

因此
,

推测 F G 对肝脏损伤有部分保护作

用
,

其机理可能与减轻谷胧甘肤耗竭
,

抑制肝

脏脂质过氧化作用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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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高校联合培训部

兽医函授及中医函授大专班常年招生

经省教委批准
,

第七期兽医函授大专班及第十二期中医函授大专班继续向全国常年招生
。

使用全国高等

院校统编教材
,

由专家教授辅导
。

详情见招生简章
。

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
,

可免试人学
。

报名费 5元
,

邮至安

徽合肥市五里墩邮政 9一 901 信箱邱瑛收
。

款到寄给招生简章和 入学登记表
。

邮编
:

23 0 0 3 1
,

电话
: ( 0 551 )

5 1 1 2 9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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