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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自然衰老小 鼠为实验对象
,

采用邻苯三酚 自氧化法 测定 S O D 活性
、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

定 C A T 活性
、

愈创木酚法 测定 P O D 活性
、

D T N B 直接 比色 法测定 G S H
一

P x 活性
,

研究了鲤鱼精巢

D N A 对老龄动物体内抗氧化酶活性 的影响
。

结果表 明
,

鲤鱼精巢 D N A 可 明显提高自然 衰老小 鼠

体内抗氧化酶的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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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既是一种常见食用鱼类
,

又是一种

常用滋补中药
,

能利小便
、

去水气
。

据《食物本

草备考 》记载
,

鲤 鱼能
“

消水肿
、

黄疽
、

脚气
” ,

又能
“
安胎

,

治怀孕以后身肿
” 。

雄性鲤鱼在发

情期
,

它的精巢约 占体重的十分之一
,

精巢的

主要成分是核蛋 白
,

由鱼精蛋 白和脱氧 核糖

核酸 ( D N A )组成
。

鲤鱼精巢的药用价值未见

文献报道
,

为了科学合理地利用鲤鱼精 巢
,

我

们进行 了鲤鱼精巢 D N A 的分离提取及其药

理作 用研究
,

发现鲤鱼精 巢 D N A 的毒性极

低
,

为实际无毒级物质川 ; 小 鼠服用鲤鱼精巢

D N A 后
,

对动物体 内自身 D N A 的损伤具有

明显 的保护作用川 ; 鲤 鱼精巢 D N A 对果蝇

和小鼠的生存寿命有显著 的延长作用阁
。

本

文报道鲤鱼精巢 D N A 对 自然衰老小 鼠体内

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

1 实验材料

1
.

1 动物和样 品
:

N IH 小 鼠 由广东省 医学

实验动物 中心提供
。

D N A 由作者从鲤科鲤

(沙户ir n u s (伪户
r i n u s

)
c a

rP 1’o h a e m t OP et ur
s

T e m m i n e k e t s e h l e g e l 的精巢 中提 取得到
,

经鉴 定纯度为 96
.

52 %
,

实验时用燕馏水 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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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所需浓度的受试液
。

1
.

2 试剂
:
V t E i

,

广州星群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
,

批号 9 5 1 2 08
; 邻苯三酚

,

沈阳化学试

剂厂生产
,

批号 9 6 0 5 14 ; 还原型谷胧甘肤
,

购

自 S er va 公司 ; 5
,

5 ` 一

硫代 对硝基 苯 甲酸
,

购

自 iS g m a 公 司 ; 愈创木酚
,

上 海佘 山化 工厂

生产
,

批号 95 0 1 1 7 ; 三经 甲基氨基 甲烷
,

购 自

M er o k 公司
,

其余均为市售分析纯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对超氧化物歧化酶 ( S O D ) 活性的影响
:

选取 12 月龄健 康 N I H 小 鼠 4 0 只
,

雌雄各

半
,

体重 ( 34 士 3) 9
,

随机分成 4 组
,

每组雌雄

各 5 只
。

实验设空白对照组
,

D N A 高
、

低剂量

组 和 V it E 阳性对照组
。

每天分别 19 生理盐

水
,

鲤鱼精巢 D N A 1 2 0
、

6 0 m g / k g
,

V i t E 1 2 0

m g / k g l 次
,

给药体 积为 。
.

25 m L / 10 9 体

重
。

各组小 鼠在相同条件下常规饲养
。

连续

给药 45 d 后
,

自小 鼠眼眶取血
,

提取 S O D 测

其活性
,

S O D 活性测定采用邻苯三酚 自氧化

法川
。

同时选 2 月龄健康 N I H 小鼠雌雄各 5

只
,

同样取血提取 S O D 测活性
,

作青 年小 鼠

对照组
,

结果见表 1
。

衰 1 鲤鱼精撰 D N A 对 S O D 活性的影响

(牙士 s , 称~ 1 0 )

加人到 1
.

0 m L 蒸馏水中
,

制成同样浓度的溶

血液
,

作青年小鼠对照组
。

C A T 活性测定采用

紫外分光光度法 5[]
。

测试条件
:

温度 25 ℃
,

测

试时间 4 0 0 5 ,

间隔 8 5 测 1 次
。

以时间为横坐

标
、

吸光度值 A 23 0n m为纵坐标作图
,

得到 C A T

分解 H
Z
O

:

的速率曲线
,

结果见图 1
。

鹅牙公.鼠伙咤

时间 t ( : )

组别
荆量

(m g / k g )

S O D 活性

( U / m L )

提高率

(写 )

青年小鼠空白对照 一 12 4
.

5士 4
.

9 ` “ .

一

老年小鼠空白对照 一 74
.

7士 5
.

6 一

老年鼠 DN A 高剂量 12 0 1 03
.

4士 5
.

3
.

” 3 8
.

4

老年鼠 DN A 低剂 t 60 9 9
.

3士 6
.

1
. 份 `

3 2
.

9

老年 ,J’ 鼠 V i t E 12 0 9 1
.

5士 5
.

3
’ ` 份

22
.

5

与老年小鼠空白对照组比较
: “

” 尸 < 0
.

00 1

由表 1可见
,

老龄小 鼠红细胞中 S O D 活

性 比青年小 鼠明显降低
,

其活力只有青 年小

鼠的 6 0 % ; 老龄小 鼠服用鲤鱼精巢 D N A 或

iV t E 后
,

其 S O D 活力明显提高
。

2
.

2 对过氧化氢酶 ( C A T ) 活性的影响
:

动物

分组及给药方法 同实验 2
.

1
。

连续给药 3 O d

后
,

每鼠眼眶取血 10 拌L
,

加人到 1
.

0 m L 蒸馏

水中
,

制成全血 溶血液 ; 同时选 2 月 龄健康

N I H 小 鼠雌雄各 5 只
,

每 鼠眼眶取血 10 拌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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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

老年小 鼠空白对 照 ;
-B ig V i t E 1 20 m g /k g 的

老年小 鼠 ; C
一

19 鲤鱼精巢 D N A 60 m g / k g 的老年

小 鼠 ; D
一

19 鲤 鱼精巢 D N A 1 2 0 m g / k g 的老年小

鼠 E
一

青年小 鼠空白对照

图 1 鲤鱼精集 D N A 对 C A T 活性的影响

由图 1 可见
,

青年 鼠的 C A T 分解 H
2
0

2

的速度 最快
,

老年 空 白对照 鼠的 C A T 分解

H
Z
O

:

的速度最 慢 ; 老龄小 鼠服用鲤 鱼精巢

D N A 或 V it E 30 d 后
,

其 C A T 活性明显提

高
,

但仍 然 不及 青年 鼠
; 鲤 鲤精 巢 D N A 对

C A T 活性的提高作用强于 V it E
。

2
.

3 对过氧化 物酶 ( P O D ) 活性的影 响
:

动

物分组及给药方法同实验 2
.

1
。

连续给药 60

d 后
,

急性处死小 鼠
,

每 鼠取肝 2 0 0 m g
,

加 5

m L 预冷 的 5写氯化钙于玻璃匀浆器中制成

匀浆
,

于 4 ℃以 1 1 9 9 4 X g 离心 2 0 m i n
,

上清

液 即为 P O D 酶 液 ; 同时选 2 月龄健康 N IH

小 鼠雌雄各 5 只作青年小 鼠对照组
,

同样处

理
,

制备 P O D 酶液
。

P O D 活性测定采用愈创

木酚法闭
,

结果见表 2
。

由表 2 可见
,

老龄小 鼠肝中 P O D 活性 比

青 年小 鼠明显降低
,

其活力只有青年小 鼠的

65
.

8 % ; 老龄小 鼠服用鲤鱼精巢 D N A 或 V it

E 后
,

其 P O D 活力 明显提高
。

2
.

4 对谷 胧甘肤过 氧化 物酶 ( G S H
一

P x ) 活

性的影响
:

动物分组及给药方法 同实验 2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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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给药 60 d 后
,

每 鼠眼眶取血 10 拌L
,

用双

蒸水稀释至 1
.

0 m L ; 同时选 2 月 龄健康 N I H

小 鼠雌雄各 5 只作青年小 鼠对照组
,

每 鼠眼

眶取 血 10 拌L
,

用 双蒸 水 稀释 至 1
.

0 m L
。

G S H
一

P x 活 性 测 定 采 用 D T N S 直 接 比 色

法 [5
· `〕 ,

结果见表 3
。

表 2 鲤鱼精巢 D N A 对 P O D 活性的影响

(牙士 s , 碑 = 1 0 )

组别
剂量 PO D 活性 提高率

(m g / k g ) ( U / m L ) ( % )

一 4 13
.

1士 25 6
祷 份 食

一

12060120

青年小鼠空白对照

老年小鼠空白对照

老年鼠 D N A 高剂量

老年鼠 D N A 低剂量

老年小鼠 V i t E

27 1
.

7士 20
.

5 一

36 1
.

1士 22 7 “ 衬 签 32

34 8 6士 2 1
.

2
“ 苍 长

2 8

35 5
.

2士 23
.

4 怪 . 衬

3 0

与老年小鼠空白对照组 比较
:

”
`
尸< 。

.

00 1

表 3 鲤鱼精集 D N A 对 G S H
一

P x 活性的影响

(牙士 s , n = 10 )

组别
剂量

(m g / k g )

G S H
一

P x 活性

( U / m L )

提高率

( % )

青年小鼠空白对照 一 28
.

3士 2
.

1
“

“ 一

老年小鼠空白对照 一 16
.

3士 1
.

8 一

老年鼠 D N A 高剂量 12 0 2 2
.

9士 1
.

9
“

” 4 0
.

5

老年鼠【)N A 低剂量 6 0 2 1
.

4土 1
.

8
仕 ` “ 3 1

.

3

老年小鼠 V i t E 12 0 2 2
.

7士 2
.

2
“

“ 3 9
.

3

与老年小鼠空自对照组比较
: ` ’ `

P < 0
.

001

由表 3 可见
,

老龄小 鼠血 中 G S H
一 P x 活

性 比青年小 鼠明显降低
,

其活力只有青年小

鼠的 5 7
.

6 %
,

老龄小 鼠服 用鲤 鱼精巢 D N A

或 V it E 后
,

其 G S H
一

P x 活力明显提高
。

3 讨论

S O D
、

C A T
、

P O D
、

G S H
一

P x 是动 物机体

内的抗氧化酶
,

其作用是清除 自由基
,

防止 自

由基对细胞结构的损伤
,

它们的活性 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下降
,

因此是老化负相关酶
,

测定

它们的活性可 以反映动物的衰老状况
。

随着

年龄的增长
,

抗氧化酶清除活性氧 自由基的

能力逐渐下降
,

从而引起活性氧 自由基及脂

质过氧化产物 日益增多
,

最终导致机体衰老

和老年性疾病的发生尸〕
。

抗氧化酶的增龄性

失活可能是由于编码抗氧化酶的基因及抗氧

化酶本身受到 自由基损伤所致 s[,
g〕 ,

老龄动物

机体 内由于抗氧化酶活力不足
,

细胞生命活

动 过程 中产生的 自由基不能得到有效 的清

除
,

自由基不断损伤细胞的结构
,

损伤的不断

积累最终导致细胞衰亡和动物机体的衰老
。

老 龄小 鼠服 用鲤鱼精 巢 D N A 一 段时期 以

后
,

其体 内的 S O D
、

C A T
、

P O D
、

G S H
一

P x 活

性均显著提高
,

因而其衰老的速度得到一定

程度的遏制
。

鲤鱼精巢 D N A 提高老龄小鼠

体 内抗氧化酶的活性的机制
,

可能是它能直

接清除 自由基
,

减少 自由基对抗氧化酶的损

伤
,

也可能是增加了抗氧化酶的表达
,

其具体

作用机制正在研究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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