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剂量时 ,对小鼠溶血素水平有较轻微抑制 ,表明在该

剂量时 ,本品对小鼠的体液免疫有较轻微的影响。

从内折素和内折素 D体内和体外实验来看 ,显

示出较强的抗肿瘤作用 ,而免疫结果又表明 ,对机体

免疫机能没有明显影响 ,而由于内折素和内折素 D

是由内折香茶菜中提取分离而得 ,内折香茶菜资源

丰富 ,表明内折素和内折素 D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

价值 ,可作为一种有前途的抗肿瘤药物值得进一步

深入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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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抗衰老作用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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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红花的抗衰老作用。方法　采用小鼠游泳实验、耐常压缺氧实验和耐寒实验等方法观察了红花

对小鼠抗疲劳、抗缺氧和抗寒能力的影响 ,并采用 TBA显色法观察了红花对中老龄大鼠体内的过氧化脂质生成的

影响。 结果　红花可显著延长小鼠游泳时间 (ts )及在常压缺氧和寒冷条件下的存活时间 (t I ) ,增强小鼠在各种不利

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并明显抑制中老龄大鼠体内过氧化脂质 ( LPO )的生成。 结论　结果表明红花有抗衰老作用。
关键词　红花 ;生存能力 ;过氧化脂质 ;抗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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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ies on antisenility effect of Carthamus t inctor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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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老不仅表现为生命活力的降低 ,而且还伴有

各组织器官退行性变化及许多病理过程的发生。祖

国医学认为 ,气虚血瘀是人体衰老的本质之一 ,从活

血祛瘀着手 ,改善机体微循环 ,消除各脏器的瘀血现

象 ,可有效地防治老年病和延缓衰老。 红花

Carthamus tinctorius L. 为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 ,具

活血通络、改善微循环和抑制血小板聚集等多方面

药理作用
[1 ]
。 《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中记载红花曾被

用作活血化瘀和延年益寿的药茶 [ 2]。金鸣等报道红

花水提液有抗氧化作用 ,可清除羟自由基及抑制脂

质过氧化反应
[3 ]
,另有报道红花有免疫增强作用

[4 ]
,

但尚未见到有关其抗衰老作用的研究报道 ,我们对

此进行了初探。

1　实验材料

1. 1　动物: 昆明种小鼠 ,雄性 , 18～ 22 g,购自河北

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 Wistar大鼠 , 12月龄 ,雄

性 , 280～ 320 g ,购自河北省医科院实验动物中心。

1. 2　药品:红花水煎液 (自制 ) ,每毫升相当于生药

0. 6 g。

2　方法与结果

2. 1　对小鼠耐常压缺氧能力的影响 (常压缺氧实验

法
[5 ]
): 小鼠 30只 ,随机分成 3组: ①生理盐水对照

组 ,②红花水煎液高剂量组 (生药量 12 g /kg ) ,③红

花水煎液低剂量组 (生药量 6 g /kg ) ,每组 10只。分

别 ig给药 ,每天 1次 ,连续 7 d,于末次给药后 1 h,

将小鼠放于盛有 10 g钠石灰的 125 m L广口瓶中 ,

密封。记录各鼠在缺氧条件下的存活时间 ( t I )。结果

给药组小鼠 t I明显延长 ,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

异 (见表 1)。

2. 2　对小鼠耐寒能力的影响 (耐寒实验法 [5 ] ):小鼠

30只 ,按 2. 1法随机分组、给药。于末次给药后 1 h,

将小鼠 (单只入笼 )放入 - ( 5± 1)℃低温冰箱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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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红花对小鼠耐常压缺氧能力的影响 ( x± s)

组　别 剂量 ( g /k g) n tI ( min)

对照 - 10 32. 10± 6. 33

红花 12 10 40. 20± 6. 83*

6 10 36. 80± 6. 09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5

行观察 ,记录每只小鼠自放入冰箱至死亡的时间即

存活时间 tI。结果给药小鼠的 tI明显延长 ,与对照组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见表 2)。
表 2　红花对小鼠耐寒能力的影响 (x± s )

组　别 剂量 ( g /k g) n t I( h)

对照 - 10 2. 50± 0. 23

红花 12 10 2. 98± 0. 40* *

6 10 2. 79± 0. 32*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

2. 3　对小鼠游泳耐力的影响 (小鼠游泳实验法 [5 ] ):

小鼠 30只 ,按 2. 1法分组、给药。于末次给药后 1 h,

将小鼠放入水深 19 cm和水温 ( 29± 1) ℃的水中 ,

使之不停地游泳。 记录每只小鼠自放入水中至沉入

水底死亡的时间即游泳时间 ( tS ) ,以此反映小鼠的

游泳耐力。结果两给药组小鼠的 tS显著延长 ,与对

照组有明显差异 (见表 3)。
表 3　红花对小鼠游泳耐力的影响 (x± s )

组　别 剂量 ( g /k g) n t S (h )

对照 - 10 3. 76± 0. 67

红花 12 10 5. 15± 0. 83* *

6 10 4. 43± 0. 41*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

2. 4　对中老龄大鼠脂质过氧化物 ( LPO)生成的影

响 ( TBA显色法
[1 ] ): 12月龄中老年大鼠 30只 ,随机

分成 3组:①生理盐水对照组 ;②红花水煎液高剂量

组 (生药 8. 5 g /kg ) ;③红花水煎液低剂量组 (生药

4. 5 g /kg ) ,每组 10只。 分别 ig给药 ,每天 1次 ,连

续 20 d,于末次给药后 24 h摘眼球采血 ,按硫代巴

比妥酸 ( TBA)显色法测定血清 LPO含量。 结果给

药组大鼠血清中 LPO含量均低于对照组 ,两者比较

有显著性差异 (见表 4)。
表 4　红花对中老龄大鼠 LPO生成的影响 (x± s)

组　别 生药剂量 ( g /kg) n 血清 LPO(μmol /L)

对照 - 10 377. 6± 71. 07

红花 12 10 280. 3± 57. 09* *

6 10 309. 7± 58. 8*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

3　讨论

本实验结果显示红花水煎液可减少中老龄大鼠

LPO的生成 ,表明红花可抑制体内脂质过氧化反

应 ,这与金鸣等的报道一致。 现代衰老学说认为 ,自

由基及所诱导的脂质过氧化对细胞和机体的损伤与

机体的衰老过程有关。红花不仅能减少 LPO的产生

和积累 ,表现有抗氧化作用 ,而且实验还显示红花能

提高小鼠游泳耐力 ,表现有抗疲劳作用 ;延长小鼠耐

缺氧时间及在寒冷环境下的生存时间 ,表明该药能

增强机体对有害刺激的抵抗力和对内外环境变化的

适应能力 ,并因此提高生命力及生存能力。我们也曾

报道红花有益智作用 ,可改善学习和记忆障碍模型

小鼠的学习与记忆能力
[6 ]
。以上实验结果提示红花

有抗衰老作用。

红花抗衰老作用机制可能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

与其抗氧化作用和减少 LPO生成有关 ;另一方面 ,

其活血化瘀作用可有效地改善微循环 ,使机体内环

境能保持相对稳定 ,增强机体抗病能力和对不利环

境的适应能力 ,减少疾病和延缓衰老。红花作为传统

活血化瘀中药 ,用于治疗血液循环障碍性疾病 (动脉

硬化、脑血栓和冠心病等 )已有数千年历史 ,而抗衰

老作用的研究 ,对开辟红花应用的新领域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 ,对此我们将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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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理学会第九届制药工业药理学术会议”在海南海口市召开
由中国药理学会制药工业专业委员会主办 ,海南三洋德林药业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药理学会第九届制药工业药理学术

会议”于 2000年 12月 16日～ 20日在海南海口市召开。参会代表 130余人 ,《中草药》杂志派员参加。会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药品注册司曹文庄司长作了“药品注册工作的概述”报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中心曹立娅副主任和程鲁榕教授

分别对“改革发展中的药品评审中心”和“新药申报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作了精辟的分析。 大会报告的还有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药品评价中心王淑仙主任 ,中国药科大学刘国卿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徐叔云教授和广东药学院陈一岳教授。 会议共收到
论文 137篇 ,代表们围绕着“制药工业药理研究如何面对加入 W TO的挑战”话题进行了讨论 ,此次会议对制药工业药理研究

的现代化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陈常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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