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珠水解液抗衰老作用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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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婆 珍珠水解液可提高巾老龄大鼠红胞细
,

脑匀浆超氧化物政化酶活性
,

减少血清脂质 过氧化

物的生成
,

降低脑脂褐质的含量
,

并接近于年青大鼠水平
;

能增加绵羊红细胞致 敏 小 鼠血清溶

血素水平
,

提高小鼠耐缺氧能力
,

延长小鼠的游泳时间
,

减少小鼠自发活动次数
。

提 示该品具

有一定的抗衰老作用
。

关键词 珍珠 自由基 溶血素 抗疲劳 抗衰老

珍珠是一味百史悠久的告养补品和珍稀药材
。

本草纲 目记载
,

珍珠
,

咸
,

计
,

寒
,

无毒
,

镇心
,

磨碧噢疾
,

除面黑干
,

止泄
,

疗烦热消渴
,

安魂魄
,

具有滋补抗病
,

健 胃强身之功效
。

珍珠水解液系将珍珠(都 阳朔地区蚌珠
,

珍珠 贝科动物马珍珠贝尸矛
。八。 。。二 te n : “ D u n k er )

粉碎
,

用酸碱处理得珍珠湿蛋白质
, 1 10 ℃水解24 h

,

调p H
,

过滤
,

用蒸馏水调节全量 为 每

毫升含珍珠 lg 的水解液
,

我们对其抗衰老作用进行了研究
。

1 实验材料

珍珠水解液
:

由江西洪城第二制药厂提供
。

动物
:

昆明种小鼠 ; w ist ar 大 鼠12 月龄
, 3月龄均购 自江西省卫生厅实验动物中心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对小鼠常压耐缺氧的影响〔
’〕:

小 鼠30 只
,

体重 17
.

0 士 1
.

79
,

雌雄兼用
,

随机分成 3组
:

¹ 生理盐水对照组 º珍珠水解液高剂量组 ( 5m l/ k g ) »珍珠水解液低剂 量组 ( 3m l/ k g ) 分

别灌胃给药
,

每天 1次
,

连续 3 d于末次给药后 l h ,

将小鼠放于盛有 10 9 钠石灰 的 12 5m l广 口

瓶中
,

密塞
,

记录各鼠在缺氧条件下存活时间
。

结果耐缺氧对间
:
生理盐水对照组为 35

.

60 士

7 . 6 ,

珍珠水解液低剂最组为39
.

50 士 7
.

6 ,

高剂最组为4 5
.

5 5 士 12
.

lm in ,

小鼠存活时间 显著

延长 ( P ( 0 .

0 5 )
。

2 . 2 对小鼠游泳耐力的影响〔2〕: 雄性小鼠30 只 ,

体重 18
.

7 土 1
.

29
,

按2
.

1法随机分 成3组
,

分别灌胃给药
,

每天 1次
,

连续3 d ,

于末次给药后 lh ,

按小鼠体重 的5 % 负 重
,

放于水温

25 ℃
,

水深 25c m 的水中游泳
,

记录小鼠开始游泳至下沉水底的时间
。

结果小鼠游泳 时 间
:

生理盐水对照组为6
.

75 士 5
.

0 ,

珍珠水解液低剂脸组为 11
.

21 士 14
.

0 ,

高剂鱿组为12 .

20 士 6 . 0

m i n ,

小鼠游泳耐力显著增加 ( 尸< 0
.

0 5 )
。

2 .

3 对小鼠自发活动的影响〔”〕:

小 鼠”只
,

{本重2 0
.

9 上 1
.

79
,

雄雄兼用
,

按 2
.

1法 随 机分

成 3组
,

分别灌胃给药
,

每天 1次
,

连续Z d ,

于末次给药后 lh ,

将 小鼠逐 只 放 于 Y SD 涟 型

动物活动计数盒 ( 蚌埠无线电二厂生了
”“

) 内
,

计算小鼠Zm in 内自发活动的次数
。

结果 小 鼠

自发活动次数
: 生理盐水对照组为50

.

0 士 唱
.

9 ,

珍珠水解浪低剂量组为39
.

3 士 15
.

9 ,

抑制率

为 21
.

4 % ,

高剂量组为 30
. 7 士 12

.

0 ,

抑制率为38
.

G % ,

显著减少小 鼠自发 活 动 次数 ( 尸<

0 . 0 1 )
。

2 . 4 对中老龄大鼠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
,

脂质过氧化物的生成和脂褐质含员的影响
: 12月龄

中老年大鼠40 只
,

体重 3 15 士259
,

雌雄兼用
,

随机分成3组
:

¹ 生理盐水对照组 º珍珠水解

率

八d d r e s s I lu S h e n g s h 、 n , Ji a n g x i Pr o v i n e i a l I n s t i t u t e o f M e d i c a l S e i e n e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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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高剂量组 ( 3 m l/ k g ) »珍珠水解液低剂量组 ( 2m l/ k g )
,

另取 3月龄大鼠10 只 ,

雌雄各半
,

体重 180 士 129
,

试验期间正常喂食
,

作为青年大鼠组以与老龄大鼠进行比较
。

以 上前 3组动

物每天分别灌胃给药
,

每天 1次
,

连续23 d ,

于末次给药后24 h ,

摘眼球采血
,

按硫代巴比 妥 酸

法〔4〕测定血清中脂质过氧化物 ( L PO )
,

邻苯三酚法〔5〕测定红细胞内超氧化物歧化酶 ( SO D )

活性
,

处死动物
,

迅速取大脑精密称取 0
.

29
,

按荧光分光光度法〔6 〕测定脑脂褐质含量
,

再取剩

余大脑用生理盐水制成 10 %脑匀浆
,

测定S O D 活性及蛋白含量 〔7〕 ,

结果如表 1 。

表飞 珍珠水解液对中老龄大鼠5 0 0 活性
,

LPO的生成和脂褐质含且的影响 ( 见土 5 0 )

组别
剂 量

( m l/ k g )

S O D i舌性 ( u / m g
.

P r )
血清L PO ( “M / L )

红细胞 脑匀浆

脑脂褐质

( u / g )

生理盐水对照

珍珠高剂量

珍珠低剂量

青年大鼠

2
。

1 5 士 2
。

0

3
.

55 士 2
.

5

3
。

30 士 2
。

2

4
.

35 士 4
.

0 *

2
。

fi g 士1
。

6

4
.

6 3士 1
.

7 中

3
。

36 士 1
。

5

4
。

6 6 士1
。

4 *

412 士140

26 2 士 129 中

336 士 135

2了2 士 12 1.

3 4
。

48 士 2。 6

17
.

48 士 2
。

l 中 .

25
。

6 2 士 1
。

3申 申

19
。

07 士 2
。

3 * .

与生理盐水对 照组 比较
.
尸< 0

.

05
* *
尸< 0

.

01

由表 1可 见老龄大 鼠生理盐水对照组的S O D 活性比青年组大鼠低
, L PO 和脂褐质含 量比

青年组大鼠高
, 2组比较

,

差 异显著 ( 尸<
.

05 )
。

珍珠水解液 3m l/ k g 灌胃能提高脑匀浆S O D

活性
,

降低血清 L PO 的生成
,

同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
,

差异显著 ( 尸< 。
.

05 ) 珍二珠 水 解液

m l/ kg 和Zm l/ k g灌 胃
,

均能降低大脑脂褐质 的含量
,

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
,

差异非常显

3著 ( 尸> 。
.

0 1 ) 与青年大鼠组 的水平相似
。

2
.

5 对绵羊红细胞致敏小鼠血清溶血素的影响
:
小 鼠36 只 ,

体重 1 8
.

0 士2g ,

雌雄兼用
,

随

机分成 3组
:

¹ 生理盐水对照组 º珍珠水解液高剂星组 ( 3
. 6 m l/ k g ) » 珍珠水解液低剂量组

( 2
.

4m l/ k g ) 分别灌 胃给药
,

每天 1次
,

连续

6d
。

其中第 2 天用 10 %
,

绵兰红细胞( S R B C )
。

.

sm l免疫小鼠
,

于末次给药2 4h后眼眶采血

分离血清按文献法〔“〕测定并计算小 鼠 半 数

溶血值 ( H C 。。

) 结果如表 2
。

可 见珍珠水解

液2
.

4 ~ 3
. 6 m l/ k g 灌 胃给药能使小鼠半数溶

血值显著升高 ( 尸< 0
.

0 1 )
。

3 讨论

表2 珍珠水解液对绵羊红细胞致敏小

鼠血清溶血案的影晌 ( x 士5 0 )

剂 量
组 别 n H C S 。

( m l/ k g )

生理盐水对照

珍珠高剂量

珍珠低剂量

::
4

3 6

2 。 4

9 9
。

7 0 士 21
。

1

115
.

6 4 士 18 4中 *

10 6 5 4 士 17
。

5 * .

“ 尸< 0 . 01 (与生理盐水对照组 比较 )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
,

珍珠水解液可提高中老龄大鼠S O D 活性
,

减少L PO 的生成
,

降低

脂褐质的含量
,

与青年大鼠的水平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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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年人体内脂褐质的堆积
,

亦与膜 的过氧化有

关
。

珍珠水解液可 以减少 自由基的损害
,

减少脂质过氧化反应
,

具有一定的抗衰老作用
。

该

品使绵羊红细胞致敏小鼠血清溶血素升高
,

表明能提高机体内的抗体水平
,

增强体液免疫功

能
。

它还能延长小鼠耐缺氧时间
;
提高小鼠游泳耐力和减少小鼠自发活动次数

,

说明具有抗

疲劳
、

镇静作用
,

表明该品可减少全身性耗氧量
,

提高机体对内外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
,

珍珠粉内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
,

蛋 白质和微量元素等
,

珍珠水解液的抗衰老
,

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

提高机体耐力等作用与其所含的多种营养成分有

关
。

珍珠水解液具有良好的扶正固本保健延寿的作用
。

.

2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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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

每年销售与银杏叶有关产品的销售额达 1
.

3亿美元
,

并把银杏 叶视为高丽参以外的又

一大保健资源
,

专门成立银杏树研究所
,

指导农户新栽银杏树2 00 多万株 , 在 美 国这些产品

的年销售额
,

据说可达20 亿美元
,
在法国银杏叶中间体制成的药品年销售额为6 0 0 0万 美元

。

目前除中国外
,

世 界上有 6
、

7个国家正在相继研究
、

生产及其有关产品〔5〕
。

德国S e hw a b e药 厂生产的银杏叶制剂
a
强力梯波宁

”
(T e b o n in fo r t e 。 ) ( I )是 6 0年

代即已行 销甚广的
“
梯波宁

”
(T e b o ni n .

) 的更新换代新制剂
。

I组成 为
: 100 m l滴 剂 含

有银杳叶干浸膏 (50
: 1 ) 4

.

0 9
,

内含银杳黄酮贰9 60 m g及菇内醋 2 40 m g (包括 银 杏内醋及

白果内酷
。

薄膜片每片含银杏千浸膏 (50
: 1 ) 40 m g

,

内 含 银 杏 黄 酮 贰9
.

6 m g 及菇 内醋

2
.

4 m g
。

应用范围
:
用于脑功能障碍

、

智力功能衰退和失眠症及其伴随的症状
,

如眩晕
、

耳

鸣
、

头痛
、

记忆力减退
、

带有恐怖心理的情绪不稳定
。

支持治疗由于颈推综合症引起的听力

损害
,

治疗周围动脉血流障碍伴有肢体血流不畅 (间歇性跋行 )
。

其禁忌症
:
对银杏提取物

有过敏性
。

不良反应
:

服用 I很少见有胃肠病痛
、

头痛或皮肤过敏
。

此外
,

还报道其滴剂和

薄膜片
,

价格为
:
滴剂

: 25
.

8 8马克/ 2 5 m l
、

3 4
.

3 0马克/ s o m l
、 6 2

.

3 0 马克/ lo o m l
、

1 1 3
.

2 1

马克/ Zo o m l
。

薄膜片
: 2 5

.

5 7马克/ 2 0片
、 3 4

.

3 0马 克/ 5 0 片
、

6 2
.

3 0马克 / 1 0 0片
、

1 23
.

2 1马

克/ 2 0 0片
。

薄膜片由银杏叶提取物 E G b 7 61 配 制而 成
。

E G b 7 6 1 40 m g相当于 2g 生药
,

内含

9
.

6 m g黄酮贰
,

约 1
.

2 4 m g g in k g o lid e及约 z
.

ze m g 的b ilo b a lid e c 6〕
。

国内除了早期的
“
冠心酮

”
片和 t’6 9 1 1,, 外

,

近年 银 杏 叶千浸膏已有多家生产单位投

产
,

制剂方面天津药物研究院及山东药物研究所已取得口服液新产品证书并投入生产
。

据 19 9 3年第18 期医药经济报报道
,

银杏树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种植
,

其拥有量占世界

总量 的70 %以上
,

可 以说资源相当丰富
。

国内上海
、

江苏
、

沈阳
、

浙江
、

湖南
、

天津
、

山东

等地近年来做了不少深入的研究开发工作
,

且有原料出口
,

但总的说来
,

我国的药物制剂研

究
、

开发
、

生产水平和国外还有一定的距离
。

为此
,

深入的由粗加工转向精加工来开发银杏

系列的医药保健 品
,

这样在国内外市场上才有很好的使用价值和竞争力
。

要做到这一点
,

必

须从植物学 (栽培
、

品种
、

收获等 )
、

活性成分
、

药理
、

药代动力学
、

提取分离工艺
、

质量

要求及各种剂型等等的研究
,

成为系统性的开发
。

随着对天然药物的研究不断深入
,

先进科研手段 的应用
,

银杳药用价值的开发和利用
,

必将得到应有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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