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草药对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影响的研究进展

淄博市药品检验所 ( 525 0 4 0) 孙 忠亲 .

摘要 综述了中草药有效成分— 皂贰类
、

多搪类
、

生物碱类等
;

单味药
;

成方制剂对 SO D活性

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中草药能通过提高机体内源性 SO D的活性
,

清除 O 百对机体的损伤
,

可能是

中草药坑帅瘤
、

抗幅射和延缓衰老的重要生化 机制之一
。

近年来 中草药对 SO D 活性调节研究表明
:

中草药能通过提高机体内源性 SO D 活 性
,

清

除 O畜对机体的损伤
,

减少脂质过氧化物 ( L P O ) 和丙 二醛 ( M D A ) 的产生
,

防 止 脂褐 素

( L F ) 的形成
,

可能是中草药抗肿瘤
、

杭辐射和延缓衰老的重要生化机制之一
,

为 中医药

的研究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

今从中草药有效成分
、

单味药及成方制剂 3个方面综述中草药

对 S O D 活性影响的研究进展
。

1 中草药有效成分对 5 0 0活性的影响

1
.

1 皂贰类
:
人参总皂贰能使大鼠烟雾吸入性肺损伤和肺内 SO D 活 性 下 降恢 复 正 常 水

平〔 1〕
。

静注人参总皂贰 1 00 m g / k g能显著抑制阻断双侧椎动脉及颈总动脉的大鼠脑 缺 血 / 再

灌注损伤所致的脑内 SO D 活性下降 〔幻
。

人参皂戒 R 、 + R
。

能保护在体大 鼠异丙肾上腺素 所 致

心肌缺血和梗塞模型心肌内 SO D 活性望
。

人参茎叶皂贰能显著提高小鼠红细胞中 SO D 的 含

量〔 4〕
。

绞股蓝总皂贰能提高小鼠肝
、

脑组织中 SO D 的活性
,

降低小鼠血浆
、

肝和脑组织中 L P O

的含量 〔 5〕
。

短毛五加总皂贰能明显保护在体及离体大鼠心肌缺血 /再灌注模型心肌 中 SO D 的

活性〔6〕
。

辽东惚木总皂贰能保护异丙肾上腺素诱发心肌缺血损伤和结扎冠脉所致大鼠心肌梗

塞心肌内 s o n 的活性 c 7 〕
。

1
.

2 多糖类
:
波叶大黄多糖 ( 100 和 2 00 m g / k g ) 可增加 12 月龄小鼠红细胞和脑组织 中 S O D

的活力
,

降低肝组织中 L P O 和心肌中 L F 的含量〔 8〕
。

猴头菌丝多糖和子实体多糖能增加小 鼠

脑和肝脏组织中 S O D 的比活力〔幻
。

黑木耳多糖和银耳多糖腹腔注射 1 00 m g / k g 能 使 小 鼠 脑

和肝脏中 s o D 活力分别增加 3 7
.

5 9 %
、

4 7
.

19%和 4 0
.

17%
、

5 1
.

4 1% 〔 , o 〕。

1
.

3 黄酮类
:

丹参酮能升高盐酸异丙肾上腺素所致兔心肌梗塞心肌中 SO D的活性 〔 1 1〕
。

棚

皮素具有明显保护用在体W i s t e r
大鼠心肌缺血 /再灌注模型心肌中 SO D活性 的作用〔 1 2〕

。

1
.

4 生物碱类
:

钳夹蒙古沙上鼠双侧颈总动脉造成脑缺血 30 m i n ,

再灌注 Zm in 可 降 低 脑

组织中 SO D 含量
,

缺血前 30 m in 腹咬注射水飞蓟宾 100
、

2 00 或 4 00 m g / k g均能升 高被 损 伤

脑组织中 SO D 的含量〔 ` 3〕
。

腹腔注射粉防己碱 20
、

40
、

100 m g / k g
,

均可升高大鼠嗜中性 白

细胞内 SO D 活性
,

减少 O盲生成〔“ 〕 。

2 单味药对 5 0 0活性的影响

2
.

1 升高血液中 SO D 活性
:

实验表明
,

何首乌 ( 2
.

0一 4
.

0 9 / k g ) 可明显增强青年 和 老 年

小 鼠脑和肝 SO D 活性
,

但对老年小鼠 S o D 增强作用较青年 小鼠更 为 明 显
。

2
.

。~ 4
.

0 9 / k g

亦能明显降低老年小鼠脑和肝组织中M D A 的含量〔 1“ 〕
。

祁州漏芦乙醇提取物 3 09 / k g 和水提物 3 0
、

1 5 9 / k g 均能显著增强小鼠 血 浆 中 的 SO D 活

性〔16 〕
。

腹咬注射氢化可的松所致小鼠
“ 阳虚

”
模型

,

其血清总 SO D 活性和 C u
、

Z n
一 SO D

.
A d d r e s s * S u n Z h o n g q i n

,
Zh a i b o M u n i e i P a l I n s t i t u t e f o r D r u g C o n t r o l

,
Z h a i 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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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比正常小鼠均显著降低
。

蛇床子醇提取物灌胃 0
.

sm l / d
,

第 16 天后
,

能显著增高
“ 阳

虚
”
模型小鼠血清中总 SO D和 C u

、

Z n一 SO D的活性〔 17〕。

肉从蓉可使小鼠红细胞内 SO D活

性明显增汪〔 1 8〕
。

2
.

2 提高肝脏中 SO D活性
: 口服女贞子可使高龄期小鼠肝脏组织中 SO D活性提高 59 %

,

而

维生素 C可提高48 %
,

能明显降低高龄鼠脑肝中M D A含量〔 19 〕。

20 % ( w / w )黄精煎 液 能

明显提高小鼠肝脏中 SO D活性
,

能明显降低心肌 L F的含量〔2。〕
。

20 %刺玫果浓汁能提 高 小

鼠肝脏中 SO D活性
,

抑制小鼠肝脏 L P O 和心肌 L F的形成 〔2 1〕
。

2
.

3 提高脑内 S O D 活性
: l %纹股蓝溶液能显著升高家蝇脑内 SO D活性

,

M D A含 量 显著

降低〔 2“ 〕
。

三七能显著提高大鼠脑组织中 SO D活性
,

同时血液中 SO D活性亦呈增高趋势
,

脑

和血液中L P O 含量显著减少〔2 3〕。

2
.

4 提高心肌内 SO D活性
:
丹参注射液能增高家兔心肌缺血 /再灌注损伤心肌内 S O D 的活

性
,

降低缺血局部心肌 L P O 含量 〔24 〕
。

括楼能提高家兔急性心肌缺血 /再灌注损伤心肌内 S O D

的活性
,

减轻缺血 /再灌注区心肌M D A 的升高反应 〔2“ 〕
。

灯盏花注射液能提高纯缺氧灌注心

肌内 SO D活性
,

降低心肌中M D A 的含量〔 2 “ 〕
。

3 成方制剂对 5 0 0活性的影 响

3 ” 升高红细胞内 SO D 活性
: 用不 同剂量的西洋参五加 口服液给予大鼠灌胃

,

45 d后测 定

红细胞内S O D 活力
,

结果均较给药前有明显提高 ( 尸 < 。
.

0 1 )
,

和对照组比较
,

小剂量药物

组 SO D活力提高 23 % , 中剂量药物组提高 31 % ; 大剂量药物组提高 42 % 〔 2 7〕 。

以 1 00 % 五 味

子
、

党参黄茂复方液 o
.

s m l/ 只常水灌胃2 0 d后
,

小鼠红细胞内 SO D活力为 4 20 士 4
.

5 3 u / m l
,

对照组则为 3 3 0士 3
.

85 u / m l
,

统计分析两者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 尸 < 0
.

0 1 )
,

给药组较对照

组 SO D 活力升 高 27 纬〔28 〕 。

珍 珠
“
康乐寿

” 口服液能显著提高小鼠红细胞 SO D活 性
,

且

降低了血清中 L P O的含量〔 29 〕
。

抗老防衰 口服液能提高小鼠红细胞中 SO D活力
,

降 低 肝 中

L P O和心肌细胞中 L F的含量 〔3。〕
。

3
.

2 升高血液中 S O D 活性
:
补肾斑龙丸能显著提高由氢化可的松所致

“
肾阳虚

”
小鼠血浆

中 S O D的含量 〔31 〕
。

!日脾汤灌胃 15
.

09
、
3 0

.

0 9 (主药 ) / k g均能显著提高小鼠血浆 中 SO D的活

注〔32
, ” ” 〕。

仕玲刘由海花鹿征
、

花份租某些微量元素组成
。

董崇田等报道
,

按原 药 液 Zm l/

k g 给予大鼠口服
, 1。周后测定血浆 SO D

,

发现壮龄剂能明 显 提 高血 浆 S O D 活 性 ( 尸 <

0
·

0 5 ) c 3 4〕。

降脂延衰流浸膏能显著提高雄性大鼠血清中 SO D活性 〔 3 5〕
。

3
.

3 提高脑
、

肝
、

心组织中 S O D 活性
:
纹股蓝与黄精

、

首乌等组成的复方在 1%浓度使 家

蝇脑内 SO D 活性显著升高
、

M D A含量显著降低 〔“ 〕
。

青春宝能提高小鼠肝
、

脑组织中 S O D 的活性
,

降低小鼠血浆
、

肝
、

脑中 L P O 含量〔2 2〕
。

六味地黄煎剂灌胃5 9 / k g
,

每天 1次
,

连服 3d能明显对抗大鼠由于左冠脉结扎引起 的心

肌中 SO D活性的降低和 M D A含量的增加〔 36 〕
。

自由基损伤机体脑
、

肝
、

心等组织细胞是 叽体产生某些疾病和衰老等的重要原因
,
特别

是 O了寸几本为员矢危勺严宜
,

清余自由售 才沉体的损伤是 目前认为治疗某些疾病和杭 衰 老

的重要途径
,

S O D 则是 O畜的有效青涂刘
。

以上研究表明
,

许多中草药能通过提高机体 内 的

s O D 活性
,

有效地清除O夏
,

减轻O夏对机体的损伤
,

可能是其治疗某些疾病和杭衰老等的屯

要生化机理
,

对 中医药理论的研究将产生重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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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购 《 中国药学年鉴 》 ( 193石卷 )
《 中国药学年鉴 》 是一部逐平连续出反的历史性

、

资料性和佘合性的药学工具书
。

它全面概括地反映了我国药学事

业的基本清况
、

主要成就和发展 概貌
,

是我国药学工作者辛勤劳动的客观记录
。

1 9 9 3卷分设十大栏目
: (1 : 药学研充 : 反映我国药学领域内各个学科的进展

、

药学科研和情报机构简介
,

药 学 科 研

获奖成果
, (2 )药学教育

: 反映我国药学教育的现伏和特点
,

药学院佼系简介等 , ( 3) 药物生产与流通
:

反映药物 生产和

流 通的现状
、

有关统计资料以及主要药厂的简介
, ( 4) 药政管理

:

包括我国现行的药政法规条例
、

规定和有关 药 政 管 理

工作情况及 1 9 8 6~ 1 9 91 年国家批准生产或试生产的新药等 , ( 5) 医院药学工作
.
反应我国医院药学工作的现伏

,

包括 概

述
、

管理
、

制剂
、

调剂
、

中药和临床药学研究等工作 , ( 6) 药学书刊
:
反映我国公开出版发行的药学图书

、

参 考 书 和 教

材出版发行情况
,
(7 ) 药学人物

:

介沼况国药学界的重要人物
l ( 8) 学会及学术活动 , ( 9) 记事 , ` 1。 )附录

:
包括台 湾 省

药事活动及 1一 10 卷的机构介绍索引
、

人物简介索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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