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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蔑合剂抗衰老的实验研究

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 (l 0 0 0 83) 金宗滚
.

文 镜 李嗣峰
’ ‘

王 家瑞”

摘 要 以 24 月龄 S D 大鼠为对象
,

观察参蔑合剂 (由党参
、

黄蔑
、

何首乌组成 )对动物体重
,

摄食
,

产热量
,

心脏功能及脑单胺氧化酶
一
B (M A O

一

B)
,

红血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 (SO D )活力的影响
。

结果

表明
,

服用参蔑一定时间后
,

脑中 M A O
一
B 活力明显降低

。

红血细胞 SO D 活力显著升高
。

老龄机体

在不增加体重的情况下产热率及耐寒能力明显提高
。

心脏功能得到加强
。

提示参蔑合剂具有较好

的抗衰老作用
。

关键词 党参 黄蔑 何首乌 抗衰老 单胺氧化酶 超氧化物歧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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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呀性

祖国医学对于滋补强壮
,

延年益寿有着

很长的实践史
。

传统中医特别注重长寿
,

很多

方剂 的设计都与增强机体自身免疫
,

提高生

命活力及延长生命过程有关
。

根据传统医学

对衰老的认识及补中益气
,

健脾补肾的原则
,

采用主治气血两虚肢倦乏力的著名方剂代参

膏 中两味主药
:

党参与黄蔑
,

添加具有补肝益

肾作用 的药物何首乌
,

经水煎熬制成参蔑合

剂
,

通过动物 (大 鼠 )实验研究其抗衰老作用
。

1 材料

1
.

1 动物
: 2 4 月龄

,

体重 1 0 0 士 1 2g SD 大鼠
。

1
.

2 参蔑合剂
:

党参 1 2 9
,

黄蔑 巧g
,

何首乌

1 59
,

两次煎熬共得药汁 1 20 m l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动物饲喂方法
:

大鼠分笼单养
,

随机分

为服药组及对照组
,

每组 8 只 (每项指标 )
。

服

药组每 日每只采用 灌 胃法灌服参 茂合剂

lm l
,

对照组灌服同样量的水
。

实验期间两组

动物均饲喂标准基础饲料
。

2
.

2 参茂合剂对老龄大鼠摄食量及体重的

影响
:

实验开始后每 日记录动物摄食量及体

重
,

连续观察 7 0d
。

结果表明
,

服药组动物每

日每只平均摄食量为 25
.

8 士 2
.

69
。

对照组动

物每 日每只平均摄食量为 27
.

。士 2
.

39
。

经 t

检验
,

两组动物每 日摄食量没有显著性差异

(尸 > 0. 05 )
。

而在实验期间两组动物的体重

确出现显著变化
,

见图 1
。

3”犷一一而

时 Ihl r {d )

图 l 参蔑合剂对老龄大鼠体重的影响

1 一

对照组 2 一

服药组

从图 1 可见实验开始时两组动物体重没

有显著差异 、 20 d 后
,

两组动物体重开始出现

差异
,

到实验 第 70 天
,

对 照组平均 体重 为

5 3 0 士 2 59
,

而实验组平均体重 为 4 8 7 士 2 29
。

经 t
检 验 两 组体 重 有 显 著性差 异 ( P <

0
.

0 5 )
。

2
.

3 参蔑合剂对老龄大鼠耐受寒冷能力的

影响
:

于实验第 70 天先测量每只大鼠体温
,

然后将大鼠放入温度为一 1 0
‘

C 的代谢率测定

器中
,

测定器 内气体组成
:

氦 79 %
,

氧 21 %
。

修

A d d r e s s :

Jin Z o n g lia n , C o lle g e o f S e ie n e e s a n d H u m a n it i e s ,

Be iji
n g U n i o n U n iv e r s it y

, B e iji
n g

哥 任

U n i v e r s it y o f A lb e r t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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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氧分析器和二氧化碳检测器分别测定动

物氧耗量及二氧化碳产出量
。

然后计算出实

验第 15 分最高产热值和实验第 1 05 分的总

产热量
〔, 〕 。

实验结束 (1 20 m in )时再次测量动

物体温
,

计算出体温的变化值
,

结果见表 1
。

服药组动物在
一

lo C 环境 中 15 m in 最大产热

量及 1 05 m in 时的总产热量分别 比对照组增

加了 9
.

3 %和 1 0
.

4 %
,

服药组在
一

1 0 ℃ 环境中

12 o m in 时 体 温 比 对 照 组 平 均 少 降 低

2
.

2 7
‘

C
。

表 1 参蔑合剂对老龄大鼠耐 受寒冷 (一

10 C )能力的影响‘士
S )

9 0 m in 里始终保持跳动
。

而对照组的 8 只大

鼠中只有 2 只坚持到 go m in
。

在实验期间
,

服

药 组 大 鼠离 体 灌流 心 脏平 均 生 存 时 间 为

8 8
.

7 5 士 4
.

ZOm in
,

而 对 照 组 仅 为 4 8
.

7 5 士

12
.

4 2 m in
。

两组动物离体灌流心脏的生存时

间有显著性差异 (P < 0
.

05 )
,

见图 3
。

组别 n

对照组 3

服药组 8

1 5m in 最大

产热量 (千 卡 )

1
.

94 士 0
.

0 7

2
.

1 2士 0
.

0 4
怪

10 5 m in 总产 1 2 0 m in 时体

热量 (千 长) 温变化值 ( C )

1 2
.

8 2 士 0
.

5 0 一 6
.

6 7 士 0
.

3 7

1 4
.

1 5士 0
.

3 5
怪

一 4
.

4 0士 0
.

44 二

一u�三/彭�冬侧邵膝体自

倪察 OJ间 r( m 一n )

与对 照组 比较
“

尸< 。
.

05 “ 尸< 0
.

o 1( 下同 )

2
.

4 参茂合剂对老龄大 鼠离体心脏功能的

影响
:

实验第 70 天 用大 鼠离体心脏 灌流装

置
,

采用经 95 %O
: ,

5 % C O
:

混合气体平衡好

的灌流液进行离体心脏灌流
,

每升灌流液中

含 N aC I 6
.

99
,

K C I 0
.

3 5 9
,

M g S O
; ·

7 H
2
( )

0
.

2 9 9
,

K H
ZPO

4 0
.

1 6g
.

N a H C O
3 2

.

19
,

C a C I
:

2 89
,

葡萄糖 2
.

09
。

记录大鼠离体心脏 (每组 8

只 )在 90 m in 内平均持续收缩时间及收缩速

率
,

结果见图 2
。

己翻姐七周令嘴热珍健

吸卜 10 2 0 30 4 0 从 l

说察时间
, (m i心

日1 7 0

图 3 参蔑合剂对老龄大鼠离体灌流心

脏平均收缩速率的影响

1一对照组 2 一

服药组

图 3 反映参茂合剂对大 鼠离体灌流心脏

收缩速率的影响
,

在实验 30 m in 时对照组心

脏收缩速率 已经降低到实验开始的 1 /3
。

以

后再没有升高
。

到实验第 90 分时
,

对照组平

均 心率 只有 20 次 /1 m in
,

而服药组 此 时 为

1 05 次 / m in
。

实验组离体灌流心脏收缩速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
。

2
.

5 参 蔑 合 剂 对 大 鼠 脑 单胺 氧 化 酶
一

B

( M A O
一

B) 比活性的影响
:

实验第 70 天用紫

外 比色法 测定大 鼠脑 M A O
一

B 比活力〔3〕 ,

结

果 见表 2
。

服 用 参 蔑 合剂 7 0d
,

服 药 组 脑

M A O
一

B 的 K m (米 氏常数 )与对照组没有显

著区别
,

但服药组脑 M A O
一

B 的 V
m a 二

(最大反

应速度 ) 比对照组降低 34 %
。

表 2 参蔑合剂对大鼠脑 M A O
一B 的影响‘士

S )

组别 n

图 2 参蔑合剂对老龄大鼠离体灌流心

脏生存情况的影响

1
一

对照组 2 一

服药组

由图 2 可 以看到
,

8 只服药组大 鼠离体

灌 流 心 脏 中 的 6 只
,

在 整 个 实 验 观 察 的

M A O
一
B 的 V o x

( m m o l/ m g
.

p r o
.

h)

M A O
一
B 的 K m

(仁m o l/ m g
.

p r o )

《中草药 》〕9 9 6 年第 27 卷第 2 期

对照组 3 0
.

0 4 4 士 0
.

0 13 0
.

6 2 8士 0
.

1 73

服药组 3 0
.

0 2 9士 0
.

0 0 3
.

0
.

6 1 5士 0
.

1 32 二

2. 6 参蔑合剂对大鼠红血细胞超氧化物歧

化酶 ( SO D )比活力的影响
:

实验第 70 天用邻

苯三酚 自氧化法测定大鼠红血细胞 S O D 比

.

9 1
.



活力
〔‘〕 ,

结果见表 3
。

服用参蔑合剂 70 d
,

服药

组大 鼠红血细胞 S O D 比活力 比对照组提高

了 8 5 %
,

并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

表 3 参蔑合剂对大鼠红血细胞 S O D 比

活力的影响 (x 士 s )

组别 n S O D 比活力 (火 l o 3 u / m g p r o )

对照组

服药组

5
.

4 3 2士 0
.

5 8 2

1 0
.

0 5 6士 1
.

6 4 7
件

1u 一 在 lm l反应液中
,

每分钟抑制邻 苯三酚 自氧化速

率达到 50 %的酶量
, 入一 3 2 5 n m

。

3 讨论

自由基学说是 目前公认的
,

并经得起实

验检验的重要衰老学说
。

自由基产生于细胞

与组 织的代谢反应过程中
,

它们的积累能够

逐渐引起细胞发生不可逆的损坏从而增加机

体病变及死亡的可能性
。

根据这个理论
,

有机

体的生命过程可以通过减少组织中 自由基浓

度而得到延长
。

S O D 是机体唯一能直接清除

代谢过程 中产生的 自由基的酶
,

所以又被称

为机 体 内源性防御酶
,

在 一定 条件 下机体

S O D 活力越高说明清除 自由基的能力越强
,

研究发现机体中 S O D 的活性随着年龄的增

加而逐渐下降
。

因而可将 S O D 活力大小作为

机体抵抗衰老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

单胺氧化酶 (M A O )是一种催化芳香族
,

脂肪族单胺类物质氧化脱梭基的酶
,

在神经

系统 中
,

MA O 在调 节单胺类递质含量方面

起 着重要作用
。

M A O 有 A
,

B 两种类 型
,

研

究表 明
,

MA O
一

B 主要存在于 神经胶质细胞

内
,

中枢神经系统 中的儿茶酚类神经递质在

扩散过程中由于受到胶质细胞内 M A O
一

B 的

催化而发生氧化结果使其含量降低
,

中枢神

经系统中的儿茶酚类递质含量下 降
,

将使脑

神经 的生理功能紊乱
,

大量 的研究发现动物

大脑中 MA O
一

B 的活性随龄增加
。

因此
,

老龄

机体大脑 M A O
一

B 活力增加
,

使儿茶酚类神

经递质含量下降
,

引起脑生理功能紊乱是导

致大 脑衰老 现象 发生 的原 因之一
,

所 以脑

M A O
一

B 活性可 以作 为大脑 老化 的一项指

标
。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进入老年 以后
,

随着

年龄的增加
,

心脏功能逐渐降低
。

心脏功能的

下降又加速 整个机体进 一步衰老
,

甚至发生

病变
。

增强心脏功能对于增强体质
、

延缓衰老

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大量实验证明当动物暴露在寒冷环境中

时
,

与年青动物比较
,

老龄动物的死亡率要高

得多
,

这主要与老龄机体的能量代谢水平下

降有关
。

所以增强老龄机体能量代谢水平
,

加

强机体的产热能力
,

将有利于防止机体的进

一步老化
。

进入老年后
,

体力劳动及运动减少
,

机体

能量代谢速度减慢
,

如果食入多于消耗
,

摄入

机体 中过多的糖类
、

脂肪及蛋 白质就转变为

体脂从而导致肥胖使体重增加
。

许多调查结

果一致表明
,

肥胖的人 比正常人心血管病的

发病率及诱发糖尿病 的机会要高得多
,

所以

对于老年人应尽量减少体重 的增加
。

由参蔑合剂能够降低脑 中 M A O
一

B 活

力
,

提高 S O D 活力
。

提高老龄机体产热率及

对寒冷的耐受能力
,

增加老龄机体 的心脏功

能
,

并可控制老龄机体体重的实验结果
,

可以

看出参蔑合剂具有较好的抗衰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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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酶谱测定对汉防己甲素

抗肝纤维化作用的价值分析

济南军区总医院化验科(2 5 0 0 3 1) 张道杰
帝

彭立义 权启镇” 王要军 ”

摘 要 由CC1
4

诱发的肝纤维化实验大 鼠
,

经汉防 己 甲素(tet ra nd ri ne
,
T et )治疗证明

:
T et 有确实

可靠的抗肝纤维化作用
。

而 T et 抗肝纤维化的作用可通过由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 L T )
、

胆碱醋酶

(C h E )
、

单胺氧化酶(M A O )
、

碱性磷酸酶(A K P)
、

卜谷氨酞转肤酶 (卜G T )组成的肝酶谱的活性变化

规律加 以了解和掌握
,

因肝酶谱的检测 系非介入性检测
,

较介入性的病理肝组织穿刺检测具有简

便
、

准确
、

快速并可进行动态观察等优点
。

关键词 肝酶谱 汉防 己甲素 抗肝纤维化 生化指标

用四氯化碳 (CCI
;
)诱发大 鼠肝纤维化

,

同 时给 予汉 防 己 甲素 (t e t r a n d r in e ,

T e t )治

疗
,

动态观察肝组织病理改变和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 (A L T )
、

胆碱醋酶(C hE )
、

单胺氧化酶

(M A O )
、

碱性磷酸 酶 (A K P )和 卜谷氨酞转

肤酶 (r
一

G T )的活性变化
,

并与对照组进行对

比分析
,

从而探讨 T e t 抗肝纤维化过程中血

清酶学的变化规律
,

为肝纤维化的诊断
,

药物

疗效观察及预后判断提供有价值的生化指

标
。

1 材料

动 物
:

雄性 W is t a r
大 鼠 72 只

,

体重

23 8
.

0 士 3 9
.

0 9
,

购 自山东医科院
。

2 方法

2
.

1 动物处理
:

将 72 只大 鼠随机分为 3 组

每组 24 只
。

T et 治疗组 (A 组 )
:

皮 下注射

5 0 %C C 1
4 一

花生油溶液 1
.

Zm l/ k g 体重
,

2 次 /

周
,

共 1 2 周
,

同时 T e t 3 om g / k g 体重
,

灌胃 3

次 / 周
,

共 1 4 周
;
中毒 对 照组 (B 组 )

:

注射

C CI
;

同 A 组
,

等量生理盐水灌 胃
;正常对照

组 (C 组 )
:

注射等量花生油
,

等量生理盐水灌

胃
。

于实验第 4
、

s
、

1 2
、

1 4 周 (注射 CC 1
4

前 )每

组随机取 6 只大鼠分别空腹抽血后处死
,

进

行血清酶学检测及肝组织病理观察
。

2
.

2 酶谱检测
:

M A O 用伊利康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提供的试剂盒
,

C h E 试剂盒购于广州

越秀东方新科技研究所
,

严格按说 明书进行

操作
。

A L T
、

A K P
、

卜G T 用美国 E n e o r e l 型

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
。

A L T 试剂盒由北京中

生生物工 程高技术公司提供
; A K P 和 r 一G T

试剂盒购自上海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
。

3 结果

3
.

1 3 组酶谱测定
:

结果见表
。

3
.

2 病理观察
:

实验第 4 周 B 组可见肝细

胞浊肿变性
,

小叶中央区脂肪变性明显
,

个别

细胞可见核固缩
、

崩解现象
,

坏死灶周围有少

许炎细胞浸润
,

汇管区胶原增多
。

A 组肝细

胞脂肪变性明显减轻
,

不足 1 /4 小叶
,

无肝细

寄
A d d r e s s :

Z h a n g D a o 一ie
,

Jin a n
M ilit a r y R e g io n ,

G e n e r a l H o s Pit a l
,

Jin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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