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士 n
.

9
,

蓝按 1
.

鲍 k/ g 组 21
.

1士 14
.

2
,

与对

照组 比较 (尸 < 0
.

0 1 )
,

消炎痛组 24
.

6士 1 5
.

1
,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

01 )
。

蓝按和消炎痛均

可明显抑制醋酸所致小鼠躯体疼痛
。

表 5 对小显热板法致痛作用的影响 ` 士 S )

组别
动物数

(只 )

剂 量

( g / k g )

生理盐水

蓝按

蓝按

消炎痛

2
.

0

l
。

0

给药后 h( )痛闭提高值

1 1
.

5 2 2
.

5

2
.

1士 3
.

1 2
.

4士 3
.

8 3
.

0士 2
.

7 2
.

0士 4 1

1 4
.

0士 6
.

0 关 关 2 0
.

1士 1 1
.

2 关 关 1 7
.

3士 8
.

9 关 关 1 1
.

2士 9
.

9 井

1 0
.

2士 8 8 苦 14
.

1士 1 0
.

2 关 关 1 5
.

2士 9
.

9 关 关 1 1
.

0士 8
.

9 赞

1 5
.

1士 7
.

2 关 18
.

2士 1 4
.

9 爷 1 5
.

5士 12
.

3 关 关 1 3
.

7士 8
.

8
苦 关

3 讨论

本研究证明蓝按抑制二甲苯所致 的小鼠

耳廓肿胀及醋酸所致的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

透性增加
,

说明其对炎症早期的血管通透性

亢进
,

渗出和水肿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
; 蓝按可

抑制 棉球诱发的小 鼠肉芽组织增生
,

说 明对

炎症后期的结缔组织增生有抑制作用
; 蓝按

对角叉菜胶引起的大鼠足肿胀有明显的预防

和止痛作用
,

提示它对 P G 合成
、

释放或其致

炎作用有抑制作用
。

此外
,

蓝按对醋酸引起的

内脏躯体疼痛和热板法致痛均有镇痛作用
。

此研究为民间用蓝按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及其

它炎症提供了理论基础
。

但关于蓝按镇痛作

用的机理有待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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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蚁粉防衰老作用初探

广西区卫生防疫站 (南宁 5 3 0 0 2 1) 黄超培
.

杨玉 英 梁 坚 李裕生 何启 君 罗少英

摘 要 用小鼠亚急性衰老模型
,

初步探讨了大黑 蚁粉对动物机体一些衰老性指标的影响
,

结果

表 明
,

给小鼠注射 D
一

半乳糖 30 d
,

同时灌服 l
、

5 9 / k g 的大 黑蚁 粉
,

能保护 小鼠的肝和脑组织的超氧

化物歧化酶
,

降低脂质过氧化反应
,

能有效地防止 D
一

半乳糖诱发的 一些衰老性指标的改变
。

关键词 大黑蚁粉 防衰老

大黑蚁粉 含有丰富的蛋 白质和微量元 素
。

有文献记载长期吃大黑蚁可使身体强壮
,

,
A d d r e s s :

H
t一a n g C h

a o p e i
,

G 、 一a g x i A n t ie p , d o m i e S t a r io n ,

N a n n 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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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延长川
,

但尚缺乏实验依据
。

我们用小鼠 织脂褐素含量 (S ho
a l 等氏法改进川 )

、

脂质过

亚急性衰老模型
,

对大黑蚁粉影响机体的衰 氧化物含量 ( T B A 比色法川 )
、

及超氧化物歧

老过程的作用进行初步探讨
。

化酶活性 (邻苯三酚 自氧化法图 )
。

1 材料与方法 2 结果

野生拟黑多刺蚁拐U名
:

大黑蚁 ) 由广西 2
,

1 对胸腺重量的影啊
:

正常对照组的胸腺

蒲北县酒厂提供
,

经烘干
,

粉碎
,

然后过筛 (8 o 系数 (脏体 比 ) 为 2
.

5士 0
.

s m g / g 体重
,

衰老

目 )备用
。

D 一

半乳糖为上海试剂厂生产的生 模型组 为 1
.

9 士 0
.

4m g / g 体重
,

低于对照组
,

化试剂
。

昆明种小鼠
,

雄性
,

体重 22 士 3 9
,

由 尸 < 0
.

05
,

表明 D
一

半乳糖有致胸腺萎缩的作

广西区卫生防疫站动物室提供
。

用
。

两个蚁粉组 (分别为 2
.

4士 0
.

6
、

2
.

5士 .0

实验设 4 个组
,

每组 10 只小鼠
。

其中 3 4m g / g 体重 )与对 照组羌显著性差异
,

表明

个实验组
,

每日球后注射 80 m g / k g D
一

半乳糖 大黑蚁粉能防止 D
一

半乳糖致胸腺萎缩的作

水溶液图
,

并分别灌 胃给 予蒸馏 水 0
.

4 m l/ 用
。

2 g0
.

d( 衰老模 型组 )
、

蚁粉 混悬液 19 k/ 9
.

d 2
.

2 对肝
、

脑脂褐素及皮肤经脯氨酸含量的

( 蚁粉 I 组 ) 和 59 k/ g
.

d (蚁 粉 l 组 )
,

连 续 影响
:

从表 1 可看出
,

D
一

半乳糖可使小 鼠的

3 d0
。

余下一组为正常对照
,

每天灌胃蒸馏水 肝
、

脑脂褐素含量增高
,

而使皮肤轻脯氨酸含

0
.

4 m l / 2 09 体重
。

量降低 (衰老模型组 )
,

蚁粉能防止 D
一

半乳糖

观察指标
: a )胸腺重量

。

b) 皮肤经脯氨酸 的这两种作用
。

含量 ( B l a e k e t t
等氏法改进 红3〕 )

。 c ) 肝和脑组

表 1 大黑蚁粉对亚急性衰老小鼠的肝
、

脑脂褐素和皮肤经脯氨酸含量的影响 x( 士
s
)

组 别 肝组织脂褐素 ( u / g 组织 ) 脑组织脂褐素 ( u
/ g 组织 ) 皮肤羚脯氨酸 ( m g / g 组织 )

正常对照 6 0
.

0士 7
.

8 4 8
.

3士 6
.

9 7
.

2士 0
.

7

衰老模型 7 0
.

9士 6
.

8 `
5 8

.

0士 6
.

0 ,
6

.

2士 0
.

7
`

蚁粉 1 6 5
.

2土 8
.

9 4 7
.

7士 9
.

9 7
.

2士 0
.

4

蚁粉 1 6 3
.

6士 1 4
.

1 4 9
.

1士 7
.

7 7
.

5士 0
.

6

与正常对照 比较 (t 检验 )
,

有显著差异
, p < 。

.

O 5( 下同 )

2
.

3 对肝
、

脑脂质过氧化物含量和超氧化物 组 )
。

大黑蚁粉能防止 D
一

半乳糖这两种作用
。

歧化酶活性的影响
:

从表 2 可看 出
,

D
一

半乳 此外
,

大剂量的大黑蚁粉 ( 59 / k g 体重 )对超

糖可使小鼠肝
、

脑脂质过氧化物含量增高
,

而 氧化物歧化酶似有激活作用
。

使 其超 氧化 物歧化酶活性降低 (衰 老模型

表 2 大黑蚁粉对亚急性衰老小鼠的肝
、

脑脂质过氧化物含 l 和超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影响` 土 S )

组 别
肝脂质过氧化物

( n m o lM D A / g 组织 )

脑脂质过氧化物

( n m o lM D A / g 组织 )

正常 对照

衰老模 型

蚁粉 工

蚁粉 三

1 7 8
.

4士 9 4

1 9 7
.

9士 1 1
.

1 关

18 1
.

2士 8
.

6

17 9
.

2士 1 1
.

2

58 1 1士 4 0
.

5

6 9 3
.

2士 5 4
.

6
荟

5 9 3
.

9士 4 1
.

3

5 8 5
.

6士 5 8
.

0

肝超氧化物歧化酶

( u
/ g 组织 )

1 0 3 3
.

2士 1 20 2

8 6 5
.

3士 1 5 9
.

6
关 关

1 0 2 1
.

7士 2 4 5
.

9

1 12 5 2士 3 3 0
.

1

脑超氧化物歧化酶

( u
/ g 组织 )

30 6
.

8土 7 8
.

6

2 1 3
.

6士 8 9
.

8
关 关

3 0 6
.

8士 5 1
.

0

3 3 9
.

0士 4 8
.

5

3 讨论

家兔
、

豚 鼠
、

大小鼠等动物在经眼球后注

射 D
一

半乳糖一个月左右
,

由于体 内糖代谢发

生紊乱
,

将出现 一系列 的衰 老性变化比
3

·

6 〕
。

本实验的结果与文献报告相符
,

表现为小鼠

的胸腺萎缩
、

肝和脑组织脂褐素含量升高
、

皮

肤轻脯氨酸含量降低等衰老性改变
。

胸腺萎

缩将导致机体免疫功能的衰退
。

脂褐素在细

胞内的含量与年龄 密切有关
,

是衰老的生物

标志之一 l[]
,

皮肤轻脯氨酸下降与自由基引

起 的胶 原 交联 和 脯氨 酞 化酶 活力 下 降有

关川
。

此外
,

肝和脑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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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
,

而脂质过氧化物含量增高
,

这些都与 自

然衰老的表现相吻合
。

在给小鼠注射 D
一 `

}
飞乳

糖的 同时
,

给 小 鼠灌 服 1
、

5 9 / k g 的大 黑蚁

粉
,

能有效地防止 D
一

半乳糖诱发的小鼠衰老

性变化
,

说明大黑蚁粉有延缓或预防动物衰

老的作用
。

大黑蚁粉保护动物的超氧化物歧

化酶 的活性 (大剂 量 时似有激 活该酶的 作

用 )
,

降低脂质过氧化反应
,

对其延缓衰老可

能起一定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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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烟毒保健营养液抗氧化作用实验研究

同济医科大学生物学教研室 (武汉 4 3 0 0 3 0)

河南省鹤壁市第一 人民医院

张光成
.

方思鸣 周光云

高佛 臣 石 斌 马 涛

摘 要 利用解烟毒保健营养液 ( Y D )研究其抗脂质过氧化作用
。

对烟毒的清除作用
,

以及对超氧

化物歧化酶 ( S O D )活性的影响
。

体外实验结果表明
:
Y D 能明显清除小鼠肝组织中脂质过氧化产物

( L P O )的含量
。

Y D 有效剂量为 100 一 30 00 拌g /m l
,

对 L P O 清除率可达 87
.

4%
,

并能完全清除由烟

毒引起的 L P O 升高
。

体内实验表明
,

小鼠经连续喂药 16d 后
,

对小鼠肝
、

脑组织中的 L P O 有明显清

除作用 (尸 < 。
.

0 1 )
,

具量效关系
,

并能完全清除烟毒引起的 L P O 升高
。

对肝
、

脑组织中 S O D 活性有

明显的增强作用 (尸 < 。
.

0 1 )
,

并有量效关系
。

可完全清除烟毒引起的 SO D 活性的损伤
。

实验证明
,

Y D 是一种有效的抗氧化作用和增强 (S ) D 活性的保健营养液
,

具有保护吸烟者免受毒害的功能
。

关键词 保健营养液 脂质过氧化产物 超氧化物歧化酶 解烟毒 抗氧化

近年来
,

大量研究资料表明
〔` ·

2〕 ,

一些物

理
、

化学因子
,

如射线
、

化学物质
、

烟雾以及香

烟中的有害成分能使机体组织中产生脂质过

氧化物 L P O 和 自由基
,

同时损伤体内自由基

清除系统
,

降低超氧化物歧化酶 (S ) D 活性
,

导致各种疾病和组织 损伤
,

如炎症
、

缺血
、

休

克
、

免疫功能 下降
、

心血管疾病
、

衰老
、

肿瘤

等
。

因此
,

寻找低毒有效的抗氧化药物
,

成为

广大医药工作者共同的 目标
。

本实验采用的解烟毒保健营养液 ( Y D )
,

由河南省鹤壁市第一人民医院科技组高佛臣

医师等研制
,

为多种 中草药有效成分 的复方

煎剂
。

主要成分有苦芭
、

当归
、

惹芭
、

山檀
、

构

祀子等
。

通过给小鼠喂食烟垢及 Y D 等试验

后发现
,

一定量的烟垢可引起小鼠死亡
,

而经

喂食 Y D 后
,

小鼠生活正常
,

初步证明 Y D 有

解烟毒作用
。

为更深入了解其对烟毒引起组

织中产生过氧化脂质和对 自由基 的清除作

用
,

以及对组织中 SO D 活性 的影响
,

拟筛选

一种烟毒的抗氧化剂和吸烟者的保健剂
,

以

保护吸烟者免受烟毒之害
。

1 材料

L 1 Y D :

由高佛臣主治医生等研制
。

生药含

量 1 9 /m l
。

1
.

2 烟毒
:

烟毒滤膜从武汉卷烟厂购得
,

用

时以二甲亚矾溶解
,

再用 P B S 稀释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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