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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阳子对老龄大鼠机体 SO D 及 L PO 的影响

贵阳中医学院 (5 5 0 0 0 2) 王和生
来

柴 立 李守兰

摘 要 观察给予赤阳子对大鼠红细胞和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 (S O D )活性及血清和组织中过

氧化脂质 (L P( )) 含量的影响
。

利用邻苯三酚 自氧化法测定 S O D ;

硫代巴比妥酸 (T B A )比色法测定

LP( 〕含量
。

结果表明
,

给赤阳子组 S( )D 活性 比对照组有显著提高
,

而 L PO 含量显著降低
。

说明具

有一定的抗衰老作用
。

关键词 赤阳子 S( )D LP( 〕 邻苯三酚 硫代巴比妥酸

赤 阳 子 系 蔷 薇科 (R os a ‘ea ‘ ) 火 棘属

(巧ra ce an th R oe m
.

)野生植物的果实
。

我省

分布甚广
。

明代《滇南本草 》始记载
〔‘〕 ,

其性味

甘酸涩
,

无毒
。

具有健脾消积
、

清热解毒
、

活血

止血之药用功效
。

除作药用外
,

还是民间常作

食用的野生水平
,

可与刺梨
、

山碴媲美
。

其含

有多种维生素
、

糖
、

蛋 白质
、

人体必需微量元

素等营养物质
,

还能增加细胞 免疫功能和降

血脂
〔2〕。

有关赤阳子抗衰的研究
,

国内外尚未

见报道
,

本文用实验动物对其机体 S O D 活性

及 L PO 含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

1 材料及方法
1

.

1 动物准备
:

选用贵州省药检所提供的健

康 W is ta r
种系的大鼠 40 只

,

雌雄兼有
,

用本

实验室基础饲料分笼饲养几天后
,

随机均分

为 4 组
。

对照组 (A 组 )为 2一 3 月龄大鼠
,

体

重 2 5 0 士 50 9 ;
未给药组 (B 组 ) ;

给赤阳子组

(C 组 )和给人参组 (D 组 )均为 14 一 18 月龄

的大鼠
,

体重 3 5 0 土 5 0 9
。

1
.

2 药物制备
:

选用质好肉实厚的赤 阳子
,

用清水淘洗
,

再用去离子水淋浴 2 m in
,

滤干

水份
,

自然风干后
,

用粉碎机打成粉末备用
。

1
.

3 给药方式
:
A 组和 B 组 先喂小量的基

础饲料
; C 组每 日先喂一次赤阳子粉末 15 9 /

只掺入到小量的基础饲料 中
; D 组先喂一次

人参液 15 m L / 只 (含生药 〕 g / m l
J

)掺入到小

量的基础饲料 中
,

各组吃光后再按常规喂基

础饲料
,

每只大鼠每天进食总量为 35 一40 9
。

所有动物均 自由摄取饮水
。

赤阳子粉末及人

参液由本院药厂提供
。

1
.

4 标本采集
:

按上述方法连喂 75 d 后 4

组动物分别剪尾取血
,

待测 S O D 活性
;
分别

剪断股静脉收集血清
,

按常规法分离血清
,

待

测 LP O 含量
;
分别取出肝

、

脑
、

心
、

肾
、

肺组织

用冰冷的生理盐水洗涤浸泡于生理盐水中供

测 S O D 及 LP O 用
。

1
.

5 方法

1
·

5. 1 组织匀浆制备
:

将取出的组织用冰冷

兴 A dd r e s s :

W
a n g H e sh e n g

,

G u iya n g C o lle g e o f T r a d itio n a l C h in e s e
M

e d ie in e ,
G u iy a 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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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理盐水充分洗去表面残血滤纸吸 干
。

取

部分组织称重
,

置玻 璃匀浆 器 中
,

加冰 冷的

。
‘

9% N aC I溶液制成 1 0 % (w / v )匀浆
。

1
.

5
.

2 采用邻苯三酚 自氧化法测定 SO D 活

性
〔, 〕 ;
硫代巴 比妥酸 (T B A )比色法测定 I

一

P()

的 含量〔‘〕 。

2 结果

2 .1 红细胞 中 S( )D 活性变化
:

结果见表 1
。

S( )D 活性随增龄而降低
,

A 组与 B 组 比较有

极显著差异 (I
)

< 0
.

0 0 1 )
。

赤阳 子及人参具有

提高大鼠红细胞中 S O D 活性的作用
,

B 组与

C 组 及 D 组 比较有显著差异 (P < 0
.

01
,

P <

0
.

0 0 1 )
,

人参有提高 S( )I ) 活性趋势
,

但 与 C

组比较无统计学意 义(p > 。
.

05 )
。

表 l 赤阳子对大鼠红细胞中 S( )D 活性

的影响(u / m 下 )

2
.

2 血清 L PO 含量的变化
:

结果 见表 2
。

血

清 中 LP O 浓度 随增 龄而增加
,

A 组 与 B 组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 < 0
.

0 01 ) ;
赤 阳子及人

参均具有降低血清 L PO 浓度的作用
,

B 组与

C 组 及 D 组 比较 均具有 显 著差 异 (P <

。
.

00 1) ; C 组与 D 组 比较无 显著差异 (P >

0. 05 )
,

无统计学意义
。

表 2 赤阳子对大鼠血清 L P( )含量

的影响 (n m o lM D A / m L )

组组别 鼠月龄 鼠数 王士
、 p 值值

AAA 组 2一 3 10 4
.

3 5士 0
.

5 < 0
.

0 0 1(A
: B )))

BBB 组 1 4一 18 1 0 5
.

1 5士 0
.

4 < 0
.

0 0 1(B
:
C )))

二二组
十

赤阳 子 1 4一 18 1 0 3
.

8 1士 0
.

4 < 0
.

0 0 1(B
: D )))

DDD 组 于人参 1 4一 1 8 1 0 3
.

70 士 0
.

7 > 0
.

0 5 (C
: D )))

组组别 鼠月龄 鼠数 三士
、 p 值值

AAA 组 2一 3 1(〕 3 2 8
.

9生 8 0
.

7 灯 0
.

0 0 1(A
: B 〕〕

BBB 组 14 一 18 10 1 5 7 9士 7 1
.

1 < 0
.

0 1 (B
:
C )))

弓弓组 + 赤阳 子 14 一 18 1 () 2 58
.

7士 5 9
.

6 < 0
.

0 01 (B
,
D )))

DDD 组 + 人参 ] 4一 28 2 0 2 70
.

4 士 50
.

8 卜 0
.

0 5 (C
:
D )))

注
:
( )内为组与组 比较

往
: :
( )内为组 与组比 较

2
.

3 组织中 S( ) D 活性变化
:

结果 见表 3
。

老

龄大鼠的肝
、

脑
、

心
、

肾与肺等组织中 S O D 含

量均低于成年大鼠
。

给予赤阳子后对动物相

应组织中 SO D 含量的影响则各不相同
。

赤阳

子可使老龄大鼠脑
、

肾及肺中 S( )D 含量较未

给赤阳子 的老龄大 鼠显著增加
,

但肝及心组

织中含量变化不大
。

表 3 赤阳子对大鼠组织中 S( )D 活性的影响

扣扣 。 ,
S(7l ) u/ g 湿组织 重丁士

、、

习习 生斗 ;;;

AAA 组 2一 3 月龄 B 组 14 一 18 月龄 C 组十赤阳 子 1 4一 1 9 月龄 D 纤王+ 人参 14 一 18 月龄龄

肝肝 3 9 巧
.

9士 1 7
.

6 3 2 8
.

0 士 3 7
.

7
‘ 要 ‘

34 4
.

8 士 4 J
.

3 3 4 6
.

3士 4 2
.

222

脑脑 17 8
.

5士 j l
.

6 1 5 3
.

9 士 13
.

6
‘

18 0
.

3 士 14
.

4 普 ‘

1 7 9
.

1士 1 3
.

1 ‘ 赞赞

心心 8 4
.

6
一

士 6
.

3 7 3
.

污士 19
.

6 9 1
.

4 士 16
,

6 9 2
.

3士 1 7
.

9
‘‘

肾肾 90
.

2士 5 3 6 8
.

3 + 1
.

8 “
’

8 5
.

4 斗
一

5
.

3 “
‘

8 5
.

6 士 5
.

3
‘ ’ ‘‘

肺肺 6 4
.

2士 5
.

3 侧
.

。士 l
,

8
’

“ 54
.

2十 7
.

。“ 5 5
.

1 士 8
.

。
‘ ““

注
:

各组动物数均 为 1 。例
, B 组 与 A 组 比

,

c 组 与 B 组比 或 D 组 与 B ill 比
‘

尸< 。
.

0 5
’

p < 0
.

01 “
‘

尸< 。
.

0 01

2
.

4 组织 中 I
才

I,( ) 含址的变化
:

结果见表 4
。

相应各组织都较不给赤阳子组均有不同程度

老龄大 鼠的肝
、

脑
、

心
、

肾与肺等组织中 L I,( ) 的减少
,

但脑组织中有减少趋势与 B 组比较

水平均高于成年大 鼠
,

而给 予赤阳子的大 鼠 无统计学意 义
,

赤阳子对脑的作用不及人参
。

表 4 赤阳子对大鼠组织中 LP( 〕含量的影响

}
一 , _ P O (n m o l M D A / g 、、织 , ): 士

:

}

比

A 组 2一 3 月龄

2 0 1
.

9士 2 0
.

9

1 0 2
.

3士 1 9
.

4

1 0 0
.

7士 3 2
.

1

1 3 6
.

0士 2 9
.

0

7 0
.

0士 1 8
.

0

B 组 1 4 ~ 18 月龄

2 32
.

9 士 2 4
.

1
‘ 肠

1 20
.

0 士 2 0
.

4

1 3 6
.

9 士 3 1
.

6
.

1 7 1
.

0 士 2 8
.

2
资

1 0 3
.

0 士 1 6
.

9 . 否 任

C 组 + 赤阳子 14 一 18 月龄

8 3
.

3生 3 6
.

0
朴 讨 赞

9 7
.

4士 3 3
.

0

8 8
,

8士 7
.

3
丢 份 岳

8 3
.

5士 1 5
.

2
苍 补 开

6 9
.

8土 34
.

9 苍

I) 组 + 人参 1 4一 18 JJ龄

7 9
.

7 士 3 4
.

4 ‘ 苍 食

2 士 3 5
.

3
件

O士 7
.

5
替 买

.

9 士 1 7.

.

9 士 3 3.

ntl,一O门Q�RS口曰

注
:

各组动物数均 为 10 例
,

B 组与 A 组比
,

C 组与 B 组 比或 D 组与 B 组比
’

尸< 。
.

05
‘ “

P < 0
.

01
针 餐 菩

尸< 0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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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S O D 广泛存在于一切动植物组织中
〔5〕,

它能清除自由基的毒性作用
。

LP O 是 自由基

对细胞毒性作用下产生的
。

正常情况时
,

抗氧

化剂
、

抗氧化酶类及一些 中草药是对 自由基

反应的天然 防御物质
,

它 们保护着机体健康

和维持生命
。

S O D 此酶清除了超氧 自由基

(O 矛)
,

从而保护了细胞膜结构及正常功能
。

在实验中
,

我们观察到随着大鼠增龄
,

血

清 中和肝
、

脑
、

心
、

肾及肺等组织 中 L PO 均有

显著增加
,

与此同时 SO D 在红细胞中和组织

中有不同程度的明显降低
,

这可能是老龄大

鼠红细胞及组织中脂质过氧化对 S O D 损伤

所致
。

实验表 明
,

赤阳子可提高老龄大鼠红细

胞和肝
、

脑
、

心
、

肾及肺等组织 中 S ()D 活性
,

降低血清及相应组织中 L PO 的浓度
,

具有一

定抗 自由基的作用
,

对抑制 自由基反应所导

致 的损伤和 引起基因突变或癌变
、

衰老等方

面
,

都有保健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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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根提取物体外对 T N F
、

11厂 1 及 IL
一
2 产生的影响△

四川省中药研究所 (重庆 6 3 0 0 6 5) 杜德极
来

轰 梅
‘ ’

杨 薇 胡友梅
’ ‘

摘 要 体外用 L PS 刺激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P M叻分泌 T N F 及 IL
一
1

,

用 PH A 刺激小鼠脾细胞

分泌 IL
一
2 的方法来观察葛根提取物对这些细胞因子分泌的影响

。

结果表明葛根提取物在 0
.

08 一 2

拜g / m L 浓度时
,

对 LP S 刺激 PM甲 T N F 的分泌无影响
,

而对 L PS 刺激 PM甲分泌 ll.
,
1

,
PH A 刺激

脾细胞分泌 II.
一
2 有抑制作用

。

在 10 拌g / m L 时
,

对 T N F
、

II-
一
1 及 11

一
2 的分泌均呈抑制作用

。

关键词 葛根提取物 T N F IL
一
1 IL

一
2

葛根提取物在动物体内能激活腹腔巨噬 细胞的吞噬功能
,

可启动 p ici b an il (O K 43 2
)或

带 A d d r e s s
:
D u D e ji

,
S ie hu a n In s titu te o f C h in e s e

M
a te r ia M

e d ie a
,
C h o n g q in g

, ’

第三军医大学管理教研室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1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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