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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参碱类生物碱免疫促进作用的研究进展

张明发，沈雅琴

上海美优制药有限公司，上海 201204

摘 要： 苦参碱类生物碱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如保护心、肝、肺、肾、脑、血管作用，对心脏有正性肌力、负性频率、

抗心律失常作用，还有升高白细胞，平喘，抗溃疡，抗肝纤维化以及镇静、催眠、镇痛等中枢神经药理作用，也具有抗肿

瘤、免疫调节、抗菌、抗病毒、抗炎等药理作用。苦参碱类生物碱对机体免疫功能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在高剂量时表现为

免疫抑制作用，在低剂量时表现为免疫促进作用。综述氧化苦参碱、苦参碱、槐定碱和槐果碱的免疫促进作用，为进一步

开发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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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dvances on immunostimulation of matrine-type alkaloids

ZHANG Mingfa, SHEN Yaqin

Shanghai Meiyou Pharmaceutical Co. Ltd., Shanghai 201204, China

Abstract: Matrine-type alkaloids have a widespread bioactivities, including protection of heart, liver, lung, kidney, brain and blood vessel,

andtheeffectsofpositiveinotropism,negativechronotropismandantiarrhythmiaonheart,andpromotingleukocytes,antiasthma,antiulcer,

anti-fibrogenesisinliver,andcentralsuppressionofsedation,hypnogenesis,analgesia,andantitumor,immunoregulation,anti-bacteria,anti-

virus and anti-inflammation effect. Matrine-type alkaloids have two-way immunoregulation. Matrine-type alkaloids show

immunosuppressant effects in high dosage, and immunostimulant effects in low dosage. The literatures on immunostimulation of

oxymatrine, matrine, sophoridine, sophocarpine have been reviewed for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clinica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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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界中，苦参碱类生物碱（matrine-type

alkaloids）主要存在于豆科的槐属、野决明属、山豆

根属以及小檗科的牡丹草属植物之中。其中研究

比较多的植物是槐属中的苦参 Sophor flavescens、越

南槐 S. tonkinensis（山豆根常为其地方名）、苦豆子

S. alopecuroides和白刺花 S. viciifolia。从植物中提

取得到的苦参碱类生物碱至少超过 30种。其中生

物活性研究比较多的有苦参碱（matrine）、氧化苦参

碱（oxymatrine）、槐果碱（sophocarpine）、氧化槐果

碱（oxysophocarpine）、槐定碱（sophoridine）、氧化槐

定碱（oxysophoridine）、槐胺碱（sophoramine）。它们

的生物活性广泛，如抗菌、抗病毒、抗炎、免疫调节、

抗肿瘤、保护心、肝、肺、肾、脑、血管作用，对心脏有

正性肌力、负性频率、抗心律失常作用，还有升高白

细胞，平喘，抗溃疡，抗肝纤维化以及镇静、催眠、镇

痛等中枢神经药理作用［1-14］。苦参碱类生物碱在中

毒剂量时常常伤害肝、肾、肺和脑，其中神经毒作用

尤为突出，可使动物表现出不安、躁动、痉挛性抽搐

等兴奋症状，最后因呼吸困难而死。在苦参碱类生

物碱中槐定碱是目前已知的中枢神经毒性最强

者［8］。苦参碱类生物碱都具有抗炎和免疫抑制作

用［9-12］，其实苦参碱类生物碱是免疫双向调节剂。本

文综述氧化苦参碱、苦参碱、槐定碱、槐果碱的免疫

促进作用，供进一步开发研究和临床应用时参考。

1 氧化苦参碱

动物和临床研究显示氧化苦参碱可以升高白

细胞和提高吞噬功能，提高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

1.1 升高白细胞和提高吞噬功能

酒泉钢铁公司职工医院等［15］报道连续 7 d给正

常家兔 im 氧化苦参碱 100 mg/kg，自给药后第 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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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显著升高兔白细胞数，至 20 d恢复正常水平；给X

线照射致白细胞减少家兔 im 氧化苦参碱 100 mg/

kg，治疗 19 d，结果白细胞计数高于模型对照组；在

家兔经 60Co γ照射前 3 d 和后 7 d，im 氧化苦参碱

100 mg/kg 进行防治，也能对抗 60Co 引起白细胞减

少。在临床上给 16例放化疗肿瘤患者预先 im氧化

苦参碱 200～400 mg / kg，防止白细胞计数降至 4

000/mm3以下的有效率为 75%（12/16）；此治疗方案

对 25例白细胞计数低于 4 000/mm3的放化疗肿瘤患

者的升白细胞有效率为 72%（18/25），白细胞数平均

升高 68.1%；对 27 例白细胞计数低于 4 000/mm3的

非肿瘤患者的升白细胞有效率为 66.7%（18/27），白

细胞数平均升高 54.8%，一般都在用药 1～2周内出

现有临床意义的升高［16］。骆传环等［17］报道在 60Coγ

照射前 2 h，给小鼠 ig 氧化苦参碱 2 mg/只能对

抗 60Coγ照射引起的外周血白细胞数下降和骨髓

DNA含量下降。

袁宷等［18］报道连续 7 d 给小鼠 ig 氧化苦参碱

100 mg/kg 对正常小鼠血白细胞总数以及对 ip 80

mg/kg环磷酰胺所致的白细胞减少均无明显影响，

但氧化苦参碱与低剂量 30 mg/kg环磷酰胺合用抑

制移植艾氏肉瘤质量增长的作用，与高剂量 60 mg/

kg环磷酰胺相当，而白细胞减少的程度显著改善。

周维仁等［19］报道用含2.5、5、10、20、40 mg/100 g

氧化苦参碱饲料喂养异育银鲫 30 d，均能提高血液

中非特异性免疫因子白细胞数、溶菌酶、超氧化物

歧化酶、碱性磷酸酶活性，其中以含 10 mg/100 g的

饲料组提高作用最佳，其次为 20 mg/100g饲料组。

在喂饲含 10和 20 mg/100 g氧化苦参碱饲料 10 d后

给异育银鲫注射感染嗜水气单胞菌，都能显著减少

鱼的 7 d 死亡率，由对照组的 73.33% 分别降为

15.00% 和 18.33%，免疫保护率分别为 79.38% 和

74.38%，表明氧化苦参碱对正常动物能提高包括白

细胞数在内的非特异性免疫因子作用。

梁冰等［20］报道给小鼠 ig氧化苦参碱 100 mg/kg

能对抗环磷酰胺引起白细胞数减少。曲震理［21］报

道氧化苦参碱不仅能对抗环磷酰胺引起大鼠白细

胞和血小板计数减少，而且能对抗环磷酰胺引起大

鼠骨髓有核细胞计数减少，提示氧化苦参碱能改善

环磷酰胺大鼠骨髓的造血功能。郝彩芹等［22］报道

给小鼠 sc氧化苦参碱 82.5、165、247.5、330、495、660

mg/kg，在 82.5～247.5 mg/kg 剂量相关地促进小鼠

骨髓粒单祖细胞增殖，剂量大于 495 mg/kg反而剂

量相关地抑制增殖，即对骨髓粒系造血功能具有双

向调节作用。

温先敏等［23］报道给小鼠每天上午 ip 氧化苦参

碱 18.8、37.5、75 mg/kg，下午 ip环磷酰胺，共 5 d，能

增强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抑制T淋巴细胞酯

酶染色率，但无量效关系，对血清溶血素抗体含量

无明显影响。而路岐祥等［24］报道给小鼠 ip氧化苦

参碱 150 mg/kg连续 3 d不影响巨噬细胞的吞噬功

能和血清溶菌酶活性。已有相当多的文献报道氧

化苦参碱抑制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以及致炎

功能［10］。

张维等［25］报道氧化苦参碱在 1～5 g/L范围内，

浓度相关地抑制小鼠骨髓树突状细胞增殖，在不抑

制增殖浓度（500 mg/L）时促进小鼠树突状细胞表达

表面分子 CD4 以及树突状细胞诱导 T 淋巴细胞增

殖和分泌干扰素（IFN）-γ，由于氧化苦参碱对已经培

养 4 d的树突状细胞无上述作用，提示氧化苦参碱

对树突状细胞在体外成熟及其功能有促进作用。

张静等［26］报道给 30例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外周血

单核细胞在诱导培养树突状细胞过程中加入 1

μmol/L氧化苦参碱，与另外 30例不加氧化苦参碱的

对照组比较，可以显著增加成熟树突状细胞数以及

共刺激分子CD1a、CD80、CD86表达，并促进自体淋

巴细胞产生白介素（IL）-2和 IFN-γ，但不影响 IL-4和

IL-10产生。说明氧化苦参碱可增多和增强病毒携

带者外周血树突状细胞的数量和活性，增强自体淋

巴细胞 Th1型细胞因子表达，不影响 Th2型细胞因

子表达。提示氧化苦参碱有望打破机体免疫耐受，

清除免疫耐受期的病毒。

1.2 提高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

徐光伟等［27］报道在接种肝癌H22细胞次日，给

小鼠 ip 氧化苦参碱 4 mg/只，连续给药 7 d，停药后

5、10、15 d的瘤质量抑制率分别为 30%、40%、45%，

瘤质量抑制率随着停药时间的延长而提高，与此相

一致的是荷瘤小鼠的自然杀伤细胞活性、脾脏和胸

腺中有核细胞、3H-TdR掺入率、IL-2分泌也随着停

药时间延长而提高，提示氧化苦参碱能激活荷瘤小

鼠的免疫细胞及其功能。

王会贤等［28］报道氧化苦参碱对低反应性人扁

桃体淋巴细胞增殖呈现双向作用：质量浓度在 3.9～

15.6 mg/L时剂量相关地促进植物血凝素诱导增殖，

以后随着浓度（31.3～1 000 mg/L）增加而下降，甚至

抑制增殖；在 3.9～31.3 mg/L时剂量相关地促进金

葡菌 A 蛋白菌体诱导低反应性人扁桃体淋巴细胞

增殖，在 62.5～1 000 mg/L时增殖促进作用随着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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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加而下降；氧化苦参碱在 3.9～1 000 mg/L剂量

相关地抑制脂多糖或刀豆蛋白 A 诱导小鼠脾细胞

增殖，也剂量相关地抑制植物血凝素或金葡菌A蛋

白菌体诱导高反应性人扁桃体淋巴细胞增殖，总之

氧化苦参碱在较高浓度时对人和小鼠的B和T淋巴

细胞增殖呈现抑制作用，并且不受巨噬细胞存在与

否的影响。伍斌等［29］也报道氧化苦参碱对刀豆蛋

白A诱导小鼠淋巴结T细胞增殖呈双向作用，即在

2、4、8、16 mg/L 促进增殖，但无量效关系；在 31、

125、500 mg/L 时对增殖呈浓度相关的抑制作用。

给二硝基氟苯致变应性接触性皮炎小鼠 ip氧化苦

参碱 12.5、25、50、100 mg/kg连续 28 d，剂量相关地

提高模型小鼠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数

量，12.5 mg/kg组使模型小鼠胸腺和脾脏质量增加，

而 50、100 mg/kg组使胸腺质量降低［29-30］。ig氧化苦

参碱 11.7、23.4 mg / kg 也能提高模型小鼠 CD4+

CD25+调节性T细胞在脾脏的表达［30］。

王进等［31］报道给正常小鼠 ip氧化苦参碱 18.75、

37.5、75 mg/kg呈剂量相关地促进溶血素抗体形成，

抑制T淋巴细胞酯酶染色率，提示氧化苦参碱对体

液免疫功能呈增强作用。邢玉娟等［32］报道在新城

疫病毒感染前 3 d或感染同时给蛋鸡 ig氧化苦参碱

1 mg/只，3次/d共 4 d，或在感染病毒后开始发病时

治疗性 ig氧化苦参碱 0.5、1、2 mg/只，3种不同给药

方式都能提高蛋鸡血清新城疫抗体效价，并降低蛋

鸡死亡率，死亡率由对照组的 86.67% 分别降为

13.33%、46.47%、66.67%、66.67% 和 60%，其中预防

性给药效果最佳，与新城疫Ⅳ系疫苗对照组相当，

说明氧化苦参碱可通过提高体液免疫，对抗新城疫

病毒致病。

体外实验发现氧化苦参碱浓度在 10、20、40、80

μmol/L时通过上调甲型流感病毒感染的HeLa细胞

的固有免疫系统中的 IFN-β1、IL-29（系Ⅲ型干扰

素）、干扰素调节基因-3、干扰素刺激基因-15表达，

抑制HeLa细胞中的病毒增殖，提高HeLa细胞的存

活率［33］。

顾锡炳等［34］报道 30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在用

水飞蓟宾葡甲胺片治疗基础上加用氧化苦参碱 600

mg静滴 1个月后，改口服氧化苦参碱 200 mg，3次/

d，疗程 2个月，与 31例单用水飞蓟宾葡甲胺片 3个

月的对照组比较，加用氧化苦参碱治疗 3 个月后

CD3+、CD4+细胞、辅助性T细胞-1、细胞毒性T细胞

及自然杀伤细胞水平均较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

显著升高，HBV-DNA、HBeAg转阴率也显著高于对

照组，提示氧化苦参碱提高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也

是氧化苦参碱清除和抑制患者体内乙肝病毒的机

制之一。曹文智等［35］采用氧化苦参碱联合拉米夫

定治疗 60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也观察到氧化苦参

碱进一步提高拉米夫定的 HBV-DNA、HBeAg转阴

率及CD3+、CD4+、CD4+/CD8+及补体C3、C4水平，降

低 CD4+ CD25+调节性 T 细胞叉头状螺旋转录因

子（POX3）、CD8+、IgA、IgG、IgM 水平，也提示氧化

苦参碱能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紊乱，有效抑制病毒

复制。

2 苦参碱

动物和人体研究显示苦参碱有升白细胞和提

高吞噬功能、提高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的作用。

2.1 升白细胞和提高吞噬功能

鲍淑娟等［36］报道给大鼠 iv苦参碱 40 mg/kg共 7

d，血白细胞均数由对照组的 22 362/mm3升高至 35

250/mm3，其中嗜中性粒细胞数量与给药前相比平

均升高 50%；连续 7 d给大鼠 im苦参碱 40 mg/kg后

血液中白细胞吞噬金葡菌的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

数分别升高至（35.0±6.7）%和 3.33±0.62，显著高于

对照组的（24.0±8.0）%和 2.57±0.72；给小鼠 sc 苦参

碱 40 mg/kg仅 1次，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的

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数分别提高至（56.6±9.8）%和

1.12 ± 0.1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42.0 ± 6.1）% 和

0.75±0.16。

山西省阳城县肿瘤医院［37］报道 19例进行化疗

的恶性肿瘤患者加用抑癖碱（系苦参碱和氧化苦参

碱混合液）im 40～80 mg 2 次/d，或隔天 1 次静滴

240～400 mg，治疗后患者白细胞数比治疗前平均

增加 5.79%，而 19例单纯化疗对照组患者白细胞数

平均下降 36.3%，说明苦参碱氧化苦参碱混合液对

肿瘤患者化疗引起的白细胞减少有明显的对抗作

用。李红波等［38］报道了 36例受 192铱低剂量反复迁

移性外照射出现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率升

高、骨髓象主要呈增生性骨髓象患者，其中 18例静

滴苦参碱 80 mg/d，另外 18例静滴安慰剂，疗程均为

3～6个月，并随访 5年。与 20例正常对照组比较，2

组患者在治疗前骨髓细胞形态异常、有核细胞凋亡

率显著低下，经安慰剂治疗后骨髓有核细胞凋亡率

持续走低，而经苦参碱治疗后凋亡率于用药 3个月

显著升高，并显著超过正常对照组，随后随着时间

迁移逐渐降低，至随访 3年时降至正常对照组水平，

并维持在正常水平，而且骨髓细胞形态得到改善。

5年随访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双+环”畸变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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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着丝粒畸变率均降至正常水平，临床也无肿瘤发

生，显示出苦参碱有抗辐射，改善骨髓造血功能之

作用。

何於娟等［39］用 0.2 g/L苦参碱作用于髓系K562

细胞 6 d，发现能上调 K562 细胞表面分化抗原

CD33、CD15、CD27、CD14表达，不影响CD20表达，

由于CD14表达于红系细胞表面、CD15表达于粒系

细胞表面、CD27表达于T淋巴细胞表面、CD20表达

于B淋巴细胞表面，因此苦参碱能诱导骨髓造血细

胞向髓系、红系、粒系及T淋巴系方向分化，从而提

高免疫细胞的生成数量。

2.2 提高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

王晓燕等［40］报道给小鼠 ip 苦参碱 40 mg/kg 共

14 d，并不影响小鼠的胸腺、脾脏、肝脏指数，病理组

织学光镜检查苦参碱对小鼠胸腺、脾脏没有明显的

萎缩和破坏，肝脏组织也无明显病理改变。苦参碱

剂量在 20 mg/kg时可以对抗 5-氟尿嘧啶对脾脏的

免疫抑制，使脾脏指数增加。给环磷酰胺建立免疫

低下小鼠连续 ip苦参碱 3.75、7.5、15 mg/kg可以剂

量相关地抑制T淋巴细胞酯酶染色率，增强网状内

皮系统的吞噬功能，对免疫低下小鼠的二硝基氯苯

致迟发型皮肤过敏反应和血清溶血素抗体无明显

影响，提示苦参碱对免疫低下小鼠的细胞免疫有明显抑

制作用，并能增强其非特异性免疫［41］。王进等［31］报道给

正常小鼠 ip 苦参碱 3.75、7.5、15 mg/kg 共 5 d，可以

剂量相关地抑制T淋巴细胞酯酶染色率，促进溶血

素抗体形成，对体液免疫功能呈增强作用。

李航森等［42］报道给小鼠接种肉瘤S180细胞、艾

氏腹水癌细胞或肝癌H22细胞后次日，连续 16 d隔

天 1次 ip苦参碱 50 mg或苦参碱脂质体 50 mg，均能

显著抑制瘤质量增长，提高荷瘤小鼠的胸腺和脾脏

质量以及血淋巴细胞因 iv植物血凝素刺激的转化

率。毛慧生等［43］采用荷乳腺癌MA737细胞小鼠进

行实验，苦参碱在抑制肿瘤生长的同时也提高荷瘤

小鼠的胸腺和脾脏质量，提高荷瘤小鼠外周血辅助

性T细胞/抑制性T细胞的比值。

王中林等［44］报道采用离体实验发现苦参碱在

无诱导剂存在时对人T淋巴细胞增殖呈双向作用：

在 0.1、0.5 g/L 时促进增殖并促进 IFN-γ和 IL-2 分

泌，在 1、2、3 g/L时产生浓度相关的抑制作用，但 1

g/L苦参碱组仅抑制 IFN-γ分泌，不影响 IL-2分泌。

郭向华等［45］和王培媛等［46］报道给慢性铜绿假单胞

菌肺感染大鼠连续 14 d，ip 苦参碱 100 mg/kg 或 50

mg/kg，在减轻病原菌对肺组织损伤同时诱导模型

大鼠机体中 Th2 型细胞向 Th1 型细胞分化，促进

IFN-γ合成，抑制 IL-4合成。

林成辉等［47］报道 40例恶心胸腔积液患者胸腔

注入苦参碱 150 mg和顺铂，与仅仅胸腔注入顺铂对

照组比较，在显著降低患者血清癌胚抗原的同时，

还显著升高外周血中T细胞亚群（CD3、CD4、CD8、

CD4/CD8）和血清免疫球蛋白（IgG、IgA、IgM）水平，

提高肿瘤患者的免疫功能，增加疗效。龙潺等［48］报

道 38例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在口服泼尼

松片治疗基础上加用苦参碱（静滴 150 mg/d），疗程

2周，与单用泼尼松对照组比，不仅使泼尼松的临床

显效率以及血小板计数进一步提高，而且使患者血

液中CD3、CD4、CD4/CD8进一步提高，CD8进一步

下降。

3 槐定碱

槐定碱即 5β-苦参碱，系苦参碱的差向异构体。

宁夏医科大学的周娅研究团队［49-52］报道给正常小鼠

连续 2 周 ip 槐定碱 15、25 mg/kg，不影响体质量增

长，但 ip后 0.5 h小鼠活动减少，随后兴奋不安，0.5 h

内恢复正常，也不影响小鼠的胸腺指数和脾脏指数

以及胸腺、脾脏、肝脏、肾脏组织结构，但可以拮抗

5-氟尿嘧啶降低脾脏指数和抑制体质量增长的作

用。给正常小鼠 ig槐定碱 25、50 mg/kg连续 6 d也

不影响胸腺组织学形态，其中 50 mg/kg剂量组显著

增大脾脏组织的脾小体融合、增多被膜下弥散淋巴

细胞中巨噬细胞与多核巨细胞数，表明槐定碱可能

通过促进脾淋巴细胞增殖以及脾内巨噬细胞的数量与功

能来提高机体免疫水平：给正常小鼠连续5 d，ig槐定碱

12.5、25、50 mg/kg，其中 12.5 和 25 mg/kg 剂量组显

著增强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和吞噬指数，并能

对抗环磷酰胺引起的抗绵羊红细胞抗体水平下降，

但对正常小鼠的和环磷酰胺抑制小鼠的免疫器官、

迟发超敏反应、血清溶菌酶含量均无明显影响。给

小鼠 ig槐定碱 25 mg/kg，能提高小鼠红细胞C3b受

体花环率、红细胞和巨噬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环率，

并能提高红细胞免疫黏附癌细胞（S180）的活性，也

能对抗环磷酰胺的上述红细胞免疫抑制作用，不能

对抗环磷酰胺降低巨噬细胞复合物花环率。但对

活化的巨噬细胞表现出抑制倾向，即抑制小鼠腹腔

活化巨噬细胞产生一氧化氮和溶菌酶［49］。周娅团

队［53］还发现给小鼠预先连续 3 d ip槐定碱 5 mg/kg，

能对抗内毒素致小鼠肺组织损伤，降低肺含水量、

肺组织CD14表达、血清肿瘤坏死因子（TNF）-α、IL-

6含量，提高外周血白细胞数和肺组织清道夫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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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李雪梅等［54-55］在研究槐定碱抗癌作用时发

现，槐定碱不影响荷瘤小鼠和肿瘤患者的细胞免疫

功能以及肿瘤相伴免疫。

4 槐果碱

槐果碱系 13，14-脱二氢苦参碱。路岐祥等［24］

报道给小鼠 ip槐果碱 18.5 mg/kg共 3 d，不明显抑制

小鼠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但能增强血清溶菌酶活

性，对依赖T细胞的抗绵羊红细胞抗体反应（即血清

抗体溶血素产生）也无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对T细胞

介导的肿瘤（S180 细胞）相伴的免疫抑制指数为

0.67。韩燕等［49］报道预先连续 3 d给小鼠 ip槐果碱

25 mg/kg，能减轻内毒素（即脂多糖）对肺组织的病

理形态学损伤，升高外周血白细胞数量，抑制肺组

织CD14表达和降低血清 IL-6含量。李雪梅等［56］报

道槐果碱在抗肿瘤剂量时抑制正常小鼠腹腔巨噬

细胞的吞噬率和吞噬指数，但不影响恶性葡萄胎患

者皮泡巨噬细胞的吞噬率和吞噬指数，以及小鼠肉

瘤S180相伴免疫功能。

杨志伟等［57-58］在进行小鼠整体实验时，发现接

种柯萨奇病毒B后 ig槐果碱 25、50 mg/kg连续 7 d，

能提高柯萨奇病毒B感染小鼠血清和脾细胞诱生的

IFN-α活性以及脾细胞 IL-2诱生量，降低血清肿瘤

坏死因子活性和脾细胞中的肿瘤坏死因子诱生量，

不影响脾脏自然杀伤细胞活性；sc 槐果碱连续 7 d

也降低柯萨奇病毒B感染小鼠血清肿瘤坏死因子活

性和脾细胞肿瘤坏死因子诱生量，不影响血清和脾

细胞诱生的 IFN-α活性、脾细胞 IL-2诱生量和脾脏

自然杀伤细胞活性；而正常小鼠 ig或 sc槐果碱可提

高小鼠脾脏自然杀伤细胞活性或血清肿瘤坏死因

子水平，提示槐果碱升高柯萨奇病毒B感染小鼠的

IFN和 IL-2水平，降低TNF水平，可能是其体内抗柯

萨奇病毒B免疫机制之一。李艳等［59］报道柯萨奇病

毒B感染小鼠对照组在感染第 3天时自然杀伤细胞

活性显著升高，之后逐渐下降，第 12天时低于正常

水平；给柯萨奇病毒B感染小鼠 ip槐果碱 10、20、30

mg/kg 2次/d，对病毒感染小鼠的自然杀伤细胞活性

呈双向调节作用。20、30 mg/kg组在感染第 3天时

对增高的自然杀伤细胞活性有抑制作用，在第 12天

时对低下的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使之恢复到正常水

平，而 10 mg/kg剂量组仅在第 12天时使低下的自然

杀伤细胞活性恢复正常。

陈曙霞等［60］测定了 50例病毒性心肌炎患者应

用槐果碱有效时的外周血T淋巴细胞及其亚群和自

然杀伤细胞活性：槐果碱组自然杀伤细胞活性由治

疗前的平均 6.20%上升至 17.14%，CD8水平显著下

降，CD3、CD4和CD4/CD8水平显著上升。而 50例

对照组的这些指标均无显著改变。说明槐果碱能

增强病毒感染患者的免疫功能。

5 结语

苦参碱类生物碱对机体免疫功能具有双向调

节作用，对其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研究远不如对其

抑制免疫功能广泛和深入。但从以上有限的文献

种似乎可以看出苦参碱类生物碱促进免疫的剂量

都在小剂量范围内，超过一定剂量往往会转化成免

疫抑制，因此在进行动物实验和临床应用时必须考

虑苦参碱类生物碱的免疫双向调节作用对研究结

果的潜在影响。苦参碱类生物碱对免疫功能亢进

的防治应该采用多大剂量才合适？对免疫功能低

下的防治应该采用多小剂量才合适？是今后需要

进一步研究的现实课题。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将对

临床应用具有很大的指导和实用意义，尤其是在治

疗免疫功能低下的肿瘤患者时，可以选择促进免疫

功能的剂量范围宽的苦参碱类生物碱，对免疫功能

亢进的患者可以选择以免疫抑制为主的苦参碱类

生物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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