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蚂蚁抗衰老机理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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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妈蚁的营养成分及妈蚁对寿命
、

免痊系统
、

神经内分泌系统
、

自由基代谢的影响等方面

简述了近 ! 年来国内有关妈蚁延缓衰老作用机理的研究进展
。

蚂蚁含有多种营养成分
,

可明显延

长果蝇寿命
,

对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和促皮质激素
、

性激素样作用
,

能有效地清除

体内自由基而有明显抗衰老作用
。

蚂蚁系蚁科拟黑多 刺 蚁 尸%& ∋ () ∗+ )‘, 川时−∗ . % / 0(
,

也叫毗蚌
, “

本草纲 目”
称之

为玄驹
。

中医认为蚂蚁是一种温和的滋补良药
,

具有扶正固本
、

补肾壮阳
、

养血荣筋
、

祛痕

通络的功效
,

其中以补肾最显著
。

用于防治衰老
、

类风湿性关节炎
、

风湿性关节炎
、

脱发
、

阳萎
、

恶性肿瘤
、

神经衰弱等疾病均有较好的疗效〔 〕
。

近年来
,

国内外对蚂蚁的成分分析
、

药理作用及毒性实验等作了一些报道〔1〕
。

但对其延缓衰老作用机理尚认识不足
,

现就近  ! 年

来国内有关蚂蚁延缓衰老的研究综述如下
。

 营养成分与衰老

微量元素对人类是必不可少的
,

罗光等〔2〕报道
3
人成年后

,

随着年龄增长
,

体内必需微

量元素含量逐渐减少
,

4 (
、

5 −尤为显著
,

引起酶类蛋白质的损害
,

加速衰老的进程 和 疾病

的发生
。

,0
、

6 −
、

7 −
、

8
、

4 9 在衰老方面占重要地位
,

因为它们是组成歧化
、

分解
,

捕获

自由基酶类的重要成分
。

容碧娴等〔。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出
3
蚂蚁中含有丰富 的 7 − 、

5 − 、

: 0
、

7 /
、

4 ∗
、

;
、

< 0等 1 =种人体所必需的元素
,

尤以 5 − 令人瞩 目
,

每公斤蚂蚁含 5 −  
∃

 ! >

 1! ? /
,

其含锌量比大豆高≅倍
,

比猪肝高1倍
,

言匕有效地破坏 自由基
,

发挥抗衰 老作用〔=〕
。

王忠等〔们实验表明
,

注射蚁液后的小 鼠
,

胸腺内硒含量明显增高 �为对照组的 2
∃

1 倍 #
,

提

示: 0可能通过保护胸腺细胞结构和改善其功能而直接促进细胞免痊功能
。

陈即惠〔∀〕通过 自动氨基酸分析仪测出蚂蚁体内含有约 �! 种游离氨基酸 中的1Α 种
,

再加上

蛋白质水解的氨基酸
,

共1∀ 种氨基酸
,

游离氨基酸 中的苏氨酸
、

苯丙氨酸
Β
领氨酸

、

异亮氨

酸
、

亮氨酸
、

赖氨酸及蛋白质水解的蛋氨酸
,

均是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
。

之后
,

作者〔的又对

蚂蚁的脂肪性成分进行了分析
,

蚂蚁体内含有许多种脂肪酸
,

其中 油 酸 Α1
∃

�� Χ
,

棕 桐酸

1 
∃

 � Χ
,

棕桐油酸   
∃

!2 Χ
、

硬脂酸1
∃

1Δ Χ
、

亚油酸  
∃

2Δ Χ
、

亚麻酸  
∃

1 Χ
、

豆落酸。
∃

=2 Χ
。

赵一等〔幻报道
,

蚁体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

其粗蛋白含量高达�1 Χ 以上
,

此外
,

还含有激素
、

高能磷酸化合物及蚁醛
、

蚁酸及臭蚁素等
,

蚂蚁不愧是座
“
营养宝库

” ,

从而有延年益寿
、

强身健体的功效
。

1 对果蝇寿命的影响

作为延缓衰老药物
,

最根本的作用是能延 氏寿命
。

窦肇华等〔 ! 〕报道了蚂蚁粉对 果蝇寿

命的影响
3
实验组每  毫升培养基中蚂蚁粉浓 度 分 别 为 2! ! 和Α !! ? /

,

对照组为基础 培养

基
。

1组的平均寿命分别为�Δ
∃

∀! Ε
、

=Δ
∃

 = Ε
,

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差异
Β 1组的 最 高寿命

分别是∀�
∃

�Ε 和 ≅=
∃

�Ε
,

高于对照组的Α�
∃

≅= Ε
,

差异有显著意义 �尸 Φ !
∃

!  #
, 1组果蝇的飞

行次数分别为  
∃

1≅ 士 !
∃

 ∀ Γ ? Η− 和 2
∃

!! 士 !
∃

=� Γ ? Η−
,

高于对照组的  
∃

!! 土 %
∃

= !Γ ? Η−
,

差异有显

著意义 �尸Φ !
∃

!  #
。

实验结果表明
3
蚂蚁粉不但能延长果蝇的最高寿命

,

而且还能 明显地

使果蝇飞行次数增加
,

提高晚期生命质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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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免疫功能失调是衰老的重要标志之一
。

老年人免疫功能减退主要是细胞免疫功能减退
,

尤其是Σ 细胞〔“〕
。

现己证明胸腺Τ气生多种激素
,

对Σ 细胞的增生
、

分化和成熟起促进作用
,

故衰老时
,

Σ 细胞数目减少与其胸腺退化相关
。

王忠〔的报道
3
蚁液能使老龄鼠已趋于退化的

胸腺增生
,

重量增加
,

皮质区淋 巴细胞增多 , 同时能使老龄鼠血液白细胞和溶菌酶增加
,

提

高巨噬细胞吞噬功能
,

从而促进了非特异性
一

免疫防御体系的作用, 能提高抗原触发后特异性

抗体生成 细胞的数量和血清抗体水平
,

即增加了老龄鼠特异性体液免疫能力 , 还能使 Υ ∗ . < 4
、

ΥΟ . <4和 ς Ω ς Υ 阳性细胞及淋巴细胞绝对值升高
,

可 以看出蚁液又是细胞免疫兴奋剂
。

吴志成〔 1 〕实验证明
,

蚂蚁可促进免疫球蛋白形成
,

促进淋 巴细胞转化
,

有补肾 驱 寒
、

祛寮通络
、

扶正祛邪之功效
。

此外
,

蚂蚁不仅可作为一种免疫功能增强剂
,

治疗衰老 以及癌

症等免疫功能低下的病症
,

还可以通过免疫调节
,

协助Σ 细胞与抑制Σ 细胞的平衡
,

起 免疫

抑制剂的作用
,

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免疫功能亢进的
“
痹证

” 〔”〕
。

由此可 见
,

蚂蚁

对人体免疫功能具有
“
双向调节作用

” 。

蚁液增强和恢复老龄鼠免疫功能的机理尚不清楚
。

有资料〔“〕证明
,

蚂蚁能分 解 与合成

草体蚁醛
,

草体蚁醛目前还难以用人工方法合成的珍贵滋补剂
,

蚂蚁体腔内除含有少量的蚁

酸外
,

Δ! Χ以上是草体蚁醛
,

这可能是蚂蚁可 以推动相当自己体重  !! 倍物体的物质基础
,

同

时证明从蚂蚁 中提取的草体蚁醛可 以调动人体免疫系统功能〔 ‘〕
。

蚁液是一广谱的免疫兴奋剂
,

除促进胸腺增生
、

发育
,

有益抗衰老外
,

由于能提高巨噬

细胞和 Σ 细胞活性
,

故可 以免疫识别
、

调控
、

监 视和 自我稳定方面纠正老年个体免疫低能
、

失调和紊乱状态
。

并有助于清除体内衰老变性
、

突变细胞及免疫复合物
,

从而起抗衰老
、

抗

肿瘤等作用
。

� 对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影响

神经内分泌在衰老过程中的作用为很多研究所重视
。

陈绍成〔 =〕报道
3

蚂蚁体内 含 有高

能含磷化合物 ς Σ Ν及氧化呼吸链中所必需的递氢体< ς Μ
、

<7 Ω 的辅酶
—

维 生 素Θ 3 ,

因

此
,

蚂蚁可直接提供人体能量代谢的原料
。

蚂蚁制剂在临床上用于治疗神经官能症
、

记忆力

减退
、

老年眼花等衰老病症
,

收刊良好效果〔叭 此外
,

蚂蚁能提高小鼠游泳时 间〔 的
、

增强

动物的耐疲劳能力
。

内分泌腺是人体内一种奇异而功能复杂的器官
。

一般认为下丘脑的衰老是导致神经 内分

泌器官衰老的一个中心环节
,

称下丘脑为
“
衰老生物钟

” 。

中医认为
,

蚂蚁是温和的滋补良

药
,

其补肾之功尤著
。

蚂蚁体内还含有多种三菇类化合物
,

街族类化合物以及类似性激素和

肾上腺皮质激素样物质〔 1 〕,

可直接作用于下丘脑
,

增强垂体
—

性腺轴和垂体
—

肾 上腺

皮质轴功能
,

有直接促皮质激素和性激素作用
。

动物实验表明〔=〕
3 &只蚂蚁的 “

毒 腺
” ,

其

效果相 当于Α个单位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

蚂蚁制剂可促使
Ξ
生殖器官重量增加和使生 殖 细咆

增生
,

提高性功能
,

为一种性功能增强剂
,

临床用来治疗老年性功能低下
、

遗精
、

阳萎
、

无

精子等肾阳虚症候〔Δ〕,

说明蚂蚁可通过对神经 内分泌系统的影
穿

向而有延年益寿之功
。

= 对 自由墓代谢的影响

自由基和自由基反应广泛存在于生物体的生命过程中
,

故在研究生物进化和衰老时
,

自

由基理论倍受重视
。

已有研究证明
,

随着增龄
,

动物组织中的过氧化脂质及细胞中脂褐素含

量明显增加
。

超氧化物歧化酶 � :Ψ Μ # 降低
,

已知:Ψ Μ 是需氧生物体内数千种酶 中底 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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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自由基唯一的酶
,

是有效的自由基清除剂
,

如能提高体邮∋ ( 活性
,

降低过 氧化 脂 质含

量
,

则有可能延缓衰老
。

王忠等) 幻研究了几种大黑蚂蚁制剂抗脂质过氧化及 抗衰老 的药理

作用
,

结果表明
∗
我国野生双齿多刺蚁具有明显的提高红细胞+ ∋ ( 活性

、

降低 血清 过 氧化

脂质及心肌自由基水平的作用 , 在蚂蚁 提 取 液 中加入滋阴
、

壮阳补肾中药的复方 % 号 较只

加壮阳药的复方 , 号抗脂质过氧化作用明显
,

清除血清− ( . 作用亦胜于 单味与单纯中药组
,

说明配方 中蚂蚁与中药有叠加作用 , 比较用药时间
、

剂量与作用的关系表明
,

用药 /% 周效果明

显强于用药0周
,

说明其药效作用强度与持续给药时间成正比
,

剂量则以低
、

中剂量较为适宜
。

综上所述
,

黑蚂蚁可通过多种途径起着抗衰老作用
,

在老年学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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