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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柳茶�
�

� 一 ��
�

� � �生药 � � � � 灌胃能显著降低正常或高血脂大 鼠血清� �
,

日一� �
,

� �
,

升高� � � 一�水平
。

离体实验表明
,

柳茶可促进脂肪分解
。

与对照组比较柳茶可使大鼠血清� ��

含量显著升高
,

脂肪细胞较小
,

光镜下有粘液样变性
。

表明柳茶有明显的调节脂类代谢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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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叶鲜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蔷薇科植物
,

广泛分布于青海
、

甘肃
、

四川
、

云南等省 � � � �� � � � � � 灌木丛中或沙滩上
。

藏区民间用其枝叶治疗消化不良
,

常服健身
,

牲畜食之会
“
掉膘

” 。

我系植化室已从其枝叶中分离鉴定出羽扇豆酸
、

羽扇豆酸醋
、

�一经基熊果酸
、

熊果酸
、

齐墩果酸
、

阿魏酸
、

鲜卑花酷等多种化合物〔�, �〕
。

对其枝叶的水提

物进行药理研究
,

表明有抗 � � �
‘

肝损失及抗脂质过氧化作用
、

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等
。

现报

道其对脂类代谢的影响
。

� 材料和方法

动物
�
� �� ��� 大鼠

,

由兰州医学院动物实验室提供
。

药品与试剂
� 经兰州医学院赵汝能教授鉴定的窄叶鲜卑花干枝粉碎后

,

用水提法制成稠

浸膏
,

每克相当生药�
�

��
。

密封后冰箱内保存
。

用时以蒸馏水配成所需浓度 �简称柳茶 �
。

三油酸甘油醋为上海试剂二厂产品, 高碘酸钠为北京化工厂产品, 胆固醇为荷兰 � � 进 口分

装多 三氯化铁为北京通惠化工厂产品, 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酶法试剂盒购自东贩生物工

程试剂仪器厂
。

仪器
�
�� �分光光度计

,

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出品
。

侧试方法
�
血清 �肝 �甘油三酷 �� � �用分溶抽提一乙酞丙酮显色法〔� 〕� 血清胆 固 醇

�� � � 用异丙醇抽提
,

高铁醋酸一硫酸显色法“、 血清卜蛋白�日一� �� 用肝素
一
锰 比浊法〔�、

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 �
一� �用醉比色法〔“〕, 游离脂肪酸 �� � � � 用比色法。

,
“〕。

� 结果

�
�

� 柳茶对正常大 鼠血清� �
、

� �
,
�� � 水平的影响

�
体重�� � 士 � �

�

� �雄性大鼠
,

随机分

� 组
。

柳茶组给药剂量分别为 �
�

�
、

� �
�

� � �生药 � � � �灌胃给药
,

体 积 为 � � �� � �
,

连 续

���
。

对照组灌胃等体积蒸馏水
。

测定前禁食 �� �
。

结果 �表川� 表明柳茶能显著降低正常大

鼠血清� � 和高� �� 水平 �尸� �
�

�� 和 �
�

� � �
,

对� �影响较小
,

低
、 �
高剂量组分别使� � 水

平下降�
�

� �和 � �
�

��
。

�
�

� 柳茶对实验性高脂血症大鼠血清脂类和脂蛋白含量的影响
�
体重�� � 士 �� �雄性大 鼠��

只
,

随机分�组
,
分别为正常对照组

、

高脂造型组
、

柳茶低
、

高剂量组和安妥明组
。

除 正 常

对照组
,

其余各组每天下午灌胃高脂乳剂 ��  叮� � 〔, 〕
,

上午灌胃给药
,

对照组灌胃等体积蒸馏

水
。

连续� �
。

当夜禁食至次 日晨再给药 � 次
,

�� 后眶静脉丛取血测定各项指标
。

结果 � 表 � �

表明高脂造型组� �
,

� �
,

日一� �均显著升高 � � � �
�

� � � �
,
� � � 一� 显著降低 �� � �

�

� � � �
,

柳茶组� �
,

日一� �不同程度降低
,
� �  一�不同程度升高

,

与造型组 比
,

柳茶高剂组有显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现在上海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药理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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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 � 井对正常大叹血清� �
、

� �
、

���的� 晌 �夕土 � �

剂 �
组 别

� � 生药� � � �

正常对照 等休积

柳茶 � �
。

� � �� �

柳茶 �� � �
。

� � � � �

动物数

�只 �

� � � �   �

� � � � � � �

� �
。

� 士� �
。
�

� �
。

� 士 ��
。

�
�

� �
。

� 土 � �
。

�二

�下降� � �� � � � �� �下降 � � �卜� � � � � �升高� �

� �
。

� 士 �
。

�

�

�
� �

。

�

� �
。

�

�,
。

� 土 �
。

� �
。

� 土 �
。 � �

�
。

�

� �
。

�

� �  
。

� 士 � �
。

�

��� � �
。

� 士 � �
。

�
�

� �
。

�

� � �
�

� 学� �
�

� , 中, � � �
�

�

与对照组比较
’

尸� 。
�

� �
,

二 � � 。
。

。�
,

二
今
尸� 。

�

� ��

的统计学差异 �尸� �
�

�� � 。
�

�� � �
,

柳茶对� �的影响不明显
,

与安妥明相似
。

表� 柳茶对实脸性离血脂大限血清脂质和脂蛋白含� 的影晌 �夕士 � �

剂 量

� � 生药 � � � �

� �

�� � � � ��

� � 日
一
� �

组 别
动物数

�只 � �� � � � � 

! ∀ #
一
C

( m g
/
d l )

正常对照

高脂对照

妥 明

等 体 积

等 休 积

7
。

5
又 7 d

1 5
。

0
x

7 d

0

。

3
x

7 d

8 1

。

1 士 2 5
。

3

1
5

0

.

0 土 3 9
。

4 。姑
104。 9 士 2 6

。

2

巾

5 6

。

2 士2 9
。

9 二
*

60
。

5 士 22
。

3 …

50。 4 土 2 2
。

4

1 2 9

.

6 士 3 4
。

5
‘合八

1 1 2
。

8 土 2 3
。

4

1 1 7

。

3 士 2 0
。

2

1 0 9

。

7 士1 9
。

3

4 9

。

5 士 7
。

3
2

。

4 土 4
。

3 6

。

4 土 4
。

4

4 0

。

5 士 4
。
一

3 4
。

3 士 3
,

8 二

( 浊度指数% )

18 。

0 士 9
。

9

5 3

.

6 土 1 5
.
7公‘

4 3
。

6 士 2 0
。

9

3 3

.

5 士 1 2
.
5
.

4 0
。

1 士 1 1
。

4

了占
11茶茶柳柳安

与高脂对照组比
.
尸< 0

。

。5
, . 申
尸< 。

.
0 5
. , .

尸< 0
.
0 01

,

与正常对照组比从‘尸< 。
。

00
1

公
.
3 柳茶对高营养大鼠血脂和脂肪组织的影响

:
50 9左右的幼年大鼠

,

按体重
、

性别和窝别

搭配分为2组
,

每组 10 只
。

除基础饲料外
,

每天加喂营养饲料 (每 1。。g基础饲料中加奶粉109
,

猪油109
,

鸡蛋1只
,

浓鱼肝油10 滴 )
,

每周增加29
。

柳茶组每天灌胃柳茶7
.59 ( 生药 ) /k g

,

对照组给蒸馏水
,

连续8 周
。

断头处死
,

取血
、

肝测T G , 取生殖器周围脂肪称重
,

计算脂

肪系数 ( g脂肪/ 1009体重 ) , 在同一部位取小块脂肪组织
,

10 % 甲醛固定
,

切片后光镜下 观

察脂肪细胞形态变化
,

并用测微器测量最大脂肪细胞直径;(表s)
。

结果表明柳茶可显著降低

血和肝中T G ( 尸< 0
.
01 和0

.
05 )

。

两组大鼠体重差异不大 (分别为27 5
.4士40

.
69 和280

.
6士

2 7
.
69 )

。

生殖器周围脂肪重量虽还无明显减少
,

但柳茶组脂肪细胞已明显变小 ( 尸< 0
.0 5 )

,

且形态上开始有粘液变性的早期表现
,

表明柳茶组大鼠脂肪组织的萎缩可能 已经开始
。

裹3 柳茶对离营养大鼠血
.
肝T G及脂肪的影晌 ( 交土 S )

组 别
剂 量

(g生药/k g )

动物数

( 只 )

T G 最大脂肪细胞

血 (m g/ d l) 肝(m g /g湿肝 )

脂肪重量

(g/ 1009体重 ) (卜m )

等 体 积

7。 5
x

s 周

10 118
。

4 士 4 5
。

3

1 0
6 补4 土1 5

.
4二

27
。

4 土9
.
3 l

。

9
2 土 0

。

4 5 1
3 5

。

8 土 3 2
。

7

1 9

.

2 士 7
.
8
*

1
.
7 6 土 0

。

4 3 9 0
。

3 土 2 1
。

6 二

照茶柳对

与对照组比较
.
尸< 。

.
05

,

二尸< 。
.
01

2
.
4 柳茶对大鼠离体脂肪组织释放F F A 的作用

:
不饥饿的雄性大 鼠

,

以戊 巴比妥钠40 m g/

k g腹腔注射麻醉后
,

取出副皋脂肪垫
,

放入生理盐水中备用
。

秤脂肪组织每份200 m g若干份
,

剪碎后分装于长颈瓶内
,

按表4分组
。

3 李℃振荡培养90 m in
,

然后从各培养液中取出0
.
23 ~

0 .25 m l
,

mlJ
F F A 含量〔

“〕(表4)
。

结果表明柳茶有类似肾上腺素样促进脂肪分解
,

释放F F A 的

作用
,

并可被心得安部分拮杭
。

提示柳茶可能有促进脂肪动员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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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4 柳茶对大徽离体脂肪组组 F F A释放的影响 ( 夕士 S )

组 别
样本数

( 个 )
药 物 ( m l)

F F A 释放增加

印E q/ Zoom g
一

, o m i n ) 百分率(% )

释放抑制

百分率(% )

:

J�,.�� n一b��n

:

��.�几
�J

�

一�53.8

空白对照

阳性对照 工

阳性对照 n

柳 茶 I

柳 茶 n

柳
“

茶 nI

培养液4
.0

培养液3
.9 + A d ro一 (5 0卜g / m l )

培养液3
.8 + A d ro 。

l + 心得女。
。

1 ( 2 5 件g / m l )

培养液3
。
, + 柳茶0

。

l ( 3 o m g
/ m l )

:

培养液3
.
, + 柳茶。

.
1 ( 1 5 m g / m l)

培养液3
.
5 + 柳茶0

.1(3om g / m l) + 心得安0
。

1

0

。

3 8 土 0
。

1 0

0

。

9 2 土 0
。

3 5

.

0

。

4 1 土0
。

2 0

0

。

8 0 土0
。

2 9

.

0

.

5 5 士0
。
1 2

,

0

。

5 6 士0
。

2 2

与空白对照比
.
尸< 。

.
0 5

3 讨论

血浆中脂质转运 于各组织间往往可以反映体内脂类代谢的情况
。

现采用多种模型研究了

柳茶对脂类代谢的凋节作用
。

结果表明柳茶能显著降低大鼠血清T G
,

虽对T C 的降低 作 用

较弱
,

但能降低卜L P和升高H D L 一C
,

降脂特点与安妥明相似
。

血中游离脂肪酸 ( F F A )主要来自脂肪组织中脂肪的分解
,

其浓度增加常反映脂 肪 动

员增加
。

本实验观察到柳茶可使大鼠F F A 含量显著升高
,

离体实验表明有类似肾上腺 素能

样作用
,

虽确切机理不清
,

但表明柳茶确有促进脂肪动员的作用
。

形态学研究也提示长期使

用脂肪细胞出现枯液变性
,

脂肪细胞缩小
,

如果用药时间再适当延长
,

可能会出现较明显的脂

肪组织萎缩
。

以上结果是否与民间所称健身
,

牧畜
“
掉漂

”
有关

,

尚需进一步证实
。

脂肪动员加速时
,

较多酮体或自由脂肪酸进入肌肉等组织
,

业在其中加速氧化利用
。

机

体能十分有效地利用脂肪酸氧化所提供的能量
,

减少对葡萄糖的需要
,

在糖供应不足时
,

脂

肪可代替糖供应能量 以防止血糖浓度过度下降
。

柳茶不但可 以促进贮存脂肪中脂肪的动员
,

为组织摄取利用
,

也可加速血浆乳糜微粒及极低密度脂蛋白中甘油三醋的分解
,

降低血中甘

油三醋浓度
,

防止脂肪在肝内堆积
。

柳茶对脂类代谢的调节可能是多环节的
,

是否有应用价

值尚需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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