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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综述了构祀及其有效成分如构祀多箱的药理学研究进展
。

拘祀是茄科植物宁夏构札� �
。�� � �。� �� �� �� �

�

的千燥成熟果实
,
具滋肝补肾

、

益精

明目之功
。

《本草纲目 》中记载构祀
“
久服

,
坚筋骨

,
轻身不老

,

耐寒暑
。

⋯⋯补精气诸不

足
,

易颜色
,

变白
,

明 目安神
,

令人长寿
” 。

几千年来许多延年益寿和宫廷秘方中都用到拘

祀� , 〕
。

近年来对构祀及其有效成分如构祀多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药理学研究日益活跃
,

翔喻床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

� 对机体免皮功能的影响
�

�

� 对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影响
� � � �对环磷酞胺 � � � � 和�� � 。照射所致的白细胞数降低

有明显的升白作用
,

而对免疫器官的重量和常压耐缺氧作用无明显影响〔幻
。

构祀提取成分能

明显促进体外培养的第�� 代二倍体 �� � � �细胞的生长增殖速度
,
提高巨噬细胞吞噬率及 吞

噬指数
,
细胞多见分裂

,

增殖数成线性上升
,

受此作用的巨噬细胞数量增多
,
体积增大

,

伪

足增多及吞噬红细胞的能力增强
,

即提高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

通过测定� � 花

环和 � � 花环形成率发现
,
� � �能显著增加巨噬细胞�

� 、
和� � 受体的数量及活力

,

并 减 弱 醋

曝氢化可的松对巨噬细胞�
。、
和� �受体的抑制作用

,

可见� � �既是免疫增强剂
,

又是免疫 调节

剂〔�
。

构祀有免疫促进作用
,

�� 例体质虚弱
、

白细胞数偏低的志愿者和�� 例进行放疗的恶性

肿瘤患者口服构祀后
,

志愿者白细胞数由服药前 � � � �士 �� � �� � �
,
提高到 � ��� � � � � �� � � 气

淋巴细胞转化率 � � � � � 由��
�

�� 土 �
�

��  提高到 � �
�

�� 士 �
�

��
,

特别是恶性肿瘤 放疗 患

者由 � � � �士 � �。� � �
�
提高到 � � � �士 � � ��� � �

�,

而未中断治疗者
,
� � � 及巨噬细胞 吞噬功

能也均有提高〔�〕
。

构祀子水煎剂能增加大鼠中性粒细胞吞噬死酵母菌的作用
,

并能 恢 复 注

射过磷酸胺的小鼠白细胞数
,

它和 � � �都能增加溶血空斑形成细胞 �� � �数
。

观 察�� 味

补益中药对白细胞计数
、

中性粒细胞吞噬活性
、

��� 数的影响
,

构祀子属第 �� 位〔�, �〕
。

�
�

� 对特异性免疫功能的影响
�

�

�
�

� 增强或促进体液免疫功能
�
采 用 � �� � � �

�
佐剂诱导 � � � � � � 小鼠产生血清 高

免疫球蛋白�� � 的 模 型 发 现
,
口饲构祀子组血清抗� � ��� � 水平较对照组低 �尸� �

�

� ��

说明它对 �� �抗体应答有一定调节作用
,

可抑制小鼠�� �合成〔�〕
。

构祀袋泡茶可提高小鼠�� �
、

�� �
、

�� �含量
,

及抗体生成细胞和抗体效价“〕
。

应用��一 �细胞株 �� � �
、
�� �

。 � ‘

� 研

究不 同月龄鼠的抗体消长水平及拘祀子的调节效应发现
,

在��一�促分泌作用下
,

�� � 或�� �

的产生随鼠龄而增长
,

�� 月龄时达高峰而后下降
。

青年人� �� �产生的�卜�促�� � 分 泌 功

能较老年人高�
�

�倍
。‘

从人或鼠的年龄对 ��
一�消长水平分析发现

,
��一�不像��一�成 ��一� 随

年龄增长而下降
,

仅在晚年才急剧下降
。

构祀子提取液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

对老龄鼠尤其

明显
,

但对老年人则不同
,

表明中药调节机制的复杂性与影响因子的多因性〔�� 〕
、

给 � �� ���

大 鼠灌服构祀袋泡茶后
, �

免疫球蛋白含量 �特别是 �� �
,
尸� �

�

�� ��和补体活性均高于对 照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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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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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弋 透� 奋�



组
,

实验前后 自身对照结果相同
,
�� � 含量及补体�

‘
明显增高 �� � 。

�

�� �, � � 。
�

�� � 〔�幻
。

�
�

�
�

� 增强或促进细胞免疫功能
� � � �可增强正常小鼠和� �处理鼠的� 细胞介导的免疫 反

应与� � 细胞的活性
。

腹腔注射� � �可提高小 鼠脾脏 � 淋巴细胆伪堆残劝徘
,
堆张 � �  的 杀

伤功能
,

特异杀伤率由�� �升至 �� �
,
并可刘抗� �对 ,�� 鼠�

、
� � �禾

�

卜� 匆肪的免 疫 抑 制

作用
,

其中� 淋巴细胞的相丸增殖指数 �� �� � 由�� � 升至 ���  
,
� �刘� � �的批制率由单

用的 �� � 降至 与� �  合用的 �� �和 ��  
,
� � 细胞的杀伤率也 由� �单用的�

�

� �升至 �� � �

�� � 〔卫�〕
。

老年小鼠脾�� �数明显低于正常成年小鼠水平
, 下降� ��

,
对� � � � 诱导下

� � 一

� � � 掺入胸腺细胞值也明显降低
。

予� ��后掺入值显著毅高
,

约提高 �� 倍 � �� �� � �时 �
,

脾� �� 值升至正常成年水平
。

应用超适剂量绵羊红细胞 � ��  ! �免疫法 � �� � �表明
,
适

宜剂量 � �� � � � � � 的� � �刘老年,�� 鼠抑制性� 细胞 �� � � 有明显调节作用
,

增 强 � � 的 活

性 , ��
、

�� � � � � � 时对�
�
细胞功能的增强作用明显下降〔13〕

。

构札能明显促进C o n A 活 化 的

脾淋巴细胞D N A 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
其促进 D N A 合成的最适浓度为2。。卜g / m l

,

合成 高

峰在48 h
,

并能明显增强IL
一2 的产生

,

对D N A
、

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及IL 一2产生的影响基 本

是相平行的〔, ‘〕
。

对 117 名健康老年人 ( 60 ~ 82 岁 )及44 名中青年正常人进行免疫功能测定表

明老年人确有细胞免疫功能减退
,

服用L B P 后
,

卜玫瑰花形成细胞 百 分 率 ( E很FC% )
SR BC数 、

L B T
、

瓜清溶菌酶含量 ( L Z M )
、

T 细胞绝刘数值均较服药前明显提高
,

其 中

L B T 及L z M 含量达到中青年组水平
。

说明L B P可增加T 细胞表面E受体的数量
,

并通过增 加

T 细胞的数量及增强其活性而对免疫系统产生调节作用
,

可根据老年人免疫功能水平服用L B

p来调节其功能cis〕
。

1
.
2

.
3 对细胞因子及L A K 细胞的影响

: L P B对IL 一2 的活性有增殖作用
,

并可使老 年小 鼠

IL 一 2 活性得到恢复
。

在诱导脾细 胞IL 一 2的培养裤(脾细胞5 x l。
’
/ m l和C O n A 4。/ m l) 中加

入L B P
,

所制备的含 IL
一 2上清液可 使成年小 鼠 ( 2月龄 ) 胸腺细胞在体外 增 殖 活 性 (

吕
H
-

T d R 掺入法 ) 升高
,

并显著提高老年小 鼠 ( 16 月龄 ) 的IL一促进淋 巴细胞增殖水平
,
达 成

年水平〔1
“〕

。

给小 鼠腹腔注射L B P后
,

可明显促进其脾细胞增殖
,

脾淋巴细胞得 率比生 理盐

水 ( N S )对照组高4倍
。

将这种脾细胞经IL ~ 2体外诱导 后
,

用‘2 “
I U d R 释 放 分 析 研 究 发

现
,

L B P 组小鼠脾淋巴细胞的L A K 活性 较N S组提高26 % ~ 80 %
,

体外IL 一 2用量降低50 %
。

L B P 注射老龄小鼠可显著促进脾细 胞 增 殖 外
,

L A K 活 性 可 提 高 12 0% ~ 200 %
,

体 外

IL 一2用量降低 75 % 以上〔1了〕
。

5 x l 。‘U I L
一 2体外注射可直接诱导 出一 定 的 脾 细 胞 L K A 活

性
,

也可提高小 鼠脾细胞在大 剂 量 IL 一2 (
6 0 0 0 U /

1
.
2 x l夕淋巴细胞/m l) 冲 击 1h 的抗 肿

瘤活性
。

I L
一2 和L B P 一 同注射可进一步提高这 种 快速L A K 细 胞 的 抗 肿瘤 活 性

,

使 之

达到常规L A K 水平
。

提示L B P 在体内不但可提高常规L A K 活性
,
并能 提 高 快 速 L A K 括

性c18〕
。

临床观察发现拘祀提取物能提高老年人总玫瑰花环 ( E tR F C ) 百分率及T 一L B T (
尸<

0
.
01 及尸< 0

.
05 )

,

具有提高机体工作能力和消除衰老症状的作用
,

并增加外周白细胞总数

及嗜中性粒细胞 ( 尸< 0
.0 1 )

,

以增强特异性免疫
,

促进细胞免疫及 部分体液免 疫〔19〕
。

随

年龄增长
,

细胞因子对 T 或 B细胞增殖功能下降
,

拘祀子提取物对上述细胞及细胞因子 呈 双

向调节作用
,

高浓度 ( lm g/kg ) 呈不同浓度的抑制效应
,

而低浓度 ( 10
一“

m g / k g ) 具有增

强作用
,

但对Ig 生成作用较小〔2。〕
。

构祀子具有免疫调节效应
,

20 位老人服用构祀子提取 液

合剂3周后
,

2
/

3 以上人T 细胞转化功能及IL 一2活性分别平均增加3
.
28 倍

、
2
.

26 倍
,

精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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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
、

食欲
、

侧功龄等均布所好轧L2 1〕
。

枚祀子税朗显刘抗铅的炙疚毒性
,

给小鼠灌服低剂

量 ( 2 0
一

m
g

/
只 ) 构祀子水煎剂

,

对小鼠正常免疫功能无明显 增强作用
,

但可明显对抗铅 降

氏外周T 淋巴细胞数
,

抑胃迟发性度态反应布降低抗体效价等免疫毒性〔2幻
。

L B P 增强 免疫

功能的机理可能部分是通过调节中枢下丘脑与外周免疫器官脾脏 交感神经释放去甲肾上腺素

等单胺递质及肾上腺皮质释放皮质激素等环节相互协调而实现的〔23〕
。

2 抗肿瘤作用

使用 C
S,

B L 纯系小鼠及可移植但L ew is 肺疙模型实验发现
,

单用 L B P对肿瘤生长无 明

显抑制作用
,

而结合放疗则显示出明显 的放射增敏作甩 得到剂量修饰因子平均为2
.
05

,

它

对 急性乏氧性肿 瘤 细 胞 也有一定酌放射增敏效应
,

对机休无明显毒性作用〔24 〕
。

临床对 61

例不能科手术 的原发性肺癌患者进行 随机对男试验表明
,

联合组 ( L B P 十 放疗 )和对 照 组

(单纯触疗 ) 的完全缓解率 ( C R ) 分别为so
.
C%

、
2 6

.

9
%

,
2 织的 ( C R ) 十部分缓 解 ( P

R )分别为92
.
3%

、

57

.

7
% (

尸< 0
.
01 )

,

L B P 还能提高和保护放疗患者的免疫 功 能〔25 〕
。

L B P 能增强正常小 鼠经C o
n A 处理的巨噬细胞抑制肿瘤靶细胞增殖的活泪

一

,

不 同 剂量的L B P

与小剂量 ( 2 50协g /只 ) 厌氧短棒杆菌菌苗 (
co ryne b a e teriu m p a r vu m ,

C p
) 合用时

,

均有既显的协同效应
。

L B P 浓度为20 m g /k g时效应最显著
,

对靶细胞P
。1 5及 P

38:
增殖抑制率

分别为85
.5%

、

6 3

.

6
%

,
C P 对照组为28

.
1%

、

24

.

0
%

,

表明合并应用可减少两者的用 量
,

增强效应
,

减轻C P的毒副作用
。

L B P 为主要作用于T 细胞的免疫增强剂
,

能 增 强C T L
、

N K 细胞的功能
,

C P 为巨噬细胞刺激剂
,

合并应用于免疫应答不 同环节的免疫增强 剂 可 获

得协同效应
。

这将为临床肿瘤的免疫疗法中免疫增强剂的联合应用提供参考
。

此外还发现
,

来 自经肿瘤细胞免疫小鼠的腹腔巨噬细胞表现出较强的特异性抑制肿瘤增殖括性
,

L B P 则加

强其作用
。

说明L B P无论对巨噬细胞在非特异性抗肿瘤或特异性抗肿瘤过程中均有一定的激

活作用〔2“〕
。

S
, : 。

荷瘤小 鼠细胞免疫功能逐日下降
,

L B P 能升高其脾脏T 淋 巴细胞
3
H 一

T d R 的

掺入值 (
ep m )

,
T 淋巴细胞增殖反应 ( R P I ) 从相当于正常的0

.3% 提高到24
.3 %

,
2 0

~
2 0

m g
/

k g L B P 抑瘤率为31 % ~ 3 9 %
,

与C y合用可提高C y的抑瘤率 ( 由14 % 升至 54 % )
,

有

明显的协同作用 〔27 〕
、

用拘祀子冻千粉混悬液和C y联合治疗大 鼠W
a lkt

r
癌肉瘤25 6时

,

L B P

对C y导致的白细胞减少有明显 的保护作用
,

一周 内白细胞数 即有明显回升
,

第 14 天升 至 正

常水平
,

提高机体免疫能力
,

减轻C y的毒副作用
,

促进机体造血功能的恢复〔28 〕
、

以L B P中

西医结合治疗20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
,

结果存活 1~ 3个月 3例
,

4
~

6 月6例
,

7 一 9月 1 例
,

10 ~

12 月 4例
,

16 一 J8 月 3例
,

18 ~
2 1月 1例

,

22 一24 月 2例
。

本法可减少化疗对造 血系统 的 抑 制

及 胃肠道反应等副作用
,

并能改善免疫功能低下状态 〔““〕
。

3 抗氧化
、

抗衰老作用

拘祀子提取液有抗衰老
、

延缓衰老的作用
,

其在试管内明显抑制小 鼠肝匀浆过氧化脂质

( L P O ) 的生成
,

并呈剂量反应关系; 体内实验也明显抑制肝L P O 生成
,

并使血中 谷 胧 甘

肤过氧化物酶 ( G SH
一
P x ) 活力和红细胞SO D 活力增高

;
人体试验显示明显抑制 血 清 L p O

生戌
,

增高血中G SH
一
P x 的活力

,

但R B C
一
S O D 活力未见增高〔3

“〕
。

利用细胞 电生理方法
,

通

过对爪蛙卵母 细胞 电学功能的测试
,

观察到 自由基可使膜电汀
一

参数受损害
,

即膜功能受损
,

表现为静息电位值降低
、

膜阻抗和时间常数下降
,

与自然衰老神经细胞膜 的电学变化基本一

致
。

L B P 能有效地对抗 白由从过氧化
,

使受损膜 电学功能发生逆转 〔3 ’〕
。

对不同月龄
、

性别

的大鼠实验丧明
,

脑胞浆中SO D 活性与增龄无密切关系
,

两性别间也 无 差 异
。

线 粒体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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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在20 月龄组较8月龄组显著下降
,

主要是雄性鼠降低
,

未见线粒 体 G sH 一
P
x 与

增龄有明显关系
。

构祀子可使 鼠线粒体M nSO D 活性升高〔32 〕
。

L B P 具有调节脂质代谢 的 效

应
,

长期应激刺激 ( 电击加低剂量丫射线照射 )后
,

大鼠脾重指数
、

脾和大脑皮层总 脂 含量

明显降低
,

而大脑皮层指数显著升高 ( P 均< 0
.01 )

,

M D A 升高 (尸< 0
.
05 )

,
L B P 可使脾

和脑匀浆总脂水平与对照组接近
,

显著降低脾匀浆M D A 含量 ( 尸< 0
.
00 1 )

,

并对C C I
‘

导

致的小鼠肝脂质过氧化损伤也起到明显的保护作用〔33〕
。

25 名64 ~ 80 岁
、

生活可自理 的 老年

人 口服拘祀子 ( 50 g/ d
,

连续10d )后
,

血中sO D 活性
、

血红蛋白含量校服药前 升高48 %
、

1 2
%

,
L P O 降低65% ( P < 0 0 1 ) 〔

34〕
。

4 0 例56~ 51岁有衰老症状 (头昏
、

易疲劳
、

胸 闷
、

睡眠不良
、

食欲不振 ) 的患者 口服拘祀提取物100 m g/d
,

2 月后有38 例与衰老有关症状 完全

消失 ( 95 % ) 〔1。〕
。

实验观察L B P 能显著缩短果蝇从卵到蛹及卵到成虫的发育期
,

并能 显著

提高小鼠和果蝇的平均寿命门5〕
。

4 对细胞内遗传物质的影响

采用姊妹染色单体互换 ( SC E )和 A m
o s试验

,

观察L B P对体外遗传损伤的保护作用显

示
,

丝裂霉素 ( M M C ) 作用于离体人外周血淋巴细胞时
,

其遗传毒作用可使淋巴细胞 SC E

频率明显增高
,

加入L B P后使M M C 新诱发的SC E 频率明显降低
。

L B P 对二氨基劳 ( 2
一a m -

I n o r l u o r e n e
,

Z A F
) 在T A

:。。
菌株 为致突变活性 ( + 59 )也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随着 剂

量增加
,

Z A F 新诱发了相应回变菌落数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

两者均有明显的剂量反应关 系
。

提示 L B P对某些遗传毒物所诱发的遗传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

37 〕
。

31 例60 岁以上健康

老年人 口服拘祀子后
,

各组SC E 明显降低
,

自发SC E 频率降至与青年人相近似
,

诱 发SC E

明显低于青年人 ( 尸< 。
.
00 1 )

,

说明构祀子具有抗M M C 诱发SC E 作用
,

提高D N A 损 伤后

的修复能力
,

降低SC E 频率
,

对抗遗传损伤〔3幻
。

柯祀子还对淋巴细胞的正 常 增
;
殖 周 期 和

M M C 影响下的增殖周期都有明显的促进其增殖活力的作用
,

提示它对维护细胞正常 发育
、

提高D N A 修复能力和促进衰老细胞向年轻化方向逆转都起着有益的功效〔35 〕
。

5 对造血系统的影响

L B P ( 腹狡注射 10 m g/kg
,

连卖3d ) 可皮王赘小鼠骨黯扣爆 式 红 系 集 落形 成 单 位

( B F U
一
E ) 和红系集落形戎单位 ( C F U

一
E ) 分别上升到对照直的34 2%

、

1
92 %

,

外周血网

织红细胞 比例于给药后第3天上升到对照值的218 %
,

并能促进小鼠脾脏T 淋巴细胞分泌 集落

刺激因子
,

提高小鼠血清集落刺激活性水平
,

在体外培养体系中
,

L B P 对粒
~
单系祖细胞 无

直接刺激作用
,

但可加强集落刺激因子 ( C S F ) 的集落刺激活性〔40 〕
。

L B P 可促进正常 小鼠

骨髓造血千细胞 ( C F U
一
S ) 增殖

,

明显增如骨髓单系细泡 ( C F U
一
G M ) 数 氢

,

促 生C F U -

G M 向粒系分化〔4一〕
。

6 其它药理作用

构祀可增加小鼠皮肤经脯氨酸含量
,

显著增强小鼠的耐缺氧能力
,

延长其游泳时间
,

抗

疲劳〔42 〕
。

L B P 对C C I
‘

所致肝损伤有修复作用
,

对C C I
‘

所致的
sG P T 活性升高有明 显 的 保

护作用〔43 〕
。

构记煎剂可加强离体子宫的收缩频率
、

张力及强度
,

其影响随药量增加而加大
,

较佳剂量为20 m g/m l的生药〔
‘们

。

采 月体外根面细胞附着实验
,

观察拘祀对体外培养的 人牙

眼成纤维细胞 (H G F )在经 平整 过的牙周病根面上附着和生长的影响
,

表明在1
.
25 m g/ k g剂

量下
,

拘祀能促进H G F 在牙周病根而上附着和生长
。

病变根面上的附着细胞数量显著增多
,

分布均匀
,

铺展 良好
,

生 长较旺盛
,

明显优于病变对照组
,

接近正常对照组
,

提示构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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