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降低
,

而脂质过氧化物含量增高
,

这些都与 自

然衰老的表现相吻合
。

在给小鼠注射 D
一 ‘

}
飞乳

糖的 同时
,

给 小 鼠灌 服 1
、

5 9 / k g 的大 黑蚁

粉
,

能有效地防止 D
一

半乳糖诱发的小鼠衰老

性变化
,

说明大黑蚁粉有延缓或预防动物衰

老的作用
。

大黑蚁粉保护动物的超氧化物歧

化酶 的活性 (大剂 量 时似有激 活该酶的 作

用 )
,

降低脂质过氧化反应
,

对其延缓衰老可

能起一定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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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烟毒保健营养液抗氧化作用实验研究

同济医科大学生物学教研室 (武汉 4 3 0 0 3 0)

河南省鹤壁市第一 人民医院

张光成
.

方思鸣 周光云

高佛 臣 石 斌 马 涛

摘 要 利用解烟毒保健营养液 (Y D )研究其抗脂质过氧化作用
。

对烟毒的清除作用
,

以及对超氧

化物歧化酶 (S O D )活性的影响
。

体外实验结果表明
:
YD 能明显清除小鼠肝组织中脂质过氧化产物

(L PO )的含量
。

YD 有效剂量为 100 一 30 00 拌g / m l
,

对 L PO 清除率可达 87
.

4 %
,

并能完全清除由烟

毒引起的 LP O 升高
。

体内实验表明
,

小鼠经连续喂药 16d 后
,

对小鼠肝
、

脑组织中的 L PO 有明显清

除作用 (尸< 。
.

0 1 )
,

具量效关系
,

并能完全清除烟毒引起的 LP O 升高
。

对肝
、

脑组织中 S O D 活性有

明显的增强作用 (尸 < 。
.

0 1 )
,

并有量效关系
。

可完全清除烟毒引起的 S O D 活性的损伤
。

实验证明
,

YD 是一种有效的抗氧化作用和增强 S( )D 活性的保健营养液
,

具有保护吸烟者免受毒害的功能
。

关键词 保健营养液 脂质过氧化产物 超氧化物歧化酶 解烟毒 抗氧化

近年来
,

大量研究资料表明
〔‘

·

2 〕 ,

一些物

理
、

化学因子
,

如射线
、

化学物质
、

烟雾以及香

烟中的有害成分能使机体组织中产生脂质过

氧化物 L PO 和 自由基
,

同时损伤体内自由基

清除系统
,

降低超氧化物歧化酶 S( )D 活性
,

导致各种疾病和组织 损伤
,

如炎症
、

缺血
、

休

克
、

免疫功能 下降
、

心血管疾病
、

衰老
、

肿瘤

等
。

因此
,

寻找低毒有效的抗氧化药物
,

成为

广大医药工作者共同的 目标
。

本实验采用的解烟毒保健营养液 (Y D )
,

由河南省鹤壁市第一人民医院科技组高佛臣

医师等研制
,

为多种 中草药有效成分 的复方

煎剂
。

主要成分有苦芭
、

当归
、

惹芭
、

山檀
、

构

祀子等
。

通过给小鼠喂食烟垢及 Y D 等试验

后发现
,

一定量的烟垢可引起小鼠死亡
,

而经

喂食 Y D 后
,

小鼠生活正常
,

初步证明 Y D 有

解烟毒作用
。

为更深入了解其对烟毒引起组

织中产生过氧化脂质和对 自由基 的清除作

用
,

以及对组织中 SO D 活性 的影响
,

拟筛选

一种烟毒的抗氧化剂和吸烟者的保健剂
,

以

保护吸烟者免受烟毒之害
。

1 材料

L 1 Y D :

由高佛臣主治医生等研制
。

生药含

量 1 9 / m l
。

1
.

2 烟毒
:

烟毒滤膜从武汉卷烟厂购得
,

用

时以二甲亚矾溶解
,

再用 PBS 稀释之
。

. A dd r e s s :

Z ha n g G u a n g e h e n g
,

D e p a r tm e n t o f B 一o lo g y
,

T o n g ji M
e d iea l U n iv e r s ity

.

W
u h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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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空 l’J组
’

P < 0
.

0 1

3
.

2 体 内实验结果
: Y D 对小 鼠体内肝

、

脑

组 织 中的 LPO 清 除能 力和 对烟毒引起的

L PO 抑制效果 以及对肝
、

脑组织 中 SO D 活

性的影响见表 4
、

5
。

表 4 YD 对小鼠体内肝
、

脑组织中 LP(〕清

除作用(x 士 s )

分 I_ PO (n m o l/ m l) 清除率 (% )

组 脑组织 肝组织 脑组织 肝组织

ACDBE

1
.

3 动物
:

昆明种小 鼠
,

体重 20 士 2g
,

由本

校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1
.

4 试剂
:

均为国 产和进 口分析纯试剂
。

2 实验方法

2
.

1 体外实验
:

按文献
〔“

,
‘〕

的方法加以改进
,

测定 YD 抗氧化能力及有效剂量
。

2
.

2 体 内实验
:

把小 鼠随机分成 8 组
,

每组

10 只
,

具体分组及剂量 见表 1
。

每天 灌 胃 1

次
,

连续 1 6d
.

然后处死动物
,

测其肝
、

脑组织

中的 L PO 含量及 SO D 活性
。

表 1 动物分组及用药剂旦
’

分组 代号

阳性组 A

空 白组 B

小剂量组 C

中剂量组 D

大 剂量组 E

小剂量治疗组 F

大剂 量治疗组 G

阴性组 H

药物

烟毒

剂量

1一 2 “g / g w

GH
蒸馏水

Y D

Y D

Y D

烟毒 + Y D

烟毒十 YD

V it E

0
.

Z m g / g w

l m g / g w

s m g / g w

1 1
.

2 拌g / g w + 0
.

Z m g / g w

1 1
·

2 拜g / g w + sm g / g w

2 5 科g / g w

8
.

6 士 1
.

5 6
,

7士 1
.

2 一 一

4
.

5 士 1
.

1 3
.

8士 0
.

9 一

2
.

9 士 0
.

9 2
.

5士 0
.

8 35
.

6 士 2
.

4
.

34
.

2 士 2
.

2
.

1士 0
.

8 1 8士 0
.

7 53
.

3 士 3
.

6
倪

52
.

6 士 3
.

1
.

5 士 0
.

4 0
.

9士 0
.

2 6 6
.

7 士 5
.

7
.

7 6
.

3 士 4
.

4
.

2 士 1
.

6 3
.

3士 1
.

1 77
.

2 士 6
.

3
. 赞

8 1
.

0 士 6
.

3
.

5 士 1
.

1 1
.

8士 0
.

9 7 1
.

8 士 4
.

9 母 ”

8 3
.

1士 7
.

1
.

4 士 0
.

3 1
.

1士 0
.

3 一

与B 组 比较
,

尸< 0
.

01 ;
与 A 组比较 “ 尸< 0

.

01

表 5 Y D 对小鼠体内肝
、

脑组织中 S O D 活

性影响(于士
s )

, :

每克动物体重

2
.

3 测定方法
:

按文献
〔5

,

6〕
的方法测定 S O D

活性及 LP O 含量
,

按 (A
。
一 A动 x 10 0 / A

。

计

算 SO D 相对活性
,

按公式 10 x A 侧 / A 算计算

L PO 浓度
。

3 结果

3
.

1 体外实验结果
:

小鼠肝组织匀浆体外经

YD 及烟 毒处理后
,

其 Y D 本身的抗氧化能

力及清除烟毒的能力见表 2
、

3
。

表 2 Y D 对小鼠肝组织的抗氧化作用 (于士
S )

分组= 丁

脑

SO D 相对活性 SO D 活性增强率 (% )

组织 肝组织 脑组织 肝组织

A 3
.

9士 0
.

5 1 4
.

5士 1
.

5

B 5
.

1士 0
.

6 2 1
.

2士 1
.

4

C 7
.

6生 1
.

1 2 6
.

1士 2
.

1 2 3
.

1士 1
.

D 9
.

1士 1
.

0 3 0
.

3士 2
.

3 4 2
.

9士 2
.

E 1 0
.

5士 1
.

2 3 5
.

1士 3
.

0 6 5
.

6士 3
.

F 7
.

0 士 0
.

7 2 2
.

3 士 1
.

3 5 8
.

3士 2
.

(子 8
,

7士 0
.

7 2 8
.

2 士 1
.

6 9 4
.

5士 7
.

49
.

0士 4
.

8
关

78
.

5 士 4
.

1
份

10 5
.

9 士 7
,

2
.

79
.

5 士 6
.

7
任 资

12 3
.

1士
12

.

3
公 怪

组别 剂量 (拜g / m l)

对照

Y D 3 0 0 0

Y D 1 0 0 0

Y D 3 0 0

Y D 1 0 0

Y D 3 0

I P D (n m o l/ m l)

3 2
.

8土 3
.

2

4
.

2 士 0
.

8
赞 替

1 2
.

9 士 1
.

5
’

2 8
.

2 士 2 1
赞

2 9
.

4 士 2
.

5

4
.

4 士 0
.

5

抑制率 ( % )

8 7
.

4士 1
.

5

6 0
.

8士 2
.

1

1 4
.

3士 1
.

1

10
.

6士 0
.

9

8 6
.

6士 1
.

8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

0 1 ;与 V it E 比较
, ,

尸> 0
.

0 -

表 3 Y D 对小鼠体外肝组织中烟毒引起的

L PO 的清除作用 (二士 、 )

分组 剂量印 g / m l)I PO (n m o l/ m l) 清除率 (% )

烟毒组

空白组

烟毒+ Y D

75 8

7 58 + 3 0 0 0

5 5
.

7士 3
.

5
甘

3 2
.

8士 3
.

2

6
,

3 士 1
.

2
笋

9 5

H 9
.

3士 0
.

8 3 2
.

6 士 3
.

5

‘J I3组 比较
‘

P< 0
.

0 1 ; 与 A B 组比较 “ P < 0
.

0 1

4 讨论

4
.

1 本 实验 进 行 了体 外和 体 内 L PO 和

SO D 测定
,

结 果表 明
,

Y D 对 小鼠肝
、

脑组 织

体外和体内 L PO 都有明显的清除能力 (尸 <

0. 0 1 )
,

并呈剂量效应关系
。

体外实验有效剂

量 范 围 在 1 0 0 一 3 0 0 0仁g / m l
,

在 肝 组 织 中

3 0 0 0拼g / m l 剂 量 下 对 L p O 清 除 率 达

8 7
·

4 %
,

与使用 3 0 拌g / m l的 V it E 效果相 当
。

据文献报道
〔3〕 ,

甘草黄酮 2 5拌g / m l
,

对小

鼠肝匀浆中 L PO 抑制率为 86
.

3 %
。

甘草黄

酮是一类高效抗氧化剂
,

是甘草 中一种纯净

单体
,

但其 含量 低
,

提 取工 艺复 杂
,

价 格 昂

贵
〔7 几 。

而本研究中使用的 YD 属中药复方 煎
.

2 2 8
-



剂
.

其 中各种配伍药源丰富
,

工 艺简便
,

价格

低廉
,

但其抗氧化作用与甘草类黄酮相当
。

因

此
,

具有广阔的开发应用前景
。

4
.

2 Y D 对体外组织 由烟毒引起 的 L P( ) 增

高有极为明显的清除作用
。

在 3 0 0 。胖g / m l剂

量下其抑制 L PO 的效率高达 9 5
.

9%
。

目前

还未见有类似的报道
。

4. 3 Y D 对小鼠体内实验证 明
,

高
、

中
、

低不

同剂量组对其肝
、

脑组织中 L P( ) 都有明显的

清除作用 (P < 0
.

01 )
,

且具量效关系
。

剂量越

大
,

清除率越高
。

实验证 明
,

YD 可大幅度降

低机体组织中 LP O 的浓度
,

有效地清除烟毒

引起的 L PO 含量
,

这 与体外实验结果一致
。

4
.

4 实验表 明
.

3 个 不同 Y D 剂量 中 S( )D

相 对 活性与 对 照组相 比有 明显 升 高 (尸 <

0. 01 )
,

特别对脑中 S( )D 活性升高更为明显
,

达 10 5
.

9 %
。

而在经烟毒作用后再给予 YD
,

其 SO D 活性能 升高到正常水平 以上
,

说明

Y D 能对抗烟毒对 S O D 的损害作用
,

可修复

机体内自由基的防御系统等功能
。

实验结果表 明
,

Y D 不仅 可抗香烟中有

害成分的过 氧化作用
,

提高组织细胞中 sO D

活性
,

保 护吸烟者 免受毒害
,

同时
,

Y D 对提

高机体免疫 力
,

增强体质
,

增强脑 细胞功能
,

延缓衰老等方面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建议

进一步深入研究
,

开发利用
,

造福于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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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贰抗氧化作用初探

河南省医学 科学研究所 (郑州 4 5 0 0 5 2) 刘金玲 刘晨江 王庆端 赵老鸿 买 凯

葛根为豆科植物 野葛 尸 u e r a r ia 20乃a t a (w illd
.

)

O h w i的根
。

其 根 含 大 豆 素
、

大 豆 贰 (d a id z in
黄豆

贰 )
,

大 豆贰元 (d a id z e ln )
.

葛根 素(p u e r a r tn )等成分
。

有扩张冠状动脉和脑血管
,

降压
,

解热
,

抑制血 小板

聚集
,

提高颗粒细胞内
c AM P 的功能等作用Ll

一 。

临床

上有报道
:

心血管疾病与脂质过氧化有关
.

冠心病患

者红细胞中 s O D 含量下降匡
。

本文对大豆贰的抗氧

化作用进行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大豆贰由本所药化室提供
。

取 18 一 1 9 9 昆明种

雄性小鼠 (河医大动物中心提供 )30 只
,

随机分成 5

组
,

每组 6 只
。

分为正常对照组
,

C CI
;
对照组

,

大剂

量组
,

小剂量组
,

V it E 组
。

每天灌胃给药一 次至 第 9

天
。

正常对照组
,

CCI
‘
对照组给生理盐水

;
大剂量组

给大豆贰 1 7 6 m g / k g ;
小剂 量组给大豆贰 4 4 m g / k g ;

V itE 组给 V it E Zo om g / kg ;
第 1 0 天晚

,

除正 常组外
,

《中草药》1 9 9 6 年第 2 7 卷第 4 期

其余 4 组 (2
,

3
,

4
,

5) 均腹腔注射 CCI
;

的液状石蜡溶

液一次 (IOm l/ k g )
.

随即禁食
,

2 4 h 后断头处死
,

迅速

剖取肝脏分析
。

小鼠肝脏脂质过 氧化物 (LP( )) 含量测定用硫代

巴 比妥酸法圈
,

超氧化物歧化酶 (S O D )活性测定用

邻苯三酚法叫
,

统计 处理采 用 t 检验法
。

2 结果

小 鼠肝脏中 L P( ) 含量 测定结果 见表
:
C CI

;

组

明 显高 于 正 常组
,

大豆贰的大剂量组
,

小剂量组
,

V it E 组明显低于 CCI
;

组
。

C CI
;
组与正常组 比较 尸

< 。
.

02
;
大剂量组与 C CI

;

组比较 尸 < 0
.

05
,

小剂量

组与 c cl
;

组比较 尸 < 0
.

0 5 ;
大剂量组与 V it E

组比较 P < 0
.

0 05
。

小鼠肝脏 S O D 活性测定

结果 见表
: CCI

;

组 明显低于正常组
,

大豆贰

的大 剂 量组
,

小剂 量组
,

Vi tE 组 明显 高 于

一

2 2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