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齿览对家兔体内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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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每天喂家兔马齿芡干粉 89
,

n 周后观察血清脂质过氧化产物 (丙二醛 )和超氧化物歧化

酶 (S o D )活力变化
。

结果
,

家兔血清丙二醛 ( M D A )含量明显低于食用马齿览前的水平
,

而血清

S O D 活力明显高于食用马齿觅前的水平
。

结果提示
,

通过提高 S O D 活力以减少和消除自由基和过

氧化脂质对机体的损伤作用可能是野生马齿览抗衰老功效的机理之一
。

关健词 马齿觅 超氧化物歧化酶 脂质过氧化物 抗氧化

野生马齿觅具有食用药用两重性
,

长期

在民间应用
,

它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

具有清

热解毒之功效
。

近来美国农业部科学家发现

它含有大量抗衰老的有效成分
〔` 〕 ,

我们通过

测定血清 S O D 活力和 M D A 含量变化进行

了实验研究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动物
:

采用本校动物饲养中心繁殖的成

年健康家兔 20 只
,

雄多雌少
,

体重 2一 2
.

5

k g ,

按体重随机分为 2 组
,

每组 10 只
。

1
.

2 野生马齿觅干粉
:

本室于夏秋季 自己采

摘
,

然后洗净悼过
,

晾干或 45 ℃低温烘干
,

粉

碎成细粉末
,

新鲜马齿觅与干粉重量 比例 为

1 0 : 1
。

.1 3 试剂
:

S O D 测定
、

M D A 测定试剂盒
,

均

为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产品
。

1
.

4 仪器
:

旋涡混匀器
,

恒温水浴箱
, 7 21 分

光光度计
。

1
.

5 方法
:

实验家兔单笼喂养
,

喂基础饲料

预养 1 周
,

然后从每只兔耳缘静脉采血
,

分离

血清备用
。

实验开始后
,

实验组每只每天喂马

齿觅干粉 8 9
,

拌入部分基础饲料中
,

监督食

尽
,

然后饲基础饲料
,

对照组只喂基础饲料
,

两组饲料量一致
,

自由饮水
,

实验 n 周后两

组动物心脏采血
,

分离血清备用
。

2 结果

2
.

1 血清 S O D
:

家兔实验前后血清 S O D 活

力变化
,

见表 1
。

马齿览有升高 S O D 活力的

功效
,

对照组实验前后无明显改变
。

表 1 马齿览对血清 S O D 活力的影响

( x 士 , , n U /m L )

…戴鄂凳杰载烹飞剥
实验后两组比较

·
尸 < 。

.

01

2
.

2 血清 M D A
:

家兔实验前后血清 M D A

含量改变
,

见表 2
。

马齿觅有降低脂质过氧化

物
,

减少 M D A 的作用
,

对照组家兔随体重增

加其 M D A 含量亦明显上升
。

表 2 马齿览对血清 M D A 含量的影响

( x 士 s , n m o
l /m L )

组别 动物数

实验组 10

对照组 10

实验前

5
.

3 5士 0
.

6 7

5
.

2 5士 0
.

5 7

实验后

3
.

5 9士 0
.

5 9
.

6
.

7 2士 0
.

6 3

< 0
。

0 1

( 0
。

0 1

实验后两组 比较
·
尸 < 0

.

01

3 讨论

自由基在体内可引发脂质过氧化
,

产生

过氧化脂质
,

后者再分解成 M D A
,

其含量的

多少可反映组织细胞的脂质过氧化速率或强

度
,

本实验以 M D A 值评价机体抗氧化能力
,

结果表明马齿觅可以提高家兔机体的抗氧化

能力
,

使血清 M D A 含量减少
〔2〕 。

S O D 可以清

除自由基
,

减少 M D A
,

具有抗衰老的重要作

用 〔 7〕 。

美国科学家 S im o p o u l o s
等发现野生马

齿觅含有大量抗衰老的有效成分— 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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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本

实验结果亦提示野生马齿觅可以通过提高机

体抗氧化酶的活力来抑制机体的脂质过氧化

反应
。

经常食用野生马齿览将有益于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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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对高脂血症大鼠血浆和肝脏超氧化物

歧化酶和脂质过氧化物的影响

长海医院临床药理室 (上海 2 0 0 4 3 3) 石 晶
来

王中孝 ” 田亚平 ” 邓心新
` ’

摘 要 观察了姜黄素对高脂模型大鼠的降脂作用
,

同时还观察了其对血浆和肝脏组织超氧化物

歧化酶 (so D )和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 ( M D A )含量的影响
。

结果显示
,
口服姜黄素 40 m g k/ g

·
d

共 10 周
,

可使高脂模型大鼠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醋的含量下降 (尸 < 0
.

0 5 )
,

血浆及肝脏的 M D A

含量下降 (尸 < 0
.

0 5 )
。

姜黄素可使血浆和肝脏的 S O D 活性略有升高
,

但统计学意义不明显 (尸 >

0
.

0 5 )
。

结果提示
,

姜黄素对高脂模型大鼠具有降低血脂和抗脂质过氧化的双重作用
。

这一作用可

在抗动脉粥样硬化中产生有利影响
。

关键词 姜黄素 高脂血症 超氧化物歧化酶 脂质过氧化物

姜黄素 (cu cr u m in) 是中药姜黄 uC cr u m a

lo n

ga L
.

中的酚类色素成分
。

目前发现
,

除了

作为色素添加剂外
,

姜黄素还有着广泛的药

理作用
〔” 。

其自由基清除作用已为较多的体

外实验所证实
〔2

, “ 〕 。

但对于整体动物
,

尤其是

整体病理模型动物的研究报道较少
。

我们选

用高脂血症模型大鼠
,

在观察姜黄素降脂作

用的同时
,

还观察了其对血浆和肝组织超氧

化物歧化酶 ( (S ) D ) 以及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

醛 ( M D A )的影响
。

旨在探讨姜黄素在抗动脉

粥样硬化中可能的作用机理和应用价值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动物
:

W i s t a r
大鼠

,

雄性
,

体重 1 8 8 士 1 7

g
,

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 中心提供
。

1
.

2 药品
:

姜黄素
,

北京怀柔生化研究所提

供
。

1
.

3 方法
:

大鼠随机分为 3 组
,

即正常对照

组
,

高脂模型组及姜黄素组
。

姜黄素用 1 %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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