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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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dd

r e s s :
S h i Ji n g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C l i
n i e a

l P h
a r m a e o lo g y ,

C I飞 a n g h a i H
o s p i t a l

,
S h

a n g h
a i

解放军 总医院

《中草药 》 19 9 7 年第 28 卷第 5 期
.

2 8 5
·



甲基纤维素配 成混悬液
,

40 rn g k/ g 灌胃给

药
,

每日 1 次
。

模型组和正常对照组给予等量
1%梭甲基纤维素

。

每 日给药后 30 m in
,

模型

组和姜黄素组灌 胃给予脂肪乳剂 (含 7
.

5 %

胆固醇
,

15 %猪油
,

2%胆酸钠
,

1% 甲基硫氧

啥吮 ) 10 m L / k g
,

连续 10 周
。

每周称体重 1

次
,

根据体重调整药物及脂肪乳剂的给予量
。

1
.

3
.

1 样品的处理及检测
:

末次给药和脂肪

乳 24 h 后
,

大鼠用 乙醚麻醉
,

心脏穿刺取血
,

分成不抗凝管和抗凝管 (用 3
.

8 %拘椽酸钠

抗凝 )
,

分别分离血清和血浆
。

取肝脏组织约

1 9
,

用 0
.

1 m ol / L 磷酸盐缓冲液制成 1 :

10

的匀浆
,

4 C 10 0 0 0 又 g 离心
,

取上清备测
。

血清胆 固醇 ( C H )和甘油三醋 ( T G )的含

量用酶法测定
,

使用仪器为 日立
一

7 1 5 0 型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
。

血浆及肝匀浆的 S O D 活性

用化学 发光法
〔们 测定

,

M D A 含量用 硫代巴

比妥酸 比色法
〔 5〕
测定

。

1
.

3
.

2 统计方法
:

实验所得数据用平均数土

标准差 ` 士 S )表示
,

用方差分析判断统计学

意义
。

2 结果

2
.

1 姜黄素对大鼠 C H 和 T G 含量的影啊
:

各组大鼠给药和脂肪乳剂 1 0 周后 C H 和 T G

的含量见表 1
。

给予脂肪乳剂后
,

大鼠的 血脂

含量 ( C H 和 T G )较正常组明显升高
。

姜黄素

给药后可抑制饲喂脂肪乳大鼠的血脂升高程

度 ( P < 0
.

0 5 )
。

表 1 大鼠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醋的含量

度 明显低于模型组 ( P < 0
.

05 )
。

姜黄素组的

血浆 (S ) D 活性有升高的趋势
,

但无统计学意

义
。

表 2 大鼠血桨 S O D 活性和 M D A 含量

组组别

瑰炭赘
S〔 ) D `U /一 , M D A`

一
, / 1

一

,,

正正常对照组 8 4 3 9
.

7士 6 6
.

6 9
.

时士 2
.

0999

高高脂模型组 8 4 4 5
.

5士 78
.

3 26
.

84 士 9
.

82
, `̀

姜姜黄素组 8 4 9 1
.

7士 6 9 4 1 5
.

1 6士 1
.

9 5 二 △△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p < 0
.

01 )
.

与高脂模型组 比较

△尸丈 0
.

0 5

2
.

3 姜黄素对高脂血症大鼠肝脏 S O D 和

M D A 的 影响
:

大鼠肝 匀浆 中 (S ) D 活性 和

M D A 含量的测定结果见表 3
。

各组大鼠肝脏

的 (S )1 ) 活性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

高脂模型组

肝脏 的 M D A 含 量较对照组 明 显提高 (尸 <

。
.

05 )
,

姜黄素组肝脏的 M D A 含量与对照组

比较 无 明 显变 化
,

但较模型组 为低 ( P <

0
.

( ) 5 )
。

表 3 大鼠肝脏 SO D 活性和 M D A 含量

。。 ,别

魂笠竺
S O D ` U / 1· ,

,

, M D A `

一
` /· ,,

正正常 对照组 8 70
.

74 廿 9
.

洲 2雌
.

1士 2魂
.

111

高高脂模 型组 8 7 0
.

5 6士 8
.

8 4 2 4了
.

4 4士 2 5
.

4
··

姜姜黄素组 8 75
.

98 土 13
.

5 0 2 2 4
.

2士 17
.

4△△

动动物数 血清 C H 和 T G 含量 ( m m ()l / I汤 士
s
)))

组组别
r , 、

一一
-

-

—
— 一一一、、 夕气少 (几日 l

,

(妥妥

正正常对照组 8 3
.

帕 士 0
.

56 0
.

4 2士 0
.

巧巧

高高脂模型组 8 1 2
.

肠 士 3
.

17
’

1
.

5 G士 。
.

74
, 二二

姜姜黄素组 8 9
.

5。 二 2
.

94 “ 八 1
.

以士 0
.

枪
, *

么么

与正常组 比较
怪 甘

P < 0
.

引
,

与模型组 比较 乙产( 0
.

仍

2
.

2 姜黄素对高脂血症大鼠血浆 只O D 和

M D A 的影响
:

大鼠血浆 S O D 活性 M D A 含

量见表 2
。

给脂肪乳剂后
,

大鼠血浆的 M D A

含量均较未给高脂饮食的正常对照组 明显升

高 (尸 < 0
.

01 )
,

但姜黄 素组 的 M D A 升高幅
·

2 8 6
·

与正常对照组 比较
资 尸 < 0

.

0 5 ,

与高脂模型组 比较

欢 尸 < e
.

0 5

3 讨论

动脉粥样硬化 ( A )S 是常见病
、

多发病
。

目前认为
,

A S 是多种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脂质代谢的异常
,

血小板功能的异常均在其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幻 。

在 A S 形成的过程中
.

自由基导致的脂质过氧化对细胞膜的损伤可

促进 A S 的发生和发展
〔7 〕 ,

而抗氧化剂的应

用有防治 A S 的作用
幻 。

日前 的研究发现
,

姜黄素有着多种生物

活性
。

动物实验及临床研究
.

均证明
,

姜黄素有

一定 的降低 C H 和 T G 的作用
〔”

,
1。 」 ,

姜黄索

的抗 自由基活性亦得到 了研究证明
能

,
卫

·

厂̀, 。

实

验观察到
.

高脂模型大鼠在血脂升高的同时
,

血浆脂质过 氧化产物 M D A 的含量也升高
,



表明脂质的过氧化处于较高水平
。

姜黄素可

以降低高脂模型大鼠 C H 和 T G
,

同时还可

降低血浆 M D A 的含量
,

提示姜黄素降脂的

同时亦有抑制脂质过氧化的作用
。

鉴于姜黄

素有降血脂
、

抗血小板
〔 , 1〕和抗 自由基的多种

作用
,

还有实验发现其有抑制平滑肌细胞增

殖的效应 l2[
〕 ,

预计其可在多个环节抑制 A S

的发生和发展
,

对防治 A S 起到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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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刺灵膏药效学研究

广西药品检验所 (南宁 5 3 0 0 21 ) 许振朝
命

覃君 良 陈邦树

摘 要 实验结果表明
,

骨刺灵膏能 显著地抑制巴豆油所致的小鼠耳肿胀及卡拉胶所致的大鼠足

环肿胀
,

显示本品对急性渗出性炎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

本品能显著提高小鼠热板致痛的痛闽值
,

有显著的镇痛作用
。

能扩大小鼠耳血管
,

并促进兔耳皮下血斑的吸收
。

以上结果给本品的临床应用

提供了一定的动物实验依据
。

关祖词 骨刺灵膏 抗炎 止痛 扩张血管

骨刺灵膏由三七
、

当归
、

姜黄等组成
,

广

西桂林第四制药厂研制的中药膏剂用于痹证

引起的肿痛
,

临床外贴给药
。

据中医对痹证的

治疗原则
,

本试验设计了祛风化湿
、

温经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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