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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葛碱的抗氧化实验研究

咸宁医学院生化教研室 ( 4 3 7 10 0) 何丽娅
朱

李立 中“ 吴基 良“ 刘忠明

闺 清 ” 郑 敏
’ `

陈饺峨
, ` ,

摘 要 采用大鼠海马缺血再灌注模型
,

观察蝙蝠葛碱的抗氧化作用
。

结果表明
,

蝙蝠葛碱能明显

降低大脑海马结构组织中 M D A 的含量
,

显著提高 SO D 活力和 G S H
一

P X 活力
,

S O D /M D A 比值和

G SH / M D A 比值显著升高
,

提示蝙蝠葛碱具有明显的抗氧化作用
。

关键词 抗氧化 蝙蝠葛碱 大鼠

蝙蝠葛碱 ( d a u r i e i n e ,

D a u )为防己科植

物 蝙蝠葛 (又名 山豆根 )材亡in sP e

o
u m da

u -

ir cu m D C
.

根茎中提取的一种双节基四氢异

喳琳类生物碱
。

它具有与奎尼丁类似的药理

作用
,

属于 I 类抗心律失常药
〔 1〕 ,

能抗冠心病

患者血小板聚集及血栓素的形成
〔2 〕 。

但对抗

氧化作用的研究
,

目前尚未见报道
。

现对蝙蝠

葛碱的抗氧化作用进行了初步研究
。

1 材料和方法

.1 1 动物
:

24 只 w is t er 大鼠
,

雌雄不拘
,

体

重 21 。一 2 30 9 ,

由本院动物室提供 (购 自湖北

医科大学动物饲养中心 )
。

1
.

2 药物和试剂
:

蝙蝠葛碱由陕西师范大学

中心实验室提取惠赠
,

含量高于 90 % 以上
,

用 N a O H 溶解
,

稀盐酸调 p H 值至 7
.

0 左右

供实验之用
; S O D 试剂盒购自同济医科大学

附属协和医院
;
还原型谷胧甘肤 ( G SH ) 为上

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产品
; 5, 51

一

硫代双 C二硝

基苯 甲酸 ) ( T D N B )和硫代巴 比妥酸 ( T B A )

均 为 F l u k a
公司产品

; i , i
,

3 , 3
一

四乙氧基丙

烷 ( T E P )为 A ldr ihc 公司产品
;
其余试剂均

为国产分析纯
。

` A d d
r e s s : H e L i y a ,

D e p t
.

o
f B io e

h
e m i s t r y ,

X i a n n i n g M
e d ie a

l C
o
l l

e g e ,

X ia n n i n g
. `

药理教研室
` 圣 ’

组胚教研室
何丽娅 女

,

科室副主任
、

副教授
。

毕业于咸宁 医学院医疗系
,

从事生物化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已十余年之久
。

现为中国及
湖北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会员

。

并先后参加和主持了多项省级以上科研课题的研究 ( 主要为缺血再灌注方面的研
究 )

。

近年来在省级 以上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和省级以上学术会议上交流论文共 40 余篇
,

其中第一作者 28 篇 (3 篇获奖
、

2

篇被某权威性学术刊物摘录 )
。

作者于 19 9 7
一。 4 调往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基础部生化教研室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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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测定方法
:

海马结构组织中 SO D活力

采用邻苯三酚 自氧法
〔, , ,

G S H
一

P X 活力采用

夏 氏法
以 〕 ,

M D A 含量采 用改良的八木 国夫

法
〔5〕 。

1
.

4 动物分组及制造模型
〔幻 :

将大鼠随机均

分为假手术组
、

模型组和 药物组
。

动 物用

1 0 %水合氯醛 ( 0
.

3 9 / k g )腹腔注射麻醉
。

模

型组和药物组结扎双侧颈总动脉 30 m in 后

解除结扎线自血再灌 60 m in
。

药物组分别于

动脉结扎前 10 m in 和松扎同时经颈总静脉

注射蝙蝙葛碱 2
.

5 m g / k g (总量 5 m g / k g )
,

然后再灌 60 m in
。

假手术组只行麻醉手术
,

不作血管结扎
。

30 m in 后立即开颅取双侧海

马结构组织标本
,

在冰浴环境 (4 ℃ )下匀浆
,

采用 L o w yr 法
〔别洒定 蛋 白质 含量

。

同时对

S O D 活力和 G S `{
一

P X 沂力 以及 M D A 含量

分别进行了测定

2 结果

2
.

1 对海马结构组织 SO D 和 G S H
一

P X 活

力的影响
:

结果 见表 1
。

模型组 SO D 活力较

假手术组有非常显著地降低
。

(p < 0
.

01 )
。

药

物组 SO D 活力则极明显的高于模型组 (尸 <

0
.

01 )
,

模型组 G s H
一
P x 活力 明显低于假手

术组 ( P < 0
.

0 1 )和药物组 ( P < 0
.

0 1 )
。

表 1 编蝠 葛碱对海马结构组织 S O D 和

G S H
一

P x 活力的影响 ` 士
s
)

组有显著性降低 ( P < 0
.

0 1 )
,

而药物组 S O D /

M D A 和 G S H
一

P X / M D A 比值则较模型组有

显著性增高 (尸 < 0
.

01 )
。

表 2 蝙福葛碱对海马结构组织 M D A

含最的影响 ( x 士 s )

组别 动物数 (只 )

假手术组

模型组

药物组

表 3

M D A ( n m o l /m g )

4
.

6 5 0士 1
.

0 1 0

7
.

1 1 0士 2
.

7 0 7
.

4
.

6 5 0士 1
.

3 6 7△

蝙蝠葛碱对海马结构组织 S O D /M D A

和 G S H
一
P X / M D A 比值的影响 ( x 士 s )

组别 动物数 (只 ) S O D / M D A

假手术组 5 1
.

5 8 5士 0
.

3 6 5

模型组 8 0
.

8 5 0士 0
.

2 8 6
`

药物组 8 1
.

943 士 。
.

6 67△

G S H
一
P X /M D A

2 6
.

8 3 3士 7
.

8 3 2

1 0
.

6 8 4士 2
.

7 5 7
肠

2 8
.

5 7 7士 1 1
.

6 3 9△

组组别 动
曾数

_

so “ “ H
一

xxxP
(((只 ) ( U / m g ) ( n m o l / m g

.

m i n )))

假假手术组 8 8
.

4 28 士 。
,

55 1 2 8
.

4 33 士 4
.

4 4333

模模型组 8 4
.

9 3士 0
.

5 6
.

7 2
.

7 60 士 6
.

5 1 8
““

药药物组 8 8
.

3 7 8士 0
.

68 4 △ 1 18
.

0 95士 3 8
.

2 4 7 △△

与假手术组 比较
’
尸 < 。

.

01 ;
与模型组 比较△ 尸< 0

.

01

( 下同 )

2
`

2 对海马结构组织 M D A 含量的影响
:

结

果见表 2
。

药物组 M D A 含量比模型组有非

常显著性降低
,

而模型组 M D A 含 量 比假手

术组则有极明显的升高
。

2
,

3 对海 马结构组织 S O D / M D A 和 G S H
-

P X /M D A 比值的影响
:

结果 见表 3
,

模型组

S O D / M D A 和 G S H
一

P X /M D A 比值较 手术

3 讨论

本观察结果证明
,

在大 鼠脑出血再灌注

时海 马结构组织中 M D A 含量 明显 升高
,

S O D 活 力 和 G S H
一

P X 活 力 则 明显 降低
,

S O D / M D A 比值和 G S H
一

P 入 / M D A 比值亦

大幅度 下降
,

表明机体氧化与抗氧化平衡紊

乱
,

脂质过氧化速率加快
,

机体自身抗氧化酶

系的保护功能减弱
,

继而加重脂质过氧化性

损伤
。

本实验预先经颈总静脉注射蝙蝠葛碱

后
,

能使海马结构组织 的 M D A 含量显著下

降
,

S O D 活 力 和 G S H
一

P X 活 力 明 显 升高
,

S O D / M D A 比值和 G S H
一
P X /M D A 比值亦

大幅度提高
。

提示蝙蝠葛碱提高 S O D 活力和

G S H
一

P X 活力
,

使脂质过氧化速率减慢
,

体内

氧化与杭氧化平衡紊乱有所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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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藻对实验动物血糖
、

血栓及血小板聚集的影响

广东药学院药理教研室 (广州 5 1 0 2 2 4 ) 江 涛
粉

唐春萍 伍爱禅 利红宇 汪 磊
` ’

摘 要 研究表明
:

螺旋藻可明显抑制大鼠的血小板聚集和实验性体外血栓的形成 ;并能降低正

常小鼠的血糖
,

但对四氧嗜陡引起的高血糖无影响
,

提示螺旋藻的降血糖作用机制可能与其刺激

卜胰岛细胞释放胰岛素有关
。

关键词 螺旋藻 羊亚麻酸 血糖 血小板聚集 血栓形成

螺旋藻 SP iur l i n a P l a t e n s i s 是一种多细

胞原始海藻
,

广泛分布于各种淡水和微碱性

的环境中
,

它富含蛋 白质
、

各种维生素
、

无机

盐和微量元素
,

此外
,

还有大量的胡萝 卜素
、

羊亚麻酸以及相当数量的藻多糖
、

藻蓝素和

多种酶等生物活性物质
。

据研究表明
:

螺旋藻

可使血清胆固醇
、

甘油三酷和低密度脂蛋 白

水平降低
,

高密度脂蛋 白升高
,

对实验性高血

压大鼠有降压作用
。

现通过研究螺旋藻对血

小板聚集和血糖的影响
,

进一步研究螺旋藻

对心血管系统疾病的防治作用
,

同时也为螺

旋藻的综合开发利用提供实验理论基础
。

1 材料

1
.

1 动物
:
N IH 小鼠

,

S D 大 鼠
,

雌雄兼有
,

由广东省卫生厅医用实验动物场提供
。

1
.

2 主要试剂
:

螺旋藻
,

深圳海 王药业有限

公司馈赠
;
阿司匹林

,

由本院药物化学教研室

提 供 ; A D P 钠 盐 ( lF u
ka 产 品 )

; 四氧 嗜 吮

( is g m a
产品 ) ;

优降糖
,

天津市力生制药厂生

产
,

批号
: 9 5 0 4 0 6 ;

降糖灵
,

江苏金坛市制药厂

生产
,

批号
: 9 4 0 7 2 7

。

1
.

3 主要仪器
:
B S

一

63 4 血小板聚集仪
,

北京

生 化仪器厂 产 品
; X S N

一

R l 型体外血栓形

成
、

血小板粘附仪
,

无锡县电子仪器厂产 品
;

72 1分光光计
,

上海分析仪器三厂产品
。

2 方法和结果

2
.

1 大鼠血小板聚集实验 ltj
:

健康大鼠 40

只
,

随机分 4 组
:

生理盐水组
、

阿斯匹林组
、

螺

旋藻高
、

低剂量组
,

连续灌胃给药
, 1次 d/

,

15

d 后 颈 动 脉 取 血 3
.

6 m L
,

置 于 含 0
.

4

m L 3
.

8%拘椽酸钠的离心管 内
,

然后以 1 0 00
r /m in 离心 5 m in

,

吸取上清液即富含血小板

血浆 ( P R P )
,

剩余以 3 o o o r /m i n 离 心 1 0

m i n
,

吸取上清液即贫含血小板血浆 ( P P P )
,

按比浊法
,

以 P P P 为 1 0 0写
,

在 p R p 中加入

诱导剂 A D P i o 产L ( 1 6 2 拼m o l / L )
,

用血小板

聚集仪测定血小板最大聚集率
,

结果见表 1
。

螺旋藻高
、

低剂量均对 A D P 诱导的血小板

聚集有明显抑制作用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非

常显著 (尸 < 0
.

01 )
,

且呈剂量依赖性
。

本 A dd
r e s s J ia n g T a o ,

D e P t
.

o
f P h

a r m a e

江 涛 男 1 9 8 6 年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

,

G
u a P h

a r m a e y C
o l le g e ,

G
u a n g z

h o u

,

同年分配到广东药学院药理教研室任教
,

现为实验
室主任

,

讲师
,

专业研究方向
:

心血管药理及神经药理
。

奋 .

药学专业 96 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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