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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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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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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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材料

�
�

� 动物
�
� �� 小鼠

,

� � 大 鼠
,

雌雄兼有
,

由广东省卫生厅医用实验动物场提供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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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钠 盐 ���
�
�� 产 品 �

� 四氧 嗜 吮

��� � � � 产品 �
�
优降糖

,

天津市力生制药厂生

产
,

批号
� � � � � � � � 降糖灵

,

江苏金坛市制药厂

生产
,

批号
� � � � � � �

。

�
�

� 主要仪器
�
��

一

�� � 血小板聚集仪
,

北京

生 化仪器厂 产 品
� � �  

一

� � 型体外血栓形

成
、

血小板粘附仪
,

无锡县电子仪器厂产 品
�

�� � 分光光计
,

上海分析仪器三厂产品
。

� 方法和结果

�
�

� 大鼠血小板聚集实验 �� 
�

健康大鼠 ��

只
,

随机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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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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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 P )
,

剩余以 3 ooo r/m in 离 心 10

m in
,

吸取上清液即贫含血小板血浆 (P PP )
,

按比浊法
,

以 P P P 为 100写
,

在 p R p 中加入

诱导剂 A D P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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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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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螺旋藻对 A D P 诱导大鼠血小板聚集

的影响(万士
s )

组组别 动物数 剂量 血小板最大聚集率率

(((只) (m g/kg ) (% )))

生生理盐水 10 等容积 53
.0士 14

.
777

阿阿司匹林 10 10 20
.
8士 4

,

8 二二

螺螺旋藻低剂量 10 720 32
.
7士 6

.
4
. ,,

螺螺旋藻高剂量 10 1 440 24
.
6士 8

.
4 , ,,

与生理盐水组 比较
份
尸 < 。

.
05

份 价
尸< 。

.
01 二

赞

尸 <

0
.
0 0 1 (下 同)

2
.
2 大鼠体外血栓形成实验

:
健康大鼠 40

只
,

随机分 4组
,

即生理盐水组
、

阿司匹林组
、

螺旋藻高
、

低剂量组
,

连续灌胃给药 15 d 后
,

用硅化过的注射器 自大鼠颈动脉取血 1
.
8

m L
,

采用 e h
andler 法

〔2〕 ,

测定血栓的湿重和

干重
,

结果见表 2
。

螺旋藻高
、

低剂量均可抑

制体外血栓的形成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

(尸< 0
.
0 1 )

,

呈明显的量效关系
。

表 2 螺旋藻对大鼠体外血栓形成

的影响 (王士
s)

2
.
4 对四氧吻吮糖尿病小 鼠血糖的影响

:
小

鼠静脉注射四氧唠吮 50 m g/kg
,

72 h 后眼眶

取血测血糖
,

选血糖 180 m g/d L 以上者用于

实验
,

并分 4 组
,

组间平均血糖相差不大于

10 m g /d L
。

每天灌胃给药 1 次
,

连续给药 2

周
,

末次给药 3 h 后
,

按上述方法取血测血糖

值
,

结果见表 4
。

螺旋藻对四氧嗜吮引起的高

血糖无影响
。

提示螺旋藻降血糖的机理可能

与促进 卜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有关
。

表 4 螺旋藻对四氧咄吮糖尿病小鼠血拍

的影响(x 士
S )

组组别 动物数 剂量 血搪搪

(((只) (m g /k g) (m g/dL )))

生生理盐水 巧 等容积 295
.
。士38

.
888

优优降糖 15 2 158
.
6士2 5

·

4 ””

螺螺旋藻低剂量 15 720 283
.
6士30

.
222

螺螺旋藻高剂量 15 1 440 275
.
5士35

·

111

组组别 动物数 剂量 血栓湿重 血栓干重重

(((只) (m g/kg ) (m g ) (m g)))

生生理盐水 10 等容积 227
.5士3 3

.
0 8 3

.
0 士 1 5

.
555

阿阿司匹林 10 10 126
.3士 41

.
8

‘ .
4 1

.

0 士 1 0
.
2二二

螺螺旋藻低剂量 10 720 191
.
0士 32

.
1
.
6 8

,

1 士 10
.
3 ··

螺螺旋藻高剂量 10 1 440 173
.
1士 26

.
3

‘ .

5 5

.

0 士 9
,

1 二二

2
.
3 对正常小鼠血糖的影响

:
将 60 只健康

小鼠随机分为 4 组
,

分别灌胃给予生理盐水
、

优降糖
、

螺旋藻高
、

低剂量
。

连续用药 2 周
,

末

次给药 3 h 后 (给药前动物禁食 Z h)
,

眼眶取

血 0
.
2一 0

.
3 m L

,

2 s o o
r

/ m i
n

离心 10 m i
n ,

分离血清
,

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
〔1〕 ,

于分光光

度计 (波长 545 nm )比色
,

结果见表 3
。

螺旋藻

高
、

低剂量对正常小鼠有明显的降血糖作用
,

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
。

表 3 螺旋藻对小昆正常血桩的影响‘士
,

)

组组别 动物数 剂量 血糖糖

(((只 ) (m g/k g) (m g /dL )))

生生理盐水 巧 等容积 173
.
9士 21

.
888

优优降糖 15 2 94
.
9士18

.
2二二

螺螺旋藻低剂量 15 720 13 6
.
1士23

.
7二二

螺螺旋藻高剂量 1 5 1 440 10 2
.
8士2 0

.
2 . ,,

3 讨论

螺旋藻富含胡萝 卜素
、

y

一

亚麻酸
、

藻多糖

等多种活性物质
。

实验结果表明
:
螺旋藻对实

验性体外血栓形成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
能降

低 A D P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率
;
并有降低正

常小 鼠血糖的作用
,

但对四氧唾吮引起的高

血糖无影响
,

以上结果其主要机理可能与螺

旋藻所含的 7
一

亚麻酸有关
。

据文献报道即
,

下
-

亚麻酸为 PG E
I
的前体物

,

而 PG I
:
可抑制血

小板聚集
,

它与内源性的血小板聚集剂血栓

素 A
Z
(T X A

Z)在人体 内维持动态平衡
,

7

一

亚

麻酸可通过增加 PG E
;
的合成而抑制血小板

的聚集
;
同时它还通过二高 7

一

亚麻酸抑制了

血 小板 T X A Z 合 成酶 的 活 性
,

从而 改变

T X A Z一 P G I
Z

的比值
,

降低 了血小板的聚集和

血栓的形成
,

另有研究表明
以〕:

由 下亚麻酸组

成的磷脂可以增强细胞膜上磷脂的流动性
,

增强细胞膜受体对激素 (包括胰岛素)的敏感

性
,

而且 由 羊亚麻酸合成的前列腺素的活性

物质
,

也可增强腺昔酸环化酶的活性
,

提高胰

岛件细胞分泌胰岛素的功能
。

这与我们实验

中观察到螺旋藻仅能降低正常血糖而对胰岛

功能丧失引起的高血糖无影响的实验结果相

符
,

同时也提示螺旋藻的降血糖作用机制可
. 482 -



能与其刺激 件胰岛细胞释放胰岛素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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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果胺及其衍生物对恶性黑色素瘤细胞增殖的影响△

南开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天津 300071)

天津市肿瘤研究所

张金红
带

段江燕 耿朝晖 陈家童

黄建英 李 希

摘 要 观察小粟胺及其衍生物(B
Z、

B
4 、

B B

、

E B

B) 对培养的恶性黑色素瘤细胞(B
ow es Cell )增殖

都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
,

其抑制增殖的 IC
S。
值分别为小粟胺(Bo )9

·

5 拌m
o
l
、
B

: ;
3

·

3 4 拌m
o
l
、
B
魂 :

3
·

0 4

拌m
o l

、

B B
:
4

.

5 拌m
o 一

、

E B B
:
1

.

5 拜m
o
l
。

对
3H 一

T d R 掺入和单细胞集落形成(克隆)以及脱氢酶活性同

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其作用特点是经化学修饰后的小粱胺的作用比母体小粟胺强;而 4 种衍生

物中
,

E B B 的抑制效果最强
。

关健词 小璧胺 衍生物 B ow es 细胞 增殖

小璧胺是一种具有多种药理作用 (如升

高白细胞
、

抗结核
、

抗矽肺及调节机体免疫功

能)的双节异 咬琳类化合物
〔, , 。

过去
,

我们首

先发现小璧胺是一种新型钙调蛋 白(C
aM )

拮抗剂
,

还发现对它的结构进行化学修饰后
,

拮抗 C
aM 的能力比小巢胺高出几倍至一百

多倍
,

其中 E BB
:
〔O

一
( 4

一

乙氧基 )
一

丁基) 小巢

胺是目前为止国 内外发现的最强的 C
aM 拮

抗剂之 一
,

其拮 抗 C
aM 的 IC

S。
值 为 0

.
35

拜m ol 〔2〕;
且专一性系数比小璧胺高出 6

.
5 倍

之多
,

说明 E BB 的特异性 (对 C
aM )更高

。

C
a

M 作为细胞 内多种生理功能的调节

齐l]
〔3 〕,

在细胞 生长增殖过程 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 ‘4 〕。

研究表明
,

恶性增殖的细胞中 C
aM 的

含量和活性往往高出正常细胞
。

已有许多实

验证明
〔5〕 ,

C
a

M 拮抗剂对肿瘤细胞的增殖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
。

我们以体外培养的 B
ow es 细胞为材料

,

观察了改性前后
,

小璧胺及 4 种衍生物对该

细胞生长增殖的影响
,

探讨了这类化合物的

结构与抑制增殖能力的关系
。

1 材料

D M EM 培养基
:
购 自 G IB CO 公司

, 3

H

-

T d R

:

为北京 401 所产品
,

M T T

:

S i g m
a

产

品
,

小聚胺
:
北京东升制药厂

,

小璧胺衍生物

B: ( O 一 e t
h y l b

e r
b
a
m i

n e
)

.

B
;

( O

一

b
u t y l b

e r
-

b
a
m i

n e
)

,

B B ( b
e n z o

y l b
e r

b
a

m i
n e

) E B B 均 为

本室合成
。

B
o

w es 细胞
:
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提

供
。

2 方法

2
.
1 B ow es细胞培养在含有 10 % 新生牛血

清 (FB S )的 D M E M 细胞 培养液中
,

置 5%

CO :
,

3 7 ℃的培养箱中培养 B
ow es 细胞

,

3
~

4

d 后传代
。

,
A d d

r e s s :
Z h

a n g
J i

n
h

o n g
,

I
n 、t

i
t u t e o

f M
o
l
e c u

l
a r

B il
o
lg
y

,

N
a n

k
a

i U
n

i
v e r ,

i t y
,

T i
a n

j i
n

张金红 副研究员
,

1 9 7 5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系
.
主要研究方向

,

钙调素(细胞内激活 因子)的金属酶(C
a吕+ -

行了钙调 素拮抗剂抗肿瘤方面的研究
。

共
M gZ+ A 个Pa se )和人红细胞膜 N

a

发表相关论文近 30 篇
。

酶学及生物 活性物质
。

主要进行稀土离子对依赖
+ /K + A T P as e 活性影响的研究

,

此外还系统地进

△ 夭津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4 8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