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钩藤碱; b -异钩藤碱; c-钩藤总碱; d-非生物碱

A-输注前; B-输注后 30 min ;C -输注后 60 min;

D-停药后 30 min; E -停药后 60 min

图 1　钩藤中各有效成分对心率的影响

A-输注前; B-输注后 30 min ;C -输注后 60 min;

D-停药后 30 min; E -停药后 60 min

图 2　钩藤中各有效成分对心指数的影响

率和降低血压而实现的。本研究提示了钩藤碱及异

钩藤碱具有较明显的降压及负性频率作用,在钩藤

中占主导地位。钩藤碱和异钩藤碱在钩藤中含量较

高,在大叶钩藤 Uncaria macrophy lla Wall . 茎中的

平均含量分别为 0. 328% 和 1. 634% [ 7]。说明钩藤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压疾病的药物,起作用的成分主

要为钩藤碱和异钩藤碱。从本实验中可看到钩藤碱

和异钩藤碱降压幅度较以往文献报道大
[ 8]
, 提示很

可能是用药的持续时间不同, 因本实验采用的是静

脉内持续给药而不是快速的一过性给药,这些药物

在体内的反应时间比较长,特别是停药后 1 h 中血

压呈持续性下降。由此表明钩藤碱和异钩藤碱在药

物代谢动力学方面值得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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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梗总皂苷对大鼠高脂血症的影响

西北大学生物系(西安 710069)　　高云芳
�
　陈　超　张海祥

中国咸阳保健品厂　　　　　 　　梁固城

摘　要　采用饲喂高脂饲料建立大鼠高脂血症模型,研究桔梗总皂苷对高脂血症的作用。结果显示,桔梗总皂苷具

降血脂的作用,不同剂量的桔梗总皂苷对大鼠高血脂的降低作用差异较为显著:大剂量( 200 mg / kg·d)可以显著

性地降低高脂血症大鼠的 T C、LDL-C、HDL-C,其作用程度超过阳性药物组(绞股蓝) ; 小剂量组和中剂量组仅对血

脂的部分指标有影响。提示适当剂量的桔梗总皂苷对大鼠高脂血症具明显疗效。

关键词　桔梗总皂苷　高脂血症　降脂作用

　　据文献报道, 桔梗具镇痛,止咳祛痰等药效。所

含的桔梗总皂苷与人参总皂苷, 三七总皂苷等都属

三萜类皂苷。人们已熟知,人参总皂苷具有很好的降

脂作用,桔梗总皂苷是否也具有类似作用尚无报道,

故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剂量的桔梗总皂苷对血脂的

影响。

1　材料

1. 1　药品与试剂: 桔梗总皂苷由咸阳保健品厂提

供, 并用蒸馏水配成 3 个剂量 ( 0. 75, 1. 5, 3. 0

mg/ mL)待用,测试用试剂采用东鸥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产品。

1. 2　饲料:饲料均采用机制颗粒饲料。基础饲料配

·764· 中草药　Chinese T raditiona l and Herbal D rugs　2000 年第 31 卷第 10期

� Address : Gao Yunfang, Department of Biology, Northw est U nivers t iy, Xi'an
高云芳　女,副教授,生于 1958年, 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1989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获理学硕

士学位,动物学专业,生理学方向。毕业后主要从事生理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已发表研究论文 23篇,目前正在进行新药研究开发方面的工作。



方为: 面粉 20%, 米粉 10%, 玉米 20%, 麸皮 25%,

豆料 20% ,骨粉 2% ,鱼粉2%。高脂饲料配方为:蛋

黄粉 10% , 猪油 5%, 胆酸钠 0. 5% , 基础饲料

84. 5% [ 1]。

1. 3　动物: SD 大鼠,体重( 230±20) g ,雄性 48 只,

由第四军医大学动物饲养中心提供。

1. 4　仪器: 7170全自动血液生化分析仪(日本日立

公司生产)。

2　方法

2. 1　实验方法:将 SD 大鼠按体重随机分组,每组

8只, 共 6组,依次为空白对照组,高脂对照组, 阳性

药物对照组(绞股蓝 100 mg / kg·d) , 桔梗总皂苷小

( 50 mg/ kg · d )、中 ( 100 mg/ kg · d )、大 ( 200

mg / kg·d)剂量组。自由摄食与饮水,每天记录摄食

及饮水量。除空白对照组饲喂基础饲料外, 其余组饲

喂高脂饲料。15 d 后, 采血测血脂各指标, 除空白

外,各组血脂均显著升高。次日, 第 1, 2组开始 ig 生

理盐水,第 3组 ig 绞股蓝溶液, 后三组分别 ig 小、

中、大剂量的桔梗总皂苷溶液。ig 量均为 2 mL,每

天 1 次。20 d 后禁食过夜( 12 h) , 次日断尾采血, 制

成血清待测。

2. 2　血脂指标测定: 总胆固醇( T C) , 甘油三酯

( TG) , 高密度脂蛋白( HDL-C) , 直接利用 7170 全

自动血液生化分析仪测定, 低密度脂蛋白( LDL-C)

先经预处理,再进行测定,最后由公式计算而得:

LDL-C= TC- (
TG
5

+ HDL-C)

2. 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以 x±s 形式表示, 采

用 t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3　结果

3. 1　高脂膜型组大鼠血清各项指标较正常对照组

均有明显升高, 说明造模成功,见表 1。

3. 2　阳性药物绞股蓝对大鼠血清各项指标有不同

程度的降低作用, 尤其对 HDL-C 作用十分显著

( P< 0. 01) ; 其 余 降 低 幅 度 为 18. 54% ( T C ) ,

23. 18%( TG ) , 16. 07%( LDL-C) , 作用显著 ( P <

0. 05) ,见表 1。

3 . 3　桔梗总皂苷小剂量组对HDL-C具降低作用

表 1　桔梗总皂苷对高脂血症大鼠血脂水平的影响( x±s)

组　别 例数
剂　量

( mg/ k g)

T C

( mmol / L)

TG

(mmol/ L)

HDL-C

( mmol / L)

LDL-C

(mmol/ L)

正常对照 8 - 1. 21±0. 22 0. 33±0. 09 0. 98±0. 19 0. 07±0. 10

高脂模型 8 - 1. 78±0. 28 0. 42±0. 10 1. 12±0. 11 0. 31±0. 19

绞股蓝 8 100 1. 45±0. 33* 0. 32±0. 07* 0. 94±0. 12* * 0. 16±0. 09*

桔梗总皂苷 8 50 1. 64±0. 31 0. 62±0. 13* * 0. 99±0. 08* 0. 30±0. 19

8 100 1. 51±0. 38 0. 48±0. 15 0. 99±0. 27 0. 10±0. 08*

8 200 1. 39±0. 21* * 0. 46±0. 13 0. 96±0. 09* * 0. 10±0. 10*

　　　　与高脂模型组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

( P< 0. 05) ,而 T G 却明显升高( P< 0. 01) , 对其余

指标影响不明显; 中剂量组仅对 LDL-C 具明显的

降低作用( P< 0. 05) ; 大剂量组除对 T G 无明显影

响外, 对其它各项血脂指标均有显著或极其显著的

降低作用, TC( P< 0. 01) , HDL-C( P< 0. 01) , LDL-

C( P< 0. 05) , 见表 1。

4　讨论

用高胆固醇、高脂饲料喂养法建立高脂血症动

物模型是目前采用较多也是较为理想的方法之

一
[ 2～ 4]

,其主要优点是人为干扰因素少,接近于人类

日常饮食。用绞股蓝灌胃能使高脂大鼠血脂明显降

低,说明本法所造高脂血症大鼠模型是可靠的。

引起高脂血症的首要因素是总胆固醇 [ 5, 6] , 而且

是最终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的关键因子之

一
[ 7, 8]

, 本实验中, 大剂量的桔梗总皂苷对 TC 的降

低作用极其显著( P< 0. 01) , 远超过阳性药物绞股

蓝的作用( P< 0. 05) , 并且对其余的 HDL-C, LDL-

C 等次要因素的影响也在阳性药物之上。这主要是

由于桔梗总皂苷含有各种降脂作用的苷元,它们的

水解产物是与人参总皂苷基本相似的各式葡萄糖

苷,对外源性胆固醇等具有很强的清除作用。至于作

用机制尚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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