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8 ] ,它能够显著提高心理应激

大鼠雌二醇 ( E2 )、黄体酮 ( P)的水平 ,同时也能提

高垂体 L H的水平 ,下丘脑 β-内啡肽 (β -EP)的水

平 ,但并不影响垂体 FSH水平。本研究发现心理应

激大鼠海马 -下丘脑 -垂体 ER及卵巢 LHR水平下

降 ,而卵巢 FSHR水平升高 ,菟丝子黄酮能上调模

型大鼠海马 -下丘脑-垂体 ER及卵巢 LHR的表达 ,

但对卵巢 FSHR表达的影响不明显 ,可能是由于

FSHR和 L HR在卵巢分布的部位不同 ,如 FS HR

主要分布在颗粒细胞表面 ,而 LHR主要分布在卵

泡内膜细胞表面 ,造成 FSHR和 LHR对菟丝子黄

酮作用的敏感程度不同 ,而且菟丝子黄酮对模型大

鼠海马-下丘脑-垂体 ER及卵巢 LHR表达的影响

呈现一定的量效关系。上调心理应激大鼠海马 -下丘

脑 -垂体 ER及卵巢 LHR的表达是菟丝子黄酮调节

下丘脑 -垂体 -卵巢轴功能的部分机制 ,菟丝子黄酮

是治疗心理应激大鼠卵巢内分泌失调的较好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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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姜有效部位对实验性高脂血症大鼠血脂和一氧化氮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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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姜为姜科植物姜 Zingiber of f icinale Rosc.

的新鲜根茎 ,作为药用已有悠久的历史。近年来有研

究报道鲜姜具有抗炎
[1 ]
、抗氧化

[2 ]
、降低胆固醇、抗

动脉粥样硬化等作用 [3、 4 ] ,具有良好的开发应用前

景。但在鲜姜的成分中 ,其所含特色成分挥发油和姜

辣素的量太低 ,直接食用鲜姜 ,多有不便之处 ,如过

于辛辣、难以服用、难以控制用量等。 这使其作为药

用受到很大限制。鲜姜现有的提取方法虽有多种 ,如

煎煮法、冷轧法、蒸馏法、渗滤法、超临界二氧化碳萃

取法等 ,但所得提取物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鲜姜的

天然特性 ,或不能同步实现固体化 ,皆不尽人意。目

前 ,根据鲜姜所含主要成分的性质 ,采用先进的提取

工艺 ,已将鲜姜的特性成分挥发油及姜辣素合并提

取并处理加工为固体物质 ,称之为鲜姜有效部位 ,此

物质性质稳定 ,保留了鲜姜的天然活性和天然风味 ,

为开发鲜姜的药用价值提供了重要条件。本研究观

察了鲜姜有效部位对实验性高脂血症大鼠血脂和

NO水平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 1　主要药品与试剂:鲜姜有效部位为山东莱芜产

鲜姜经液 -固萃取法所得的粉末状物质 ,由山东大学

药学院提供 ,批号 2004-04-06。制备过程: 取鲜姜 ,

洗净泥沙 ,晾干表面水分 ,用榨汁机榨取姜汁 ,滤过。

滤液中加入 β-环糊精 ,加热至 40℃ ,搅拌萃取 4 h ,

静置沉淀。弃去上层液 ,收集沉淀 ,抽滤 ,得滤饼。滤

饼于 50℃ 烘干 ,粉碎、过筛即得 (经测定 ,提取物

中含总挥发油 6. 1% 、总姜辣素 5. 2% )。洛伐他汀 ,

浙江海正药业生产 ,批号 20040214。 总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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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测定试剂盒、甘油三酯 ( TG) 测定试剂盒、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HDL-C)测定试剂盒均由浙

江东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 NO测定试剂盒由

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

1. 2　仪器: L7— 75B超速离心机 ,美国 Beckman公

司生产 ;电热恒温水浴锅 ,上海医疗器械三厂生产 ;

UV— 2102 PCS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尤尼柯

(上海 )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1. 3　实验动物与分组: 健康雄性 Wistar大鼠 60

只 ,体重 ( 200± 25) g ,山东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

供 ,动物合格证号:鲁动质 20021024。实验室环境下

适应性饲养一周 ,随机分为 6组 ,即正常组、高脂组、

鲜姜有效部位低、中、高剂量组和洛伐他汀组。 除正

常组饲普通饲料外 ,其余动物均一次性 iv牛血清白

蛋白 25 mg /100 g ,然后以含 3% 胆固醇、 5% 猪胆

酸、 10% 猪油、 0. 2‰ 他巴唑的高脂饲料喂养。

1. 4　给药方法:各组动物每日上午 ig给药 1次 ,连

续 13周。正常组和高脂组 ig生理盐水 6 mL /kg;鲜

姜有效部位组分别 ig药物 200、 400、 800 mg /kg;洛

伐他汀组 ig给药 20 mg /kg。

1. 5　生化指标测定:于高脂饲养并给药 10周和 13

周后 ,禁食 12 h,由颈外静脉取血 ,离心 ,分离血清 ,

以酶法测定血清中 TC、 TG及 HDL-C水平 ,按照

Friedw ald公式计算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LDL-C) ,即 LDL-C= TC- HDL-C- TG /2. 2。末

次取血后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测定血清

NO水平。

1. 6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用 x± s表示 ,采用

SPSS10. 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两组间比较

采用 t检验 ,多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2　结果

2. 1　高脂饲养并给药 10周后大鼠血脂变化:高脂饲

料喂养的大鼠 ,血清 TG、 TC水平显著升高 , HDL-C

降低。 与高脂组比较 ,鲜姜有效部位高剂量组可显著

降低 TG水平 ,中、高两个剂量组均有升高 HDL-C

的作用 ,但对 TC无明显影响。 结果见表 1。
表 1　鲜姜有效部位给药 10周对高脂大鼠血脂水平的

影响 (x± s , n= 10)

Table 1　 Ef fect of act ive f raction of Z . of f icinale

on blood lipid levels in hyperlipidemic rats

administrated for 10 weeks (x± s, n= 10)

组　别
剂量 /

( mg· kg- 1)

TC /

(mmo l· L- 1)

TG /

( mmo l· L- 1)

HDL-C /

( mmo l· L- 1 )

正常 - 1. 21± 0. 21 0. 64± 0. 14 0. 34± 0. 07

高脂 - 1. 69± 0. 22△ 0. 83± 0. 21△ 0. 28± 0. 04△

鲜姜有效部位 200 1. 57± 0. 22 0. 71± 0. 12 0. 32± 0. 06

400 1. 51± 0. 23 0. 67± 0. 10 0. 33± 0. 05*

800 1. 48± 0. 24 0. 63± 0. 19* 0. 34± 0. 07*

洛伐他汀 20 1. 39± 0. 21* 0. 57± 0. 15* * 0. 35± 0. 08*

　　与正常组比较: △ P < 0. 05

　　与高脂组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

　　△ P < 0. 05 vs normal group

　　* P < 0. 05 * * P < 0. 01 vs hyperlipid emic g rou p

2. 2　高脂饲养并给药 13周后大鼠血脂的变化: 由

表 2可见 ,鲜姜有效部位中、高剂量能显著降低高脂

饮食大鼠的血清 TG水平 ,升高 HDL-C水平 ,高剂

量也有降低 LDL-C的作用。各剂量虽对血清 TC

有一定降低作用 ,但与高脂组比较 ,无显著统计学

意义。

2. 3　对高脂大鼠血清 NO水平的影响:表 2表明 ,

经 iv 牛血清白蛋白损伤血管内皮的高脂组大鼠血

清 NO水平明显降低 ,而鲜姜有效部位用药 13周

后 ,低、中、高 3个剂量组大鼠血清 NO的水平均明

显高于高脂组 ,且随剂量增大 ,作用呈增强趋势。 洛

伐他汀亦有显著升高 NO水平的作用。

3　讨论

　　血脂代谢紊乱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首要危险

因子 ,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血清

TC (特别是 LDL-C)和 T G升高 , HDL-C降低 ,可

导致动脉内膜损伤 ,通透性增高 ,加速脂质在血管内

表 2　鲜姜有效部位给药 13周对高脂大鼠血脂和 NO水平的影响 ( x± s , n= 10)

Table 2　 Ef fect of active f ract ion of Z . off icinale on blood lipid and NO levels in hyperlipidemic rats

administrated for 13 weeks (x± s, n= 10)

组　别 剂量 / ( mg· kg- 1) TC /(mmol· L- 1) TG /(mmol· L- 1) HDL-C/ (mmol· L- 1 ) LDL-C /(mmo l· L- 1) NO / (μmol· L- 1)

正常 - 1. 19±0. 07 0. 63± 0. 21 0. 36± 0. 07 0. 54± 0. 13 18. 34± 6. 64

高脂 - 1. 62±0. 26△ 0. 84± 0. 18△ 0. 26± 0. 04△△ 1. 03± 0. 29△△ 8. 43± 3. 25△

鲜姜有效部位 200 1. 55±0. 43 0. 76± 0. 07 0. 30± 0. 04 0. 92± 0. 38 20. 00± 5. 80*

400 1. 50±0. 43 0. 62± 0. 18* * 0. 32± 0. 05* 0. 83± 0. 16 21. 79± 13. 42* *

800 1. 46±0. 41 0. 57± 0. 13* * 0. 34± 0. 08* 0. 76± 0. 22* 23. 39± 8. 44* *

洛伐他汀 20 1. 21±0. 28* 0. 30± 0. 07* * 0. 34± 0. 09* 0. 71± 0. 16* 20. 14± 9. 40*

　　　与正常组比较: △ P < 0. 05　△△ P < 0. 01; 　与高脂组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

　　　△ P < 0. 05　△△ P < 0. 01 vs normal group; * P < 0. 05　* * P < 0. 01 vs h yperlipidemic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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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下沉积 ,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因此 ,通过饮

食或药物调节脂质代谢 ,对于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生与发展有重要意义。本实验表明鲜姜有效部位

能明显降低高脂血症大鼠的 TG和 LDL-C,升高

HDL-C,说明其对动脉粥样硬化有防治作用。NO为

血管内皮细胞合成释放的内皮舒张因子 ( EDRF) ,

能舒张血管 ,抗血小板聚集 ,阻止血 (白 )细胞之间及

其与血管内皮细胞之间的黏附 ,抑制血管平滑肌细

胞增殖和迁移 ,抑制内皮素的生成 ,并能清除氧自由

基 ,抑制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 ( ox-LDL) 的形成和

细胞膜脂质过氧化。这些作用对于维持血管功能的

完整性和血管通透性 ,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有重

要意义 [5 ]。当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伤时 , NO合成与释

放减少 ,上述作用减弱 , o x-LDL生成增加 ,易致动

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6 ]
。此外 ,增加的 ox-LDL还可通

过干扰受体介导的细胞内 NO的前体物质 L -精氨

酸的储备 ,抑制 L -精氨酸的合成及释放 ,使一氧化

氮合酶 ( NOS)表达下调等 ,进一步减少 NO的合

成 ,这就造成了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的恶性循环。

本实验发现 ,采用免疫损伤加高脂饲料喂养的方法

可显著降低大鼠血清 NO水平 ,表明血管内皮细胞

受损伤 ,其分泌 NO的功能受到抑制 ,内源性保护

作用减弱。鲜姜有效部位能升高血清中 N O,提示其

可能对血管内皮细胞具有保护作用。 有报道鲜姜能

不同程度地抑制或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减少 LDL-C

氧化 [4, 7 ] ,其内皮保护作用可能与此有关 ,相关机制

尚需进一步探讨。

鲜姜有效部位较完整的保留了鲜姜的主要有效

成分 ,且为固体物质 ,开发应用更加方便。本实验证

实了其对动脉粥样硬化的有益作用 ,具有较好的开

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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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木耳多糖对荷瘤小鼠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张秀娟 1, 2 ,耿　丹 2 ,于慧茹 2 ,季宇彬 1 

( 1. 哈尔滨商业大学 生命科学与环境科学发展中心生物安全评价研究所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76;

2. 哈尔滨商业大学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76)

　　黑木耳 Auricularia auricula ( L. ex Hook. )

Underw. ,为我国珍贵药用及食用保健补品 ,具有

活血和扶正固本的功效。黑木耳多糖作为其中的有

效成分之一 ,具有多种生物活性 ,如抗肿瘤、促进机

体免疫功能 ,并有抗衰老和保护细胞作用。本实验研

究黑木耳多糖对 S180和 H22荷瘤小鼠红细胞膜流动

性和免疫黏附能力的影响。

1　材料

1. 1　实验动物及瘤株:昆明种小鼠 ,雌雄各半 ,体重

18～ 22 g ,由哈尔滨市汉方实验鼠类养殖所提供。瘤

株: S180及 H22荷瘤小鼠购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市

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

1. 2　药品与试剂:精制黑木耳多糖为酶解法提取 ,

含多糖 91. 5% ,由哈尔滨商业大学食品工程学院马

永强教授提供。 1, 6-二苯-1, 3, 5-己三烯 ( DPH) 为

Sigma产品 ,溶解在四氢呋喃中配成 2× 10- 3
m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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