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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淫羊藿总苷对急性血瘀大鼠血液流变学的彩响(i±s，竹一10)

Table 2 Effect of total glycoside of E．brevicornum on hemorrheoiogy of acute blood stasis rats(；±s，聆一10)

与对照组比较：A△p<o．01；

△△P<O．01 w contro]group。

4讨论

与模型组比较：’P<O．05一P<O．01

。P<O．05 ’。P<0．01 w model group

本实验采用结扎冠状动脉前降支(LAD)造成

麻醉犬急性心肌梗死模型。定量组织学测定心肌梗

死范围及心肌梗死后血清酶的变化。实验结果证明，

淫羊藿总苷经十二指肠给药，能明显缩小心肌梗死

范围(MIS)；能明显改善血瘀大鼠血液流变学指

标，说明该药有明显的活血化瘀作用。提示淫羊藿总

苷可改善心血管系统功能，调节心脏供血、供氧平

衡，具有明显的抗心肌缺血作用。中医理论亦认为淫

羊藿气味甘温，兼具辛香，既能补肾壮阳，培补元气

之本，助益宗气，鼓舞心阳，活泼气血，而气为血帅，

气与血相维附，肾之气与心之气相交泰，以始终化之

养之，所谓“心肾相交，水火既济”。此外淫羊藿还具

有通络止痛，开痹散结之能，如《本草正义》说“因其

具有通气血故能消化凝结。”此一药两全，功专力宏，

正符合冠心病多为心阳郁闭，心脉瘀阻所致的病理，

这就为临床防治心血管疾病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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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昧地黄汤生物制剂的抗衰老作用

臧建伟，胡旭光，唐春萍，陈艳芬，揭 晶，赵越。

(广东药学院中药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六味地黄汤由熟地黄、山茱萸、山药、泽泻、牡丹

皮、茯苓等6昧中药组成，具有滋阴补肾的功效，可

用于肾阴亏损引起的衰老及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

蒸潮热、盗汗遗精、消渴等病症的预防与治疗[1]。目

前该药在临床上主要用于糖尿病、难治性肾病、更年

期综合征、绝经后妇女原发性骨质疏松、老年性阴道

炎、矽肺等病症的治疗。药理学研究表明，该方具有

治疗阴虚、延缓衰老、调节免疫功能和肾功能、抗肿

瘤、抑制骨质疏松、抗氧化、抑制血管内皮凋亡、益智

和抑制黑素细胞生成等作用[2]。

光合细菌是一种以光为能源的厌氧细菌，它是

利用有机物中的碳，同化其他营养元素进行生长繁

殖，是高营养、高效能、多用途的有益微生物。在动物

毒性测试及生殖、生长观察实验中不仅对受试动物

无致毒及致病作用，而且其体内蛋白质、各类维生

素、氨基酸等营养成分水平非常高，并含有许多未知

的促生长因子以及抗病毒物质，在用作饲料添加剂

的时候可显著提高动物的存活率，增强抗病力。国内

外的研究报道也显示光合细菌具有辐射、调节机体

免疫活性的功能[3“]。另有报道，以光合细菌生物发

酵技术与中药制药工艺结合，含有光合细菌菌体及

中药成分的生物中药康强胶囊，对肿瘤、糖尿病有显

著的治疗作用[5’6]。本实验研究经光合细菌代谢后的

六味地黄汤的抗衰老作用，并与传统的抗衰老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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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味地黄汤相比较，以期为开发出高效、低毒的新型 细菌，于光照培养箱中培养6个月后即得。所制备的药

六味地黄汤奠定基础，并为临床提供实验依据。 液含生药材0．5 g／mL，活菌数为1×109个／mL。

1材料与方法 1．4动物：SD大鼠，体重(200±20)g，雌雄各半，

1．1 药物与试剂：D一半乳糖，上海制药厂生产，批 由广东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合格证号：0501052。

号041206；光合细菌，显微镜下检测含活菌数1× 1．5 实验方法：SD大鼠60只，雌雄各半，180～

109个。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谷 220 g，随机分成5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生理盐

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试剂盒，南京建成生 水组)、模型组(D一半乳糖组)、光合细菌代谢六味地

物工程研究所产品。 黄汤(5 g／kg)组、六味地黄汤(5 g／kg)组、光合细

1．2 六味地黄汤制备：取熟地黄240 g、山茱萸120 菌(含活菌1×109／mL)组。第1、2周，除空白对照

g、山药120 g、泽泻90 g、牡丹皮90 g、白茯苓90 g 组外，每只大鼠按0．5 mL／100 g ip 1％D一半乳糖

置于玻璃烧杯内，加5倍蒸馏水浸泡2 h，文火煮沸 水溶液，连给6周。从第3周起，每日按1 mL／100 g

30 min，滤过。药渣再加3倍量水继续煎煮20 min， ig给药，连给4周。末次给药后24 h取血与脑，制备

滤过。合并2次滤液，水浴浓缩至1 500 mL，4℃冰 血清和脑组织匀浆，按试剂盒方法测定脑组织匀浆

箱保存备用。所制的六味地黄汤含生药0．5 g／mL。 与血清中SOD、MDA、GSH—Px水平。

1．3光合细菌代谢六味地黄汤的制备：按上述方法制 1．6 统计学方法：结果用z士S表示，采用SPSS

备的六味地黄汤经自然发酵后，按一定比例加入光合 12．0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表1光合细菌代谢六味地黄汤对衰老大鼠脑组织及血清中SOD、MDA、GSH—Px水平的影响(j土s)

Table 1 Effect of Liuweidihuang Decoction metablized with photOsynthetic bacteria on SOD，MDA，

and GSH—Px levels in brain tissue and serum of aging rats G士s)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4P<O．05； 与模型组比较：’P<O．05； 与六味地黄汤组比较：oP<O·05

4P<O．05口s blank control group} ’P<O．05"05 model group； △P<O．05口s Liuweidihuang Decoction group

2实验结果 黄汤。本实验也发现，SOD等指标在脑组织的变化

由表1可见，模型组大鼠血清和脑组织中的 强于血清中的变化，说明光合细菌代谢六味地黄汤

SOD、GSH—Px活性显著下降，MDA水平明显升 起效部位可能是中枢，其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高，与空白对照组比差异显著(P<O．05)，证睨大鼠 References：

衰老模型造模成功。光合细菌代谢六味地黄汤可显著 l：j茹。：譬嚣?怒‘嚣。Sv：。：'x2普5’Ph。Hn。。0logic。。。。。i。n
提高脑组织和血清中的SOD、GSH—Px的活性，降低 and clinical applicatio。of Liuwei Dihuang Pill[J]．Her Med

MDA水平，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显著(P<o．05)，光 ，，(医药导报)，z005，24(11)：103
5．

合细菌代谢六味地黄汤的作用强于六味地黄汤(P< ～。。tit。。∞。f磊ct。f photo。syntheti。bacter。ia prepar。ti。。。。。

0．05)，均有抗衰老作用，说明六味地黄汤经光合细菌tumorigenic mice[J]·J Shanxi Med Univ(山西医科大学学

代谢后，其改善衰老指标的作用有所增强。 [4]焉：：二詈I^茨27‘B抽如g，。厂出＆盯[M]．N。。Y。rk：
3讨论 Garland Pulishing Inc·1980·

现代药理实验表明六味地黄汤具有良好的延缓
E5l

phSh。iHnG。F。．。。A。icappll。i。等￡1窖翟：‘苗享篓麓^‘雳艺
衰老作用[7]。本实验研究表明，六味地黄汤、光合细 Econ(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3，13(7)：100．

菌代谢六味地黄汤均有显著的抗衰老作用，可以显 ∞1三恐鉴’0鬟鬻兰Lt’。Q。mi哪Y B[J],et．a，1．s乏篓茄艺￡‘盖言
著提高脑组织中的sOD、GSH—Px的活性，降低氧 医科大学学报)，1997，28(1)：48．

化产物MDA的水平。其中六味地黄汤经光合细菌
口3。W。。u Q；。。,恶三：高鼍宅恶：：裟?乏三毫荔：罩

代谢后，其抗衰老作用明显增强，优于传统的六味地 药药理与临床)，2003，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