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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中药方剂对全血化学发光和活性氧的抑制作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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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从抗氧化角度 研究中药方剂抗衰老的作用 ∀方法 运用化学发光分析方法 测定了 种中药方剂体

外对全血化学发光的影响 并研究了其对活性氧的抑制作用 ∀结果 种中药方剂在体外能明显抑制白细胞吞噬氧

化作用所引发的化学发光强度 可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羟基自由基 !过氧化氢 且呈量效关系 ∀结论 这 种中

药方剂对活性氧具有清除作用 这些方剂抗衰老作用的机理可能与其具有抗氧化作用有关 ∀

关键词  中药方剂 全血化学发光 活性氧 抗氧化作用

Ινηιβιτορψ εφφεχτσ οφ τηε φουρ νο µ ενχλατυρε οφ ρεχιπεσ ον χηεµιλυµινεσχενχε ιν ωηολε βλοοδ ανδ

αχτιϖε οξψγεν

≥ ≥ ∏ ≤ ∏ ∏ ≤ ≠ ≠ ≠ ≠ (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Χηε µιστρψ ,

Γυανγξι Μεδιχαλ Υνιϖερστψ ,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 ΜΕΤΗΟ∆Σ :× ∏ ∏ ∏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

√ ∏ × √ ∏ ¬ ¬ ¬ 2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 ¬ × ∏

¬

ΚΕΨ Ω ΟΡ ∆Σ  ∏ ∏ √ ¬ ¬

  衰老 ≥ 是医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 延缓衰

老 延长寿命是人类的共同愿望 也是医学研究的最终

目的≈ ∀现代医学关于衰老的论述很多 其中自由基

学说认为 随着机体衰老 体内自由基代谢紊乱 过多

的自由基会通过多种作用使机体加快衰老≈ ∀为了防

御自由基的损害 可以向生物体内添加适量的抗氧化

剂 从而达到抗老延寿的目的≈ ∀中药方剂在这方面

具有经济易得 已有长期使用经验和毒副作用小等独

特优势 其效果值得深入研究 ∀故在中药方剂中寻找

和筛选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的中药抗衰老方剂 这

对探索开发新保健药品 指导临床古方今用及了解中

药方剂抗衰老的作用机理等都有益处 ∀本文采用化学

发光分析方法 体外观察了一贯煎 !八珍汤 !十全大补

汤和小建中汤这 种中药方剂对全血化学发光的影

响 并对其抗氧化作用进行了研究 ∀结果报道如下 ∀

1  材料与仪器

1 1  药材

组方中药购于南宁市医药公司 ∀

1 2  中药处方 单位

一贯煎 ° ⁄  北沙参  麦

冬  当归  生地黄  枸杞子  川楝子 ∀

八珍汤 ∞ ⁄ ×

∞  当归 酒拌  川芎  白芍  

熟地 酒拌  人参  白术 炒  茯苓  甘草

炙 ∀

十全大补汤 × ⁄ × ⁄ ∏

 人参  肉桂  川芎  地黄 烧 !酒蒸焙  茯

苓 烧  白芍  白术 焙  甘草 炙  黄芪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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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  川当归 洗 !去芦 ∀

小建中汤 ⁄ ≥ ≥ 2

 甘草 炙  大枣 枚  白芍  桂枝  生

姜  胶饴 ∀

以上 中药处方来源于文献≈ 中药处

方来源于文献≈ ∀

1 3  试剂

鲁米诺 德国 2≥ ∏ 公司 酵母多糖

≥ 公司 酵母浸出汁为生化试剂 双氧水 !连苯三

酚 !碳酸钠 !碳酸氢钠等为国产分析纯试剂 所用水均

为双蒸水 ∀

1 4  仪器

⁄ 发光光度计 南京华东电子管厂 ∀

2  方  法

2 1  试液的制备

按各方剂的处方剂量减半称量 各味中药置于烧

杯中 再按各方总重量的 倍加入双蒸水 电炉上煮沸

棉花过滤 滤渣同上法再处理 次 每次加入

倍量的双蒸水 各煮沸 和 合并 次滤液 ∀滤

液 ∗ ε 水浴中浓缩至 每 试液相当于

中药方剂量 冰箱放置待用 取上部液体作为供

试液 临用前 再依情况稀释 ∀

2 2  中药方剂水提液中固体物质含量的测定

准确量取供试液各 置于经洗净 !干燥至恒

重的称量瓶中 于 ε 电热恒温干燥箱中干燥

冷后称量 平行做 次 取平均值 以每毫升试液中含

提取固体物克数 表示 ∀

2 3  测定方法

2 3 1  中药方剂对全血化学发光的影响的测定方法

参考文献≈ 的方法改进 ∀选用 • 大鼠 后脚注射

角叉菜胶 致炎剂 后 双脚水肿 眼球取

血 肝素抗凝 ∀抗凝血用 液 Β 稀释 ε 冰箱保

存备用 用时取 稀血 加入不同剂量的供试液 空

白不加 和 Λ 鲁米诺后 ε 恒温水浴箱中保温

然后加入 的酵母多糖 Λ 计时 混

匀 置于 ε 恒温水浴箱中保温至 后 置发光仪

中 测定 内发光强度的总值 ∀样品平行测定 次

取平均值 按下式计算抑制率 ∀

发光抑制率
空白对照值 样品值

空白对照值
≅

2 3 2  样品清除 的测定方法参照文献≈ 的方法

略加改进  在测定管中加入 Λ

≤ 2 ≤ 缓冲液 Λ

加入不同量的试液 空白不加 混匀 置发光仪中 于

ε 加入 Λ 鲁米诺 用上述缓冲液配 与

溴代十六烷基三甲胺 ≤× Β 的混合液

启动反应 测定 内发光强度的平均值 ∀每样品平行

测定 次 取平均值 按下式计算清除率 ∀

清除率
空白对照值 样品值

空白对照值
≅

2 3 3  样品清除由碱性连苯三酚产生 Α 的非酶体系

测定方法按文献≈ 的方法 ∀

2 3 4  样品清除羟自由基 Β 测定方法参照文献≈

的方法略加改进  维生素 ≤ 用

磷酸钠缓冲液配制 其余试剂都改用二蒸水配

制 ∀使用时试剂均放于 ε 恒温水浴中 ∀在测定管中

加入 维生素 ≤ ≤∏≥

酵母浸出汁 磷

酸钠缓冲液 加入不同量的试液 空白不加 混

匀 置发光仪中 于 ε 加入 ∀

启动反应 测定 内发光强度的总值 每样品平行测

定 次 取平均值 按上式计算清除率 ∀

3  结  果

3 1  中药方剂对全血化学发光的影响

这 种中药方剂水提液都能抑制全血化学发光

并且具量效关系 见表 但抑制能力大小不同 如果

单从量效曲线回归方程所推出的原液 ≤ 当抑制率为

时 所需提取液用量的体积量 或固体量 ≤ 当抑

制率为 时 所需水提液中固体量 来比较抑制能力

的大小 由于缺乏比较的共同基础 往往有些情况不好

比较 为了便于统一比较 现以生物体内公认的抗氧化

剂维生素 ≤ 做为比较标准 按下式计算中药方剂的抗

氧化值 ∂ ∀

∂
≥ 测 ≥ 标

≥ 标

注 ≥ 测 原液 ≤ ≅固体 ≤ ≥ 标 维生素 ≤ 原液

≤ ≅维生素 ≤ 固体 ≤ ∀

规定维生素 ≤ 的 ∂ 为零 ∀当 ∂ 时 该中

药方剂全血化学发光抑制能力大于维生素 ≤ 反之亦

然 ∀与维生素 ≤ 相比 正值越大 抑制能力就越小 ∀从

∂ 值可以看出 小建中汤抑制全血发光的能力相对

最强 但这 种中药方剂在这个指标中的 ∂ 值相差

不大 均有较强的抑制全血发光能力 ∀

3 2  中药方剂清除 的作用

这 种中药方剂水提液对 都具有一定的清

除作用 并且具有量效关系 见表 ∀但清除能力大小

不同 从中药方剂对 的抗氧化值 ∂ 来比较其

抗氧化能力可以看出 小建中汤相对较强 八珍汤 !十

全大补汤次之 一贯煎相对较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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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药方剂对全血化学发光的抑制作用

组  别    颜  色
供试液中固体

含量 #

抑制率

Λ Λ Λ
中药方剂水提液

≤

原液 Λ 固体
∂

一贯煎 黑褐

八珍汤 黑褐

十全大补汤 黑褐

小建中汤 棕黄

阳性对照用量 Λ Λ Λ

维生素 ≤

表 2  中药方剂对 的清除作用

组  别  

清除率

Λ Λ Λ
中药方剂水提液

≤

原液

Λ

固体 ∂

一贯煎

八珍汤

十全大补汤

小建中汤

维生素 ≤

3 3  中药方剂清除由碱性连苯三酚产生的 Α 作用

这 种中药方剂水提取液对非酶体系产生的 Α

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清除作用 并且具有量效关系 见表

∀从抗氧化值 ∂ 来看 八珍汤 !十全大补汤在清除
Α 方面显示了明显优势 ∀结果表明 八珍汤 !十全大

补汤有很强的清除 Α 作用 一贯煎 !小建中汤的清除

能力较弱 ∀

表 3  中药方剂对非酶体系产生的 Α 清除作用

组  别  

清除率

Λ Λ Λ
中药方剂水提液

≤

原液

Λ

固体 ∂

一贯煎

八珍汤

十全大补汤

小建中汤

维生素 ≤

3 4  中药方剂清除羟自由基 Β 的作用  在# 产

生系统中加入不同量的中药方剂水提液 结果表明 中

药方剂具有清除# 的作用 并具有量效关系 见表

∀但不同的中药方剂对#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不

同 八珍汤 !十全大补汤相对较强 一贯煎次之 小建中

汤相对较弱 ∀这提示 中药方剂清除# 自由基作用

可能与处方药物有关 ∀

表 4  中药方剂清除羟基自由基 # 的作用

组  别  

清除率

Λ Λ Λ Λ Λ
中药方剂水提取液

≤

原液 Λ 固体
∂

一贯煎

八珍汤

十全大补汤

小建中汤

维生素 ≤

3 5  把各中药方剂的 ∂ 值进行加合 结果见表 ∀

表 5  中药方剂各 ∂ 值的加合值

中药方剂
∂

全血体系 体系 非酶体系 # 体系
Ε ∂

一贯煎   

八珍汤   

十全大补汤

小建中汤  

4  讨  论

4 1  自从 ≈ 在 年观察到吞噬细胞 °≤ 在

呼吸爆发时出现发光现象以来 很多研究证实 这种发

光现象是由于 °≤ 在吞噬时出现呼吸爆发 产生多种活

性氧物质 包括 Α ! !# 等 它们与细胞内某些

可激发物质发生反应 产生化学发光 ∀但这种发光十

分微弱 若在细胞吞噬的反应体系中加入发光增强剂

鲁米诺 可使发光增强 ∀随后 ≈ 建立的以全

血为材料检测 °≤ 化学发光的方法中已证明了发光强

度与细胞的吞噬氧化功能成正比 ∀而 °≤ 在吞噬时产

生的活性氧是一类内源性毒物 是引起许多疾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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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过程的重要原因 ∀人体进入老年期后机体抗氧化

能力减退 清除自由基功能下降 生成过氧化脂质

° 增多 加速了衰老 ∀体外试验表明 本文研究的

种中药方剂对全血化学发光有抑制作用 ∀其原因可能

是中药方剂清除部分由 °≤ 在吞噬过程中产生的活性

氧 使鲁米诺被活性氧氧化程度减小 全血化学发光强

度下降 ∀

4 2  人们已认识到在正常生理状况下 活性氧的形成

与消除处于动态平衡 但在一些病理过程中 活性氧的

产生明显增多 可引起许多生物大分子的过氧化反应

导致细胞结构与功能的改变 造成疾病 同时 由于机

体内自由基积累过多也会促进衰老≈ ∀本文研究的

种中药方剂对 ! Α 和# 均有清除作用 尤以八

珍汤 !十全大补汤清除作用特别强 ∀提示这些中药方

剂对体内活性氧可能具有相应的清除作用 并可能具

有保护细胞膜的正常功能和结构 达到抗细胞老化和

防治与自由基相关的疾病 ∀说明这 种中药方剂延年

益寿的作用机理可能与具有抗氧化作用有关 ∀

4 3  从表 5 的 Ε ∂ 值 可以看出八珍汤 !十全大补

汤清除作用特别强 ∀这可能与它们含有对活性氧清除

作用较强的药物成分有关 ∀八珍汤 !十全大补汤的药

物组成类同 十全大补汤仅比八珍汤多了黄芪 !肉桂

而它们处方中的人参 !川芎 !黄芪等已是国内外公认的

抗衰老药物 对防止机体损伤 防止机体衰老有一定作

用≈ ∀小建中汤不含人参之类的药物 但它抑制全血

发光和清除 的作用却是最强 见表 ∀前者的原

因可能是处方中的大枣 !生姜直接对白细胞吞噬功能

产生影响 致使白细胞吞噬能力下降 而使全血化学发

光减弱 后者的原因可能是大枣 !生姜含有很强的抗

成分 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而一贯煎清除氧自由

基能力相对最弱 提示它的抗氧化作用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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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股蓝总苷对老龄大鼠的抗氧化作用观察

章荣华  张仲苗  耿宝琴  雍定国 杭州 浙江省卫生防疫站毒理科 杭州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药剂科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药理教研室

摘要  目的 观察口服绞股蓝总苷对老龄大鼠的抗氧化作用 ∀方法 测定给药后大鼠红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 ≥ ⁄

和全血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 2°¬ 等抗氧化酶含量及肾上腺内维生素 ≤ ∂ ≤ 含量 ∀结果 绞股蓝总苷 和

连续用药 能升高大鼠红细胞 ≥ ⁄和全血 ≥ 2°¬酶活力 且能降低大鼠肾上腺皮质中 ∂ ≤ 含量 ∀结

论 绞股蓝总苷能增强老龄大鼠机体抗氧化能力及提高肾上腺皮质的功能 ∀

关键词  绞股蓝总苷 超氧化物歧化酶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维生素 ≤ 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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