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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多糖体外抗柯萨奇病毒 Β3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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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大蒜多糖体外抗柯萨奇病毒 ≤ ¬ √ ∏ ∏ ≤∂ 作用 ∀方法  观察大蒜多糖 ≤的

细胞毒性 !对 ≤∂ 直接灭活作用 !抗 ≤∂ 吸附作用及对 ≤∂ 生物合成抑制作用 ∀结果  大蒜多糖 ≤对 2 细胞的

半数中毒浓度 ×≤ 分别为 Λ 均无直接灭活 ≤∂ 及抗 ≤∂ 吸附作用 除 外 和 ≤均可剂量依赖性

抑制 ≤∂ 生物合成 ∀结论  大蒜多糖 和 ≤在体外通过抑制 ≤∂ 生物合成而发挥抗 ≤∂ 的作用 ∀

关键词 大蒜 多糖 柯萨奇病毒 抗病毒 体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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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ιν ϖιτρο √ ≤∂

ΚΕΨ Ω ΟΡ ∆ Σ: Αλλιυµ σατιϖυµ ≤ ¬ √ ∏ ∏ √ ∏ ∏ ιν ϖιτρο

  柯萨奇 组病毒 ∗ 型 ≤ ¬ √ ∏ ∏ ×

∗ ≤∂ ∗ 在人群中感染十分普遍并与多种疾病有着十

分密切的关系 如病毒性心肌炎 !慢性扩张性心肌病 !慢性胰

腺炎等 ≤∂ 则是病毒性心肌炎的主要病因 由于缺乏有效

的治疗药物 许多患者演变为慢性扩张性心肌病 最后死于

心力衰竭 ∀目前 从天然产物中寻找新的药效成分已成为国

际上研究的新动向 多糖的研究颇受关注 ≈ ∗ ∀大蒜多糖是

从大蒜球根中提取的活性成分 我们前期研究表明其对实验

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 ≈ 其他药理活性尚未见报道 ∀为挖掘

一种安全 !廉价 !有效的抗 ≤∂ 药物 本试验探讨了大蒜多

糖的体外抗 ≤∂ 活性及其可能机制 ∀

1  材料

1 1  2 细胞

由武汉大学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提供 ∀细胞生长液为

∞ 加 新生小牛血清 公司 ∏ 青霉素

Λ 链霉素 细胞维持液除新生小牛血清为 外 其

余同细胞生长液 ∀

1 2  病毒

≤∂ 株为武汉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保存 ∀病

毒经 2 细胞活化增殖 细胞病变效应

≤°∞ 达 以上 ∗ 时收获 滴定

其滴度为 ×≤ ⁄ ∀

1 3  药物

大蒜多糖 ≤ 参照文献 ≈ 方法提取及纯化 以 ⁄ 2

≥ 上海菲达有限公司 批号 纯度 ∴ 等级

配成 的溶液 ∀病毒唑 武汉滨湖制药厂生

产 批号 2 每种药物使用前都经过 ∏ 消

毒 分装备用 ∀

2  方法与结果

2 1  大蒜多糖 ≤细胞毒性测定

在 孔板上 加 ≅ 浓度的 2 细胞

孔 培养 加含药维持液 ∀药物浓度为

Λ ε ≤

培养 观察细胞病变效应 ≤°∞ 无

细胞病变 以下的细胞有病变 ∗ 的

细胞有病变 ∗ 的细胞有病变

∗ 的细胞有病变 每一药物浓度均重复 孔 同时

设正常细胞对照及病毒唑对照 阳性抗病毒药物 用直线回

归法计算出药物对 2 细胞的半数中毒浓度 ×≤ ∀结

果 药物对细胞的毒性表现为细胞增殖缓慢 颗粒增多 形态

改变 折光性增强 但仍可贴壁 ∀大蒜多糖 ≤ ×≤ 分别

为 Λ 病毒唑 ×≤ 为 Λ ∀

2 2  大蒜多糖 ≤对 ≤∂ 直接灭活作用

将 ×≤ ⁄ 的 ≤∂ 与药物等量混合 药物终

浓度 Λ ∀加到

2 单层细胞中 ε 吸附 加细胞维持液 ε

≤ 培养 观察 ≤°∞∀同时设正常细胞对照及病毒对

照 ∀结果 大蒜多糖 ≤不同浓度组均出现典型 ≤∂ 感

染所致 ≤°∞以细胞皱缩 !变圆 !碎裂为特征 且与病毒对照

孔无显著区别 说明各组分均不能直接杀灭 ≤∂ ∀

2 3  大蒜多糖 ≤抗 ≤∂ 吸附作用

药物 孔加到 2 单层细胞中 ε 作用

∀其中药物浓度为

Λ ∀加 ×≤ ⁄ 的 ≤∂ 孔 ε

吸附 加细胞维持液 ε ≤ 培养 观察 ≤°∞

同时设正常细胞对照及病毒对照 ∀结果 大蒜多糖 ≤

不同浓度组均出现典型 ≤°∞ 说明三者均无阻断 ≤∂ 吸附

作用 ∀

2 4  大蒜多糖 ≤对 ≤∂ 病毒生物合成抑制作用

在 孔板上 加 ≅ 浓度的 2 细胞

孔 培养 加 ×≤ ⁄ 的 ≤∂ 孔 ε

≤ 吸附 加含药维持液 ∀药物浓度为

Λ ∀ ε ≤ 培养

观察 ≤°∞∀每一药物浓度均重复 孔 同时设病毒唑对

照 阳性抗病毒药物对照 !病毒对照及正常细胞对照 ∀将上

述体外病毒生物合成组细胞培养液冻融 次 并按 Β 稀

释后接种到 2 单层细胞孔中 ε ≤ 培养 观

察 ≤°∞根据 2 ∏ 法计算病毒滴度 直线回归法计

算出药物对 ≤∂ 生物合成 抑制浓度 ≤ 并计算药

物治疗指数 × ×≤ ≤ ∀结果 大蒜多糖 对 ≤∂ 抑

制作用较弱 随药物浓度增加 2 细胞 ≤°∞变化不明显

病毒滴度下降不显著 ≤ 为 Λ × 为 无

临床价值 组分 和 ≤能抑制 ≤∂ 生物合成 表现为病毒

滴度随药物浓度增加而下降 对 ≤∂ 所致细胞病变效应抑

制率与药物浓度均呈正相关见表 其 ≤ 分别为 和

Λ × 分别为 和 病毒唑 ≤ 为 Λ

× 为 ∀

表 1  大蒜多糖对 ≤∂ 生物合成的影响

Ταβ 1  ∞ Αλλιυµ σατιϖυµ ≤ ≤∂

药物剂量

Λ

观察指标

细胞病变效应 病毒滴度

大蒜多糖 大蒜多糖 大蒜多糖 ≤ 大蒜多糖 大蒜多糖 大蒜多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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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剂量

Λ

观察指标

细胞病变效应 病毒滴度

大蒜多糖 大蒜多糖 大蒜多糖 ≤ 大蒜多糖 大蒜多糖 大蒜多糖 ≤

正常细胞对照

病毒对照

注 无细胞病变 以下的细胞有病变 ∗ 的细胞有病变 ∗ 的细胞有病变 ∗

的细胞有病变

≤°∞ ∏ ∏ ≤∂

∗ ∗ ∗

3  讨论

≤∂ 引起的病毒性心肌炎和扩张型心肌病严重威胁人

类健康 病毒唑有一定疗效 但不良反应多 而 ≤∂ 疫苗则

成本高难以推广和大量应用 从中草药中筛选和研制抗

≤∂ 新药越来越受到关注 中药大黄及桑寄生提取物均有

较好的抗 ≤∂ 作用 ≈ ∗ ∀大蒜来源丰富 药食同源 作为民

间药物历史悠久 近年来大蒜制剂不断研制和开发 广泛用

于临床 ∀大蒜有效成分之一大蒜素具有抗菌 !抗炎 !抗病毒 !

免疫调节等多方面作用 ≈ 但对于大蒜有效成分大蒜多糖的

药效研究国内外尚无报道 ∀近来我们从大蒜球根中提取分

离出新的有效成分大蒜多糖 ≤ 发现三者均有护肝作用

并安全低毒 ≈ 本实验则进一步观察了三组分的体外细胞毒

性及其对 ≤∂ 的影响 以筛选有效的抗 ≤∂ 药物 ∀

实验结果发现 大蒜多糖 ≤有一定的细胞毒性 对

2 细胞的半数中毒浓度 ×≤ 分别为

Λ 均低于申元英 杨占秋等 ≈ 用相同实验方法得

到大黄素对 2 细胞的半数中毒浓度 即 Λ

三组分均无直接灭活 ≤∂ 及抗 ≤∂ 吸附作用 但可

剂量依赖性抑制 ≤∂ 生物合成 组分 除外 其抗 ≤∂

作用环节与病毒唑和大黄素相似 ≈ 大蒜多糖 和 ≤对

≤∂ 的 抑制浓度 ≤ 分别为 和 Λ

治疗指数 × ×≤ ≤ 分别为 和

根据各组分对 ≤∂ 的 × 值不同 将它们归为 类 ≠ 低毒

有效 × 无 有毒有效 × 即大蒜多糖 ≤ 其治

疗指数与大黄素 × 为 较为接近 ≈ ≈ 有毒低效 ×

即大蒜多糖 …无效 药物浓度与病毒抑制率无明显相关

性 即大蒜多糖 ∀由此可初步推测 ≠ 大蒜多糖中有效抗

≤∂ 组分为 和 ≤ 其中以 ≤更为安全 但仍具一定细胞毒

性 大蒜多糖 ≤不能直接杀灭 ≤∂ ≈ 大蒜多糖

≤不能封闭 ≤∂ 表面的受体 故不能阻止病毒吸附 !穿入

易感细胞 …大蒜多糖 ≤通过抑制 ≤∂ 核酸复制或和以

后环节而发挥抗病毒作用 ∀进一步提高大蒜多糖的提取 !分

离及纯化技术以增加大蒜多糖纯度 并获得单一组分有助于

提高大蒜多糖抗 ≤∂ 效价 并降低毒性 拓宽临床适应症 ∀

至于大蒜多糖对 ≤∂ 所致病毒性心肌炎有无保护作用 尚

需作进一步在体实验研究 ∀

参考文献

≈1 龚晓健 季晖 卢顺高 等 人工虫草多糖对小鼠免疫功能的

影响 ≈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2 张群豪 林志彬 灵芝多糖 2 对肿瘤坏死因子 Α和 Χ干

扰素产生及其 表达的影响 ≈ 中国医科大学学报

≈3 郑敏 徐爱芹 鲍翠玉 等 当归多糖及大蒜素对小鼠四氯化碳

肝损伤作用的比较 ≈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4 郑敏 潘世斌 姜友定 等 大蒜多糖对肝损伤小鼠血清和肝

组织 ×! ≥×的影响及其毒性实验 ≈ 咸宁学院学报 医

学版

≈5 申元英 杨占秋 刘建军 等 大黄提取液抗科萨奇病毒 的

实验研究 ≈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

≈6 王志洁 虎杖大黄素抗 ≥∂ !≤∂ 病毒作用初探 ≈ 安徽

中医学院学报 2

≈7 王志洁 杨占秋 黄铁牛 等 桑寄生乙醇提取物抗科萨奇病

毒 的实验研究 ≈ 中国中药杂志 2

≈8 高玉民 大蒜化学性质及抗肿瘤作用的研究 ≈ 国外医学中

医中药分册

收稿日期 2 2

## ≤ ° ƒ ∏ ∂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