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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蚕粉对免疫功能影响的实验研究

杨  辉1
,黄亦琦

1
,马力达

2
,苏燕茹

3
, 罗友华

1
( 1 厦门市医药研究所 厦门 361003; 2 厦门大学医学院 厦门

361000; 3 福建中医学院药学系 福州 350000)

摘要:目的  探讨全蚕粉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  观察全蚕粉对环磷酰胺所致免疫低下小鼠免疫器官指数、碳廓清功能和血清溶血素
的影响。结果  全蚕粉可增强正常小鼠免疫功能,显著提高免疫低下小鼠胸腺指数、脾脏指数、碳廓清能力和血清溶血素含量。结论  全蚕
粉对机体免疫功能有一定增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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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effect of Silkworm powder on immunologic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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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munological regulation of silkworm powder in mice METHODS  
T he ef fects of silkworm powder were investigated in normal mice and immune hypofunction m ice made by cy

clophosphamide by spleen index, thymus index , mouse carbon funct ion and HC50 were invest igated RESULTS  
Silkw orm powder can st rengthen the normal m ice immune funct ion and enhanced the spleen index , thymus index ,

mouse carbon funct ion, and HC50 of immuned hypofunctional mouse CONCLUSION  Silkworm powder has defi

nite reinforcement action on mouse! s immune funct ion
KEY WORDS: Silkworm powder; Immunoregulation; Carbon granule clear ance rate; HC50 ; M ice

  家蚕富含蛋白质、脂类、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及黄酮类化合
物、1 脱氧野尻霉素、蚕素、三碘甲腺原氨酸等药用成分 1 3 ,

近年报道其具有降血糖、降血脂等作用, 可确切有效地改善 2

型糖尿病大鼠胰岛素抵抗和胰岛 细胞受损 4, 5 。越南民间

流行以 5 龄幼虫与蜜蜂、桑叶熬制成药,用于促进小儿生长发

育和强身健体, 但目前对家蚕免疫调节作用的研究鲜见报道。

为此, 本实验采用全蚕粉做为研究对象, 用环磷酰胺 ( cy

clophosphamide, CY)造免疫低下模型,考察全蚕粉对不同状态

下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现报告如下。

1  实验材料

1 1  动物  雄性健康昆明小鼠180只, 体重 18~ 22g, 由厦门

大学抗癌中心提供, 合格证号 SCXK (闽) 2008 001, SYXK

(闽) 2008 0003。动物自由摄食、饮水, 室温 22~ 25 ∀ , 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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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采光。

1 2  药物  全蚕粉, 取专用蚕品种5龄第三天幼虫(福建省桑

蚕研究所提供) , 冻干、粉碎。注射用环磷酰胺, 江苏恒瑞制药

有限公司, 批号 07122821。盐酸左旋咪唑, 南京白敬宇制药

有限公司,批号 070203。

1 3  试剂及配制
1 3 1  SRBC(压积红细胞)悬液的制备:绵羊血 (福州康泰生

物公司提供)放入有玻璃珠的灭菌锥形瓶中, 盖上瓶塞朝一个

方向摇动,至凝块完全形成, 去除纤维蛋白, 4 ∀ 冰箱阿氏液保

存备用。用前取适量抗凝羊血用无菌生理盐水洗涤 3 次, 每

次离心 2000r#min- 1 , 10min。将压积 SRBC 用生理盐水配成

2% ( v / v)细胞悬液(溶血者弃用)。

1 3 2  补体的制备: 豚鼠,由厦门大学抗癌中心提供, 心脏取

血,分离血清,离心取上清, - 20∀ 保存。用时以生理盐水按

1∃10 稀释。
1 3 3  都氏试剂: 取 NaHCO3 1 0g, KCN 0 05g, K3Fe( CN ) 6

0 2g, 蒸馏水 1000mL 溶解, 5~ 10∀ 保存备用。
1 3 4  印度墨汁(北京笃信精细制剂厂) : 用前生理盐水 4 倍

稀释。

1 4  仪器  UV 2501PC 可见 紫外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

BP211D电子天平,德国塞多利斯。

2  实验方法与结果

2 1  小鼠碳廓清实验 6  雄性健康小鼠90只,适应饲养 3 天

后,随机分成 9 组, 每组 10 只: 正常对照组(正常组) ,环磷酰

胺模型组( CY模型组) ,阳性对照组(阳性 CY 组) , 全蚕粉低、

中、高剂量组, 全蚕粉低、中、高剂量环磷酰胺组(蚕低、中、高

剂 CY 组)。按 0 1mL/ 10g灌胃,正常组、模型组给予生理盐

水,低、中、高剂量组分别给予全蚕粉 0 5g#kg- 1、1 0g#kg- 1、

2 0g#kg - 1, 阳性组给予左旋咪唑 25mg#kg- 1 ,每天灌胃 1 次,

连续 14d。于第八天、第九天, CY 各组腹腔注射环磷酰胺

80mg#kg- 1, 余下各组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末次灌胃 1

小时后, 按 0 1mL / 10g 尾静脉注射 4 倍稀释的印度墨汁, 于

注入墨汁后2、10min, 分别从小鼠内眦静脉丛取血20 L ,并立

即将其加到 2mL 0 1% Na2CO3 溶液中摇匀。以 0 1%

Na2CO3 溶液作空白对照, 600nm 波长处测定吸光度。处死小

鼠,取肝脏、脾脏,用滤纸吸干脏器表面血污, 分别称重。计算

吞噬指数 a。以吞噬指数表示小鼠碳廓清的能力。吞噬指数

a= (体重/肝重+ 脾重) % ( LgAbs1- LgAbs2 ) / ( T 2 T 1)
1/ 3。

结果见表 1。

表 1  全蚕粉对小鼠吞噬指数的影响( x & s, n = 10)

组别 剂量( g#kg- 1) 吞噬指数
正常对照组 4 63 & 0 36
CY模型组 0 08 3 38 & 0 37* * ∋∋

阳性 CY 组 0 025 5 04 & 0 41 ∋∋

蚕粉低剂组 0 5 4 58 & 0 47 ∋∋

蚕低剂 CY 组 0 5 3 88 & 0 41** ∋

蚕粉中剂组 1 0 5 54 & 0 60* * ∋∋

蚕中剂 CY 组 1 0 5 10 & 0 44 ∋∋

蚕粉高剂组 2 0 6 09 & 0 60* * ∋∋

蚕高剂 CY 组 2 0 6 02 & 0 58* * ∋∋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与环磷酰胺模型组

比较, ∋P < 0 05, ∋∋P < 0 01

由表 1可见, 全蚕粉能有效增强小鼠碳粒廓清能力, 加快

小鼠吞噬细胞吞噬速度, 缩短碳粒廓清时间, 其中, 与正常对

照组比较, 正常给药各剂量组均有不同程度提高, 但是低剂量

组无显著性差异, 中、高剂量组差异显著, P < 0 01。CY 各剂

量组与环磷酰胺模型组比较时,各给药组均显示明显的拮抗

环磷酰胺作用, 其中蚕粉低剂组 P < 0 05 外, 其余各组差异

更为显著, P < 0 01。

2 2  小鼠血清溶血素抗体测定 7  动物分组、灌胃给药方法

及环磷酰胺造免疫低下模型方法同 2 1。在灌胃的第十天,

除正常对照组外, 每只鼠腹腔注射 2% SRBC0 2mL 进行免

疫。末次给药前禁食 12h, 称重, 给药 1h 后, 摘除眼球取血,

处死小鼠。各组小鼠分离脾脏、胸腺,滤纸吸干表面血污, 称

重, 计算免疫器官指数,结果 (见表 2)。小鼠血静置 1h 以上,

离心分离血清, 生理盐水将血清稀释 100 倍后进行实验。各

组样品管中分别加入稀释后的小鼠血清 1 0mL、10%补体血

清 1 0mL及 10% SRBC 0 5mL混匀; 同时做 1 份空白。各管

于 37∀ 温浴 10min, 移入冰浴中终止反应, 2000r#min- 1离心

10min。取上清液 1mL、都氏试剂 3mL 于试管内混匀, 置

37∀ 水浴 10min, 540nm 处测吸光度值。同时取 10% SRBC

0 25mL、都氏试剂 4mL 于另一试管中, 充分摇匀, 放置

10min,于 540nm 吸光度值即为半数溶血吸光度值。溶血素

量以小鼠的半数溶血值 HC50表示。HC50= (样品吸光度值/

SRBC 半数溶血吸光度值) % 样品稀释倍数。结果见表 3。

表 2  全蚕粉对小鼠免疫器官的的影响( x & s, n= 10)

组  别
剂量

( g#kg- 1)
免疫器官指数(mg#g- 1)

脾 胸腺

正常对照组 4 88 & 0 53 2 26 & 0 17

CY 模型组 0 08 3 18 & 0 71* * 1 36 & 0 26* *

阳性 CY 组 0 025 4 44 & 0 63 ∋∋ 1 99 & 0 32* ∋∋

蚕粉低剂组 0 5 5 64 & 0 61* ∋∋ 2 38 & 0 34 ∋∋

蚕低剂 CY 组 0 5 4 31 & 0 33 ∋∋ 1 90 & 0 20* ∋∋

蚕粉中剂组 1 0 5 82 & 0 74** ∋∋ 2 65 & 0 29** ∋∋

蚕中剂 CY 组 1 0 4 43 & 0 51 ∋∋ 2 12 & 0 20 ∋∋

蚕粉高剂组 2 0 5 06 & 0 79 ∋∋ 2 48 & 0 35 ∋∋

蚕高剂 CY 组 2 0 4 24 & 0 57 ∋∋ 1 98 & 0 24 ∋∋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 与环磷酰胺模型组

比较, ∋P < 0 05, ∋∋P < 0 01

由表 2 可见, 正常蚕粉组的脾脏指数和胸腺指数与正常

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提高, 中剂量组 P< 0 01,低剂量组 P <

0 05。各组的脾脏指数和胸腺指数与环磷酰胺模型组比较均

有不同程度地提高, P < 0 01。

表 3  全蚕粉对小鼠溶血素抗体生成的影响( x & s, n= 10)

组别 剂量( g#kg- 1) HC50

正常对照组 91 78 & 10 45

CY 模型组 0 08 43 54 & 9 06**

阳性 CY 组 0 025 98 24 & 9 22 ∋∋

蚕粉低剂组 0 5 97 74 & 9 95* ∋∋

蚕粉低 CY 组 0 5 72 78 & 8 26* ∋∋

蚕粉中剂组 1 0 132 52 & 17 79* * ∋∋

蚕中 CY 组 1 0 85 72 & 8 39* ∋∋

蚕粉高剂组 2 0 157 06 & 11 89* * ∋∋

蚕高剂 CY 组 2 0 101 88 & 12 49 ∋∋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 与环磷酰胺模型组

比较, ∋P < 0 05, ∋∋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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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见,正常各组的溶血素含量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均呈递进式地提高,中剂量和高剂量组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P< 0 01。CY 各剂量组与环磷酰胺模型组比较时均有显著

提高。

3  讨论

3 1  机体的免疫系统是由非特异性免疫、细胞免疫和体液免
疫共同构成的防御系统。免疫器官的脏体指数是衡量机体免

疫功能的初步观察指标, 对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具有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小鼠体内碳颗粒被清除的速率与

血碳浓度呈指数函数关系, 可作为考察吞噬细胞吞噬能力的

指标之一。小鼠腹腔注射绵羊红细胞( SRBC)数天后, B 淋巴

细胞产生抗 SRBC 抗体( IgM ) , 在补体的参与下, 可使 SRBC

溶解, 若分离出小鼠血清, 与 SRBC 一起孵育, 在补体参与下

产生溶血现象,通过测定血清中溶血素含量 ( HC50)从而反映

出药物对体液免疫的影响。因此,本实验选择脾脏指数、胸腺

指数、碳廓清和 HC50作为衡量小鼠免疫能力的指标。

环磷酰胺作为化疗药物广泛应用于肿瘤的治疗 ,但又会

引起脾脏、胸腺质量减轻,抑制淋巴细胞分泌抗体, 降低免疫

功能等,在治疗当中可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下降。通过参考文

献和预实验结果,采用 80mg#kg- 1
的环磷酰胺剂量, 小鼠的胸

腺和脾脏萎缩,脾脏指数、胸腺指数、小鼠吞噬细胞吞噬能力

和血清溶血素都有所降低,得到较好的免疫抑制小鼠模型。

3 2  研究结果证实了全蚕粉不仅对正常小鼠的免疫功能有
一定的促进作用,还对环磷酰胺致免疫低下小鼠脾脏指数、胸

腺指数、吞噬细胞吞噬能力和血清溶血素的降低均有恢复作

用,且呈一定量效关系。表明全蚕粉在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

免疫方面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具有提高机体免疫的功能 ,是一

种良好的免疫调节剂, 其具体作用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 3  人类许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都与免疫调节机能障碍有
关, 开发提高免疫力的保健药物颇有必要。中药在我国医疗

保健事业中起着重要作用, 目前占药品市场消费总量的

40%。目前我国蚕茧的生产量占全球的 70%以上, 我们的祖

先早就认识到蚕和桑在中医药方面的用途。蚕业发展的过程

中, 蚕桑资源综合利用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蚕桑的

医药价值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蚕桑资源综合利用的研究和

发展极有可能形成新的产业 8 。现代科技研究表明, 蚕和桑

的营养成分、功效成分、药理成分丰富 ,功效独特, 投产快, 产

量高, 蚕桑业蕴藏着不可估量的物质资源, 具有极高的开发价

值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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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藤新甙B的提取及体外抗肿瘤活性研究

孟昭珂,吴春霞(杭州民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 310011)

摘要:目的  研究乌骨藤中的有效成分通关藤新甙 B提取分离工艺,并对其进行系统的体外抗肿瘤活性研究。方法及结果  采用硅胶柱分
离的方法,从乌骨藤中提取分离通关藤新甙 B,经 HPLC测定,得到含量达到 99 16% 的产品, 收率 1 75% ,含量达到 90 2% 的产品, 收率为

5 8% ;采用 MTT 法,测试通关藤新甙 B对人胃癌 SGC 7901细胞,人慢性髓原白血病 K562细胞、人肝癌 Bel 7402细胞,人肝癌 SMMC 7721细

胞、低分化胃腺癌 BGC 823、低分化胃癌MKN 45、恶性黑色素瘤 A375、结肠腺癌 LoVo、直肠腺癌 HR 8348、人卵巢癌 HO 8910细胞的体外抗肿

瘤活性。结论  通关藤新甙 B对人胃癌 SGC 7901等 10株癌细胞具有较强的体外抑制活性,其活性超过消癌平注射液和乌骨藤甾体总甙,是

消癌平注射液中的主要成分和有效成分,开发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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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965 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6 3765( 2009) 011 0034 04

作者简介:孟昭珂,男( 1979 2- )。毕业于郑州大学,药学化学硕士。

职称:工程师。联系电话: 0571- 89973633- 235

  乌骨藤为萝摩科牛奶菜属植物通关散 Mersolenia tenocis

sima ( Roxb) Wight et Am 的根、茎或叶, 又名为奶浆藤、通光

散、大苦藤、龙爪菜等, 主要产于云南、贵州等地。乌骨藤是中

药中常见的药材之一, 具有清热解毒、止咳平喘、利湿通乳、抗

癌的功效
1, 2, 3

。云南地区将其作为治疗气管炎和抗肿瘤药

用植物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3970 部队自 1970 年以来应

用乌骨藤水煎剂治疗各种恶性肿瘤,取得良好效果。目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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