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脂质过氧化、线粒体损伤、遗传等多个方面，可损害肝脏各

种细胞器和酶的结构功能，并能刺激免疫系统，诱发免疫性

肝损害
［9］。其中氧应激和脂质过氧化可能是酒精引起肝损

伤的起始因素之一。在氧化和抗氧化体系中，MDA 是脂质

过氧化物的最终代谢产物，其含量的高低可间接反映机体的

脂质过氧化程度，从而反映细胞损伤的程度
［10］。而 SOD 和

GSH-PX 是细胞内抗脂质过氧化作用的酶性保护系统的主要

成分
［11］。本实验中 TFLC 可显著降低酒精导致的肝组织

MDA 含量增加，提高 SOD 和 GSH-PX 活性，表明其可通过减

弱脂质过氧化反应，减轻酒精对肝细胞的损害。
很多炎症细胞因子都参与了酒精诱导的肝损伤过程。

TNF-α 是 ALD 病程中多效能的前炎症因子，可诱导 TNF-α
本身、IL-1、IL-6、IL-8 等因子的大量分泌并介导肝细胞功能

受损，处于肝细胞损伤的细胞因子网络的核心，在 ALD 发病

机理尤其是炎症级联放大反应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12］。有研

究表明应用 TNF-α抑制剂降低 TNF-α 水平可减轻酒精性肝

损伤
［13］。IL-1β主要由活化的单核-吞噬细胞产生，具有广泛

的生 物 学 效 应，如 促 进 炎 症 介 质 释 放，直 接 参 与 炎 症 过

程
［14］。在本研究中 TFLC 可显著降低急性酒精性肝损伤小

鼠血清 TNF-α 和 IL-1β 水平，表明对该两种重要炎症细胞因

子的调节也是其对急性酒精性肝损伤保护作用的机理之一。
至今临床上还没有有效防治酒精性肝病发生发展的理

想药物，因此对 ALD 早期预防显得尤为重要。本实验提示

经过现代工艺提取的 TFLC 可能通过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

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以及免疫调节等作用减轻酒精诱导的

肝损伤程度，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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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多糖类化合物如蘑菇、地衣和藻类多糖由于具有抗

肿瘤和免疫增强的作用
［1］，在医药领域已经受到人们愈来愈

多的重视。化橘红是广东名贵中药材，为芸香科植物化州柚

的未成熟或近成熟的干燥外层果皮。它具有治疗风寒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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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胃气痛，祛痰止咳作用，对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炎

具有良好疗效 。多糖是化橘红的主要成分之一，韦英杰等

人通过正交试验法对化橘红提取工艺进行研究
［2］。陈华萍

等人测定了化橘红中多糖的含量
［3］，但是对化橘红多糖免疫

调节功能的研究至今未见报道。本实验从化橘红中提取出

多糖，并进行了初步的纯化，进而从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

免疫两个方面对其免疫调节活性进行了研究，旨在为开发新

型的化橘红多糖免疫增强药物提供技术支持和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化州橘红切片和甘露聚糖肽，购于广东大参林药业有限

公司;昆明种小鼠(25 ～ 28 g，7 ～ 9 周) 购于广东省医学实验

动物中心，合格证号 2004A021，在标准实验室条件下饲养如

室温、自由摄食和饮水。
1. 2 试剂与仪器

石油醚、乙醚、氯仿、浓硫酸、苯酚、葡萄糖、丙酮均为国

产分析纯;植物血凝素(PHA)、DEAE-Sephadex-A25 购自上

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瑞氏染色液，都氏试剂。
Alsever 溶液(鸡红细胞保存液)制备和鸡红细胞制备与

保存见文献
［4］。

TG16A-WS 离心机，XSP-24N 显微镜，722N 可见分光光

度计，德国 SARTORIUS BS214D 电子天平，苏州净化 SW-CJ-
IFD 超净工作台。
1. 3 实验方法

1. 3. 1 动物分组和给药方法 50 只小鼠被随机分为 5 组:

空白对照组( 生理盐水)，3 个 PECP 组(50 mg /kg，100 mg /
kg，200 mg /kg 体重)，1 个阳性对照组(甘露聚糖肽 25 mg /kg
体重)。PECP 用生理盐水溶解，以 20 mL /kg 的体积灌胃给

药，1 次 /d，连续 10 d。
1. 3. 2 多糖对小鼠免疫器官脏器指数的影响 小鼠分组、

给药见 1. 3. 1 项。第 10 天分别称其体重，处死，取出脾和胸

腺，除去鲜血，脂肪，组织膜。用电子天平称其湿重，分别计

算脾、肝和胸腺指数。
1. 3. 3 多糖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活性的影响 小鼠分

组、给药同上，每组于最后 1 d 上午每鼠 ip 1 mL 5% 的鸡红

细胞混悬液，8 h 后，颈推脱臼处死小鼠，消毒腹部后注入2. 5
mL Hank’s，轻揉小鼠腹部，取腹腔液于载玻片上，参照文献

方法计算吞噬指数
［5］。

1. 3. 4 多糖对小鼠溶血素的影响 小鼠分组、给药同上，给

药第 1 天每鼠腹腔注射 5%的鸡红细胞(CRBC) 生理盐水混

悬液 0. 2 mL 进行免疫，于第 8 天给药后的 2 h 眼眶取血，按

文献方法
［6］

测定血清半数溶血值 HC50。
1. 3. 5 多糖对小鼠淋巴细胞转化的影响 小鼠分组、给药

同上，各组于给药的前 3 d，每鼠每天均肌注 PHA 10 mg /kg，

于第 8 天给药后 2 h，小鼠剪尾取血，按文献方法计算
［7］

淋巴

细胞转化百分率。
1. 3. 6 统计学分析 所有实验数据用 珋x ± s 表示，应用 SPSS
11. 5 中 One-way ANOVA 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P < 0. 05 为有显著性差异。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 1 多糖的提取和纯化

采用水提醇沉法，我们从 100 g 化橘红切片中获得了

9. 95 g 粗多糖(ECP)，产率为 9. 95%。粗多糖经过 DEAE-
Sephadex-A25 柱纯化，得多糖 PECP，总糖含量从 70. 5%提高

到 87. 3%。
2. 2 对小鼠免疫器官脏器指数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甘露聚糖肽阳性组和 3 个橘红多糖组均可

显著提高正常小鼠的脾指数和胸腺指数，与对照组相比，差

异显著(P < 0. 05);橘红多糖组呈现一定的剂量依赖性，但

在 200 mg /kg 以内，没有达到极显著差异。

表 1 多糖 PECP 对小鼠免疫器官脏器指数的

影响(珔x ± s，n =10)

组别
Does

/(mg /kg)

脾脏指数

/(mg /g)

胸腺指数

/(mg /g)

正常对照组 — 5. 34 ± 1. 13 2. 19 ± 0. 58
甘露聚糖肽阳性组 25 5. 83 ± 1. 41* 2. 72 ± 0. 62*

橘红多糖(低) 50 5. 50 ± 1. 08* 2. 53 ± 0. 88*

橘红多糖(中) 100 5. 65 ± 1. 51* 2. 44 ± 0. 49*

橘红多糖(高) 200 5. 76 ± 1. 37* 2. 64 ± 0. 43*

注:与对照组比较，* P < 0. 05，P < 0. 01。

2. 3 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活性的影响

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是全身的非特异性免疫的重

要指标之一，表 2 表明，甘露聚糖肽(25 mg /kg) 对正常小鼠

的吞噬指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P < 0. 01)。橘红多糖中、

高剂量组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与空白对照相比具有显著提

高(P < 0. 01)，而低剂量组差异显著(P < 0. 05)。

表 2 多糖 PECP 对小鼠吞噬细胞吞噬活性的

影响(珔x ± s，n =10)

组别 Does /(mg /kg) 吞噬活性

对照组 — 0. 81 ± 0. 15
甘露聚糖肽阳性组 25 1. 58 ± 0. 44

橘红多糖低 50 1. 10 ± 0. 37*

橘红多糖中 100 1. 49 ± 0. 23

橘红多糖高 200 1. 84 ± 0. 32

注:与对照组比较，* P < 0. 05，P < 0. 01。

2. 4 对小鼠血清溶血素的影响

由表 3 知，25 mg /kg 甘露聚糖肽对正常小鼠的血清溶血

素水平有显著影响(P < 0. 05)，低剂量(50 mg /kg)橘红多糖

表 3 多糖 PECP 对小鼠血清溶血素水平的

影响(珔x ± s，n =10)

组别 Does /(mg /kg) HC50

对照组 — 97. 50 ± 8. 33
甘露聚糖肽阳性组 25 120. 50 ± 15. 40*

橘红多糖低 50 99. 20 ± 8. 71
橘红多糖中 100 112. 40 ± 16. 60*

橘红多糖高 200 165. 70 ± 14. 90

注:与对照组比较，* P < 0. 05，P < 0. 01。

294

2010 年 3 月

第 32 卷 第 3 期

中 成 药

Chinese Traditional Patent Medicine
March 2010

Vol. 32 No. 3



对小鼠血清溶血素含量无显著的促进作用;高剂量组多糖与

对照组相比较有极显著差异(P < 0. 01)。
2. 5 对小鼠淋巴细胞转化的影响

由表 4 可见，化橘红多糖低、中、高剂量组和甘露聚糖肽

组均能有效促进淋巴细胞转化，其中高剂量组有极显著差异。
表 4 多糖 PECP 对小鼠淋巴细胞转化的

影响(珔x ± s，n =10)

组别 Does /(mg /kg) 淋巴细胞转化率 /%
对照组 — 40. 17 ± 1. 45
甘露聚糖肽阳性组 25 53. 80 ± 8. 51*

橘红多糖低 50 48. 54 ± 3. 64*

橘红多糖中 100 54. 75 ± 3. 64*

橘红多糖高 200 62. 42 ± 7. 84

注:与对照组比较，* P < 0. 05，P < 0. 01。

3 讨论

化橘红为广东主产药材之一，具有散寒，燥湿，利气，消

痰等功效，其多糖含量较高，粗多糖占 9. 95%左右。
脾和胸腺的相对重量是非特异性免疫的重要指标之一，

免疫增强剂能增加脾和胸腺的重量，反之，免疫抑制剂能减

少它们的重量
［8］，巨噬细胞作为非特异性免疫细胞可以吞噬

或杀伤癌细胞及外来异己细胞，吞噬活性是衡量机体非特异

性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标。本实验发现初步纯化的化橘红多

糖能显著提高正常小鼠的脾指数、胸腺指数和小鼠腹腔巨噬

细胞的吞噬指数。
鸡红细胞是一种 T 细胞依赖性抗原，在 T 淋巴细胞的参

与下，刺激致敏的机体产生相应的抗体，小鼠溶血素含量上

升，反映小鼠产生抗体能力加强。实验结果表明中、高剂量

组化橘红多糖与对照组相比较，均能显著提高正常小鼠的血

清溶血素水平。
T 淋巴细胞是重要的免疫细胞，能分泌多种淋巴因子，

是免疫调节的主要介质之一。本研究表明化橘红多糖能明

显促进小鼠 T 淋巴细胞的转化率，增强小鼠的细胞免疫功

能。
我们选择的阳性对照甘露聚糖肽在 25 mg /kg 剂量时就

显示了较强的免疫增强活性，其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将来，我们会对 PECP 进一步纯化，并建立移植肿瘤的

小鼠模型，研究高纯产物对带瘤小鼠的抗瘤和免疫调节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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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草系唇形科鼠尾草属植物的地上部分。夏至草为

唇形科夏至草属植物夏至草的全草。本文利用已建立的 α-
葡萄糖苷酶体外抑制模型对上述两种植物的提取物 α-葡萄

糖苷酶抑制活性进行检测，以评价将这两种植物开发为糖尿

病治疗药物的可行性。

1 材料

1. 1 受试物 荔枝草和夏至草于 2006 年 5 月采自河南省

开封地区，经河南大学天然药物研究所李昌勤副教授鉴定为

唇形科鼠尾草属植物荔枝草(Salvia plebeia R. Br. ) 和夏至

草属植物夏至草［Lagopsis supine (Steph) IK. -G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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