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回收率试验结果

序号
所加芦丁 回收芦丁 回收率 平均回收

率

ΡΣ∆

 

定 次 其平均含量为 ΡΣ∆ ∀

2 8  提取条件的选择  为探索乙醇浓度对六月霜总黄酮的

影响 各取六月霜全草干燥粉末 置索氏提取器中 加乙

醚 加热回流至提取液无色 放冷 弃去乙醚液 分别加

和 三个浓度的乙醇各 加热回流至提取

液无色 放冷后过滤于 量瓶中并定容 ∀各吸 提取

液置 量瓶中 加 乙醇稀释至刻度 ∀再各取 置

量瓶中 按标准曲线下操作 测定总黄酮的含量 结果见

表 ∀

表 2  六月霜全草总黄酮含量 ν

序号 乙醇浓度 总黄酮含量 # ΡΣ∆

2 9  六月霜不同采收时期及部位的总黄酮的含量测定  各

取不同采收时期六月霜的全草及茎 !叶 !花不同部位干燥粉

末各 置索氏提取器中 加乙醚 加热回流至提取液

无色 放冷 弃取乙醚液 加 浓度的乙醇各 其余操

作同/ 0 测得总黄酮含量见表 ∀

3  讨  论

3 1  由实验可知 的乙醇提取效果最佳 符合黄酮类化

表 3  六月霜全草及不同部位总黄酮的含量 ν

样  品 总黄酮含量 # ΡΣ∆

幼苗期

花蕾期

开花期

茎   

叶   

花   

合物在 ∗ 乙醇中溶解度最大的报道≈ ∀实验中曾

考察提取时间对总黄酮的影响 发现提取的最佳时间为

且再延长时间也不会明显提高总黄酮的含量 ∀故实验提取

时间为 ∀

3 2  本研究表明 以芦丁为对照品 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六

月霜不同部位的总黄酮含量 经扫描最大吸收波长为

与文献稍有不同 加显色剂前样品溶液颜色很浅 不必对样

品进行纯化处理 ∀本法简便 !准确 !稳定 !线性关系良好 ∀

3 3  根据测定结果 六月霜开花期总黄酮含量最高 花蕾期

次之 幼苗期的含量最少 各部位花的含量最高 叶次之 茎

的含量最低 ∀可能是花的药价值最大 ∀建议六月霜宜于开

花时期采集 ∀在药材收购时应引起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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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汤提取组份对小鼠睾丸线粒体抗氧化作用的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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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天地汤不同极性提取组份对小鼠睾丸线粒抗氧化作用 ∀方法 采用 ⁄ 半乳糖衰老模型小鼠 分别给予天地

汤氯仿 !乙醇 !水三种不同极性提取组份 观察其对小鼠睾丸线粒体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 °¬ 丙二醛 ⁄ 和

×° 的影响 ∀结果 极性溶剂提取液对睾丸线粒体有抗氧作用 ∀结论 天地汤极性溶剂提取液对抗氧化机能的调节是其

延缓衰老的重要机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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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φφεχτσ οφ Τιαν ∆ι Τανγ εξτραχτσ ον µιχε τεστιδε µιτοχηονδριον

Θυ Φενγψυ ,Χηενγ Ηονγ ,Βει Σηυϕιε , Ωει Ξιαοδονγ (ϕταµυσι χηεµιχαλ πηαµαχψχολλεγε οφ ϑιαµυσι υνιϖερσιτψ)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ΜΕΤΗΟ∆ :⁄

∏ ∏ √ × × ¬ ∏ √ ≥ °¬ ×°

⁄ ΡΕΣΥΛΤΣ :°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ΚΕΨ ΩΟΡ ∆Σ  × × ¬

  天地汤是由天门冬 !熟地黄各等分配伍而成 有记载/天

门冬和熟地黄为使 服之耐老 头不白 齿落更新0≈ ∀天地

汤为古典补益经方 到目前有关其现代药理研究未见报道 ∀

本实验通过观察天地汤三种不同极性提取组份对小鼠睾丸

线粒体 ≥ °¬ ×° ⁄ 的影响 探讨其延

年益寿的生化机制 ∀

1  实验材料

1 1  制备  天门冬和熟地黄 佳木斯药材公司提供 由本院

生药教研室鉴定 符合药典规定的标准 ∀将天门冬 !熟地黄

烘干 !粉碎成粗粉 各称取 混合 用氯仿 • ∂ Β 浸泡

回流提取 次 每次 合并 次提取液 !回收氯仿 挥尽提

取液中的氯仿 将药材挥干 继续用 乙醇提取 次 其余

操作同上 药材挥干 继续用蒸馏水提取 次 合并提取液 ∀

将 种提取液分别用蒸馏水稀释至生药浓度 即为

天地汤氯仿 !乙醇和水提液 置 ε 冰箱冷藏备用 ∀

1 2  动物  昆明种健康雄性小白鼠 只 ∗ 月龄 体重

? 白求恩医科大学动物部 ∀随机分成正常对照组

只 每日颈背部皮下 ≥ 生理盐水 温开水 衰老模型组

只 每日 ≥ ⁄ 半乳糖 体重 ≈ 温开水 模型

给药组 ≅ 只 每日 ≥ 同剂量的 ⁄ 半乳糖 分别 天

地汤氯仿 !乙醇 !水提液 体重 连续 ∀

1 3  试剂和仪器  ≥ °¬ ×° ⁄ 测试盒

均由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 ∂ ≥ 型分光光

度计 上海 型电子天平 上海 ∀

1 4  指标测定  睾丸线粒体悬液制备≈ ≥ °¬

×° ⁄ 测定按试剂盒说明的程序进行 蛋白定量采

用双缩尿法 实验数据的统计学处理采用方差分析 ! 检验 ∀

2  结  果

天地汤乙醇 !水提液能显著提高小鼠睾丸线粒体 ≥

°¬ ×° 的活性 降低 ⁄ 的生成 见表 ∀

表 1  天地汤不同极性提取组份对小鼠睾丸线粒体 ! ≥ °¬ ×° ⁄ 的影响

组  别 ν
剂量

体重

≥ °¬

∏

⁄ ×°

∏

正常对照组      ?     ?     ?

衰老模型组  ? 3 ? 3 ? 3

氯仿提取液组 ? ? ?

乙醇提取液组 ? 3 ? ? 3

水提液组   ? 3 ? 3 ? 3

注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3 Π . ;与衰老模型组比较 , 3 Π . , 3 Π

3  讨  论

中医传统应用的中药 从不同方面增强机体抗病机能

促进体内生理生化反应向有利于健康的方向发展 提高抗氧

化酶的活性 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 是中药保护机体免受伤

害 延缓衰老的重要机制≈ ≥ °¬是体内重要的抗氧化

酶之一 可有效地清除 从而阻断自由基链锁反应 降低

自由基代谢产物 ⁄ 的生成 ×° 是生物体内

广泛存在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膜酶 其活性随增龄而下降 其

活性下降与自由基及代谢产物诱发的膜结构损伤有关≈ 故

认为是自由基代谢相关酶 ∀本实验结果提示天地汤对机体

抗氧化机能的调节可能是其延缓衰老的重要机制之一 ∀至

于只有极性溶剂提取液对小鼠睾丸线粒体有抗氧化作用 而

脂溶性提取液无抗氧化作用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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