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异黄酮类化合物 并在 ≤ 位有游离羟基 ∀ √
¬

2

2 共轭 ≤ 2

2≤ ∀ ⁄ ≥ 2 ≥

≥2 ≤ ≥ 2 2 2

∀ ≥ ≈ 2

≈ 2≤ 由 减去羟基与甲氧基取

代的异黄酮骨架质量 所余质量数为 表明还有一羟基 且

其取代位置应在 环 ∀ ≠表明 环只有 ≤ 2 ∀

表明在 环有一甲氧基和一羟基 ∀因无≈ 2 离子

峰 所以甲氧基取代不是 . 或 . 位 ∀又因 . 反应阴性

羟基对位应无取代 ∀ 碎片的结构可能是 ≈ ∀晶

∏及甲基化物的 表明有三个2 ≤ ∀

综上晶 ∏可能有结构 …或 ∀经与二者的光谱数据及其相

关物理常规核对 上述 纸层析 ∂ ! 及 ≥数据均

与文献报道的毛蕊异黄酮一致 ∀故晶 ∏鉴定为毛蕊异黄酮

∀其结构为 . 2二羟基2 . 2甲氧基异黄酮 ∀≈

晶 !√ ! 固得量较少 结构未定 ∀

3  讨论

经实验得到的七个单位中 因晶体 √ 得量较少

无法检测 ∀所以结构未定 ∀从黄芪属中分离的芒柄素和异

黄酮很有可能是膜荚黄芪具有抗菌和雌激素作用的有效成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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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颗粒的免疫活性及安全性研究

张九如  马  红  吕  晔 镇江 镇江医学院附属江滨医院 南京 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 江苏省植物研究

所

  立春颗粒为江苏省植物研究所采用枸杞子 !红花等天然

植物为主要原料开发研制的纯天然保健食品 ∀枸杞 Λψχιυ µ

βαρβαρυ µ Λ . 为茄科著名中药 5神农本草经6中列为上品

据历代本草记载 枸杞子 /补益精气 强盛阴道0 5本草经集

注6 /能补益精诸不足 易颜色 变白 明目 安神 令人长

寿0 5药性论6 / 滋肾 润肺 明目0 5本草纲目6 ∀红花

Χαρτηαµ υστινχτοριυσ. 为菊科植物红花的花 能/入心养血0

5珍珠囊6 /补血虚之虚 止血晕之晕0 5医要集览6 ∀二

药均具明确的养身保健作用 ∀本研究参照卫生部卫生监督

司5保健食品功能学评价程序和检验方法6 对立春颗粒的免

疫功能及用药安全性进行实验验证 ∀

1  实验材料

1 1  药物 !试剂

立春颗粒 江苏省华植科技实业公司生产 内容物为黄

棕色粉末 批号 ∀

鸡红细胞悬液 ≤ ≤ 在无菌操作下 自鸡翼下静脉采

血 加入 √ . 溶液混匀 ε 冰箱贮存 ∀临用时 用生理

盐水洗涤三次 配成所需浓度的鸡红细胞悬液 ∀

羊红细胞悬液 ≥ ≤ 在无菌操作下 自健康成年绵羊

的外颈静脉取血 置于有玻璃珠的三角瓶中 摇动 以

除去纤维蛋白 加入 √ . 溶液混匀 ε 冰箱贮存 ∀临用

时 按常规用 °≥洗涤 并配成所需浓度的羊红细胞悬液 ∀

2二硝基氟苯 ⁄ ƒ 北京化工厂产品 批号

∀

其它试剂均为国产 级产品 ∀

1 2  动物

≤ 小鼠 ? 雌雄各半 由南京铁道医学院实验动

物中心提供 ∀合格证号 苏动 质 苏动 环 ∀

所有实验动物均食用常规饲料 ∀

2  方法和结果

2 1  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参照文献≈ 取小鼠随机分为 组 阴性对照组及低 !

中 !高三个剂量药物组 ∀药物组分别每鼠胃饲立春颗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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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 • ! • 阴性对

照组相同容积蒸馏水 连续 ∀ 后给每鼠腹腔注射 鸡

红细胞悬液 间隔 颈椎脱臼处死 仰位固定于鼠

板上 正中剪开腹壁皮肤 经腹膜注入生理盐水 转动鼠

板 然后吸出腹腔洗液 平均滴于两片载玻片上 放

入垫有湿纱布的搪瓷盒内 移置 ε 孵箱温浴 孵毕

于生理盐水中漂洗 以除去未贴片细胞 晾干 以丙酮 甲醇

液 固定 再用 2磷酸缓冲液染色

蒸馏水漂洁 晾干 油镜下计数巨噬细胞 每片 个 按下

式计算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数 ∀

吞噬百分率
吞噬鸡红细胞的巨噬细胞数
个巨噬细胞 吞及未吞的

≅

吞噬指数
被吞噬的鸡红细胞总数

个巨噬细胞
≅

结果见表

表 1  立春颗粒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 ? σ

组别
剂量 动物数

ν)

吞噬率 吞噬指数

阴性对照组 ? ?

立春颗粒 ? 3 ?

立春颗粒 ? 3 3 ? 3 3

立春颗粒 ? 3 3 ? 3 3

注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 Π Π ∀

结果表明 立春颗粒各剂量组均具有增强小鼠腹腔巨噬

细胞吞噬功能的作用 巨噬细胞吞噬率和吞噬指数与对照组

相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

2 2  对小鼠血清血凝素水平的影响

取小鼠 分组 !给药方法均同前 按文献≈ 于给药 日

后 每鼠腹腔注射 羊红细胞悬液 ∀免疫 日后心

脏采血 每鼠 室温下放置 用长针将凝固血与管壁

剥离 使血清充分渗出 然后以 转 分离心 吸取

上层血清 混合各组血清 置 ε 水浴中灭活 用生理

盐水将血清对倍稀释成不同浓度 分别置于试管内 每管再

加入 ≥ ≤ 悬液 混匀 加盖并置 ε 孵箱温浴

观察血球凝集程度 分 级记录并按下式计算抗体积数 ∀

抗体积数 Ε ≥ ≥ ≥ , , ν≥ ν

结果见表

表 2  立春颗粒对小鼠血清血凝素水平的影响 ¬ ? σ

组别
剂量 动物数

ν)

抗体积数

几何均值

阴性对照组 ? ?

立春颗粒 ? 3 ?

立春颗粒 ? 3 3 ?

立春颗粒 ? 3 3 ?

注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 Π Π ∀

抗体积数为对数均数 括号内为几何均数 ∀

结果表明 立春颗粒各剂量组抗体积数的对数均值均高

于阴性对照组 各组与阴性对照组相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立

春颗粒可以促进小鼠体内抗体的产生 提高体液免疫功能 ∀

2 3  对小鼠迟发性超敏反应的影响

取小鼠 分组 !给药方法均同前 按文献≈ 除抗原攻击的

对照组外 每鼠腹部去毛 范围约为 ≅ 并将 ⁄ ƒ

丙酮麻油溶液 Λ 均匀涂抹致敏 第 日再强化一次 日

后再以 ⁄ ƒ≤ 溶液 ∏均匀涂抹于每只小鼠右耳 两面

进行攻击 对照组同样涂耳但未致敏 攻击后 颈椎脱臼

处死小鼠 剪下左右耳壳 用打孔器取下直径 的耳片

称重 以左右耳片重量之差为肿胀度 ∀结果见表

表 3  立春颗粒对小鼠迟发性超敏反应的影响 ¬ ? σ

组别
剂量 动物数

ν)

耳廓重量差值

阴性对照组 ?

立春颗粒 ?

立春颗粒 ? 3 3

立春颗粒 ? 3 3

注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 Π ∀

结果表明 立春颗粒中 !高剂量组左右耳片重量差大于

阴性对照组 与对照组相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说明立春颗

粒可以促进小鼠细胞免疫功能 ∀

2 4  最大给药量试验

取立春颗粒精密称重 用 的 ≤ ≤2 研磨配成浓

度为 的混悬液 作为小鼠灌胃的最大浓度 ∀取小鼠

只 雄雌各半 禁食过夜后 于次日 和 各灌胃

次 每次 体重 观察给药后一周内动物的一般情

况及死亡情况 ∀结果 除有 只小鼠在第一次给药后 ∗

内出现活动减少外 未见其它任何异常现象 ∀说明在

该剂量条件下 未出现毒性反应 对小鼠是安全的 ∀经计算

得小鼠最大给药量为 体重 相当于原药材

体重 ∀

3  讨论

立春颗粒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组方 并且采用既是食

品 又是药物的天然植物制成 因此具有明显的生理活性 对

体虚者及中老年人有较好的滋补营养 !保健康复作用 ∀本研

究的结果证明 立春颗粒具有明确的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的作

用 其不仅能提高非特异性免疫的功能 而且能促进体液免

疫和细胞免疫功能 同时服用安全 为人们利用立春颗粒强

身保健提供了科学依据 ∀

参考文献

1 徐叔云 卞如濂 陈修 药理实验方法学 第 版 北京 人民卫

生出版社

2 徐叔云 卞如濂 陈修 药理实验方法学 第 版 北京 人民卫

生出版社

3 徐叔云 卞如濂 陈修 药理实验方法学 第 版 北京 人民卫

生出版社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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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