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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 °× 液对脑老化指标变化 ∀方法 用 ⁄2半乳糖制造小鼠衰老模型同时服用 °× 液观察脑组织中 ≥ !总抗氧

化能力 ! ⁄ 及 ≤ ! ! !≤∏ !ƒ !胸腺 !子宫重量变化 ∀结果 °× 液能增加脑组织中 ≥ 含量 !降低 ⁄ 生成

Π 脑组织中 ≤ 含量下降 ! ≤∏比值上升 Π 小鼠胸腺重量增加近 倍 Π 红细胞 !脑组织蛋

白量也随着药浓增加而增加 子宫重量恢复正常 ∀结论 °× 提取液能增加脑组织抗氧化能力 通过降低 ≤ ! ≤∏比值 !提

高机体免疫功能及恢复性腺水平而产生抗衰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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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老化是临床上常见的衰老症状 寻找预防 !延缓衰老

的药物是十分迫切的课题 ∀现代研究 机体衰老时 体内多

种酶活性下降 胞内 ≤ 增加 引起 ≤ 超载 细胞受损≈ ∀

°× 是传统抗衰老药物 长期补充是否能延缓脑老化 起保护

作用 还影响机体哪些功能 是我们本次实验需要研究的问

题 ∀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 药品

⁄2半乳糖 上海伯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提取物 由

蚕砂 !枸杞 !当归 !党参 !人参分心木 !白芍等十多味中药组

成 经 乙醇提取 次后再用水提取 次 分别回收 !浓

缩 ε 放置 除去沉淀 ∀合并提取液进一步浓缩 制成含

生药的提取液 ∀谷胱甘肽试剂盒 !总抗氧化能力

试剂盒 !丙二醛试剂盒 !蛋白试剂盒 由南京建成生物试剂有

限公司提供 ∀

1 2  检测仪器

° ≥×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芬兰康艺公司

型原子分光光度计 上海分析仪器三厂 型紫外分光光

度计 上海分析仪器三厂 ƒ2 型血细胞自动分析仪 曰本

东亚医用电子 ∀

2  实验动物与方法

2 1  实验分组与给药

健康昆明小白鼠 只 α体重 由湖北省动物

实验中心提供 ∀随机分成 ! !≤ !⁄ 组 每组 只 ∀ 组

⁄2半乳糖 # 2 # 2 颈部 ≥ 注射 灌胃 # 2 生

理盐水 ∀ !≤ 组 除颈部注射同等剂量 ⁄2半乳糖外 同时 °×

液 # 2 # 2 ! # 2 # 2 ∀ ⁄组 对照组 颈部注射等量生

理盐水 灌胃等量生理盐水 ∀连续给药 周 ∀

2 2  组织取材与测定

2 2 1  实验结束后 小鼠断颈处死 采集血液 将血液分

离成血清及血细胞 并迅速取出脑组织 !胸腺 !子宫称重 将

脑组织洗涤后称重 加 倍量生理盐水制成 组织匀浆低

温保存 ∀测定时按试剂盒要求 !方法分别处理 !测定 ∀

2 2 2  血细胞 分离红细胞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红细胞

数 ∀血浆 离心 测血浆蛋白质含量 ∀ 脑组织

匀浆 测定组织酶 !氧化指标 ∀匀浆 加等量高氯酸 浓

盐酸 硝化 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 ≤∏ !ƒ ! !

!含量 ≤ 加 氯化锶作为释放剂 分别在最佳分

析条件下测定 ∀

2 2 3  数据经 ≥ ≥ 进行方差分析 ≥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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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结果

3 1  °× 液对衰老小鼠脑组织中 ≥ !总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实验观察到 °× 提取液能增加衰老小鼠的谷胱甘肽

≥ 水平 高剂量降低丙二醛 ⁄ 水平 升高总抗氧化

能力 ≥ ⁄无影响 ∀见表 ∀

表 1  °× 对衰老小鼠脑谷胱甘肽 !总氧化能力的影响 ¬? σ

组  别
数量

只

≥ 总抗氧化

单位 毫克蛋白

⁄

模型组 ? ? ?

低剂组 ? 3 3 ? ?

高剂组 ? 3 3 ? ϖ ? 3

正常组 ? ? ?

3 Π  3 3 Π  ϖ Π

3 2  °× 液对衰老小鼠脑组织元素的影响

实验观察到用药组与模型组比较 脑组织中 ≤ !

≤∏ ! ! 水平下降 Π ƒ 水平上升 Π

并可提高 ≤∏比值 ∀见表 !

表 2  °× 对衰老小鼠脑组织元素的影响 ¬ ? σ Λ

元素 正常组 衰老模型组 低剂量组 高剂量组

≤ ? ? ? 3 3 ? 3

? ? ? 3 ?

? ? ? 3 ? 3

≤∏ ? ? ? 3 3 ? 3 3

ƒ ? ? ? 3 ? 3 3

3 Π  3 3 Π

表 3  °× 对衰老小鼠脑 ≤∏比值的调节作用

组  别 ≤∏ ≤∏比值

衰老组 ? ? ?

低剂量组 ? 3 ? 3 3 ? 3 3

高剂量组 ? 3 ? 3 3 ? 3 3

正常组 ? ? ?

3 Π  3 3 Π

3 3  °× 液对衰老小鼠的组织及细胞的作用

°× 组能增加衰老小鼠的胸腺重量 为衰老模型组的

倍 并高于正常组的胸腺水平 提示可大大提高小鼠的免疫

功能 随着用药量增加 红细胞水平增加有显著性差异 Π

脑蛋白含量有所增加 Π ∀结果见表

4  讨论

4 1  近年研究证明 机体细胞损伤及衰老 !死亡与胞内

≤ 超载有关 导致老年性疾病及衰老≈ ∀降低组织

≤ 水平 ! ≤∏比值和增加 ≤ 2 × ° 酶活性能延缓衰

老≈ ∀本次研究结果发现 补充 °× 提取液的脑组织中

≤ 含量下降 显示中药提取液能够调节脑组织 ≤ 稳态

水平 防止衰老引起的 ≤ 超载 可能与激活 ≤ 2 × °酶 !

2 × °酶活性有关 该酶通过 ≤ 泵 2≤ 调节细

胞内 ≤ 从而减轻胞内 ≤ 超载引起的细胞损伤及死亡

研究结果待发表 预防延缓衰老过程 ∀实验观察到 °× 液

可使脑组织中 ≤∏比值大幅度下降 是大多数抗衰老中药

共同作用之一 ∀

表 4  °× 对衰老小鼠的组织和细胞作用 ¬ ? σ

组别 动物 胸腺重量 子宫重量 ≤ 脑蛋白含量

只

模型组 ? ? ?

低剂组 ? 3 3 ? ϖ ϖ ? 3 3 ? 3

高剂组 ? 3 3 ? ϖ ϖ ? 3 3 ? 3

正常组 ? ? ϖ ϖ ? ?

3 Π  3 3 Π  ϖ ϖ Π

4 2  ⁄2半乳糖所造成的亚急性衰老模型使小鼠抗氧化能

力 !≥ ⁄水平下降 ⁄ 升高≈ 主要是增加自由基的损伤

有关 本次实验 °× 液可对抗自由基的损伤使谷胱甘肽

≥ 水平增加 Π 高剂量时使 ⁄ 水平下降 Π

表示可降低机体对自由基损伤 脂质过氧化程度

对机体的保护作用 ∀但对总抗氧化能力 对 ≥ ⁄影响不大 ∀

说明 °× 液对抗亚急性衰老的自由基损伤作用有一定限度

的 ∀

4 3  ⁄2半乳糖造成的亚急性衰老模型组产生小鼠胸腺萎

缩 与机体随年龄增加胸腺萎缩是一致的 表示该模型可观

察衰老的多种指标 ∀服用 °× 液后可非常显著的预防胸腺的

萎缩 同时调整衰老小鼠子宫的重量 使其恢复到正常水平

提示 °× 液有保护和促进衰老鼠机体免疫功能 ∀维持正常性

腺水平 ∀以上结果表明 中药 °× 提取液可降低脑组织 ≤

水平减缓 ≤ 超载 降低 ≤∏比值 减少机体对自由基 !

脂质过氧化物等损伤 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调节性腺而产生

多种抗衰老作用 特别对脑老化具有保护 !延缓其衰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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