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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芍药散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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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当归芍药散 ⁄≥≥ 对小鼠免疫功能的作用 为临床用于老年性痴呆的防治提供一定依据 ∀方法  采用亚急

性衰老小鼠胸腺指数 ! 2三硝基氯苯诱导小鼠迟发性变态反应 °≤2⁄× !炭粒廓清 !溶血素生成及体外脾淋巴细胞增殖

等实验 观察 ⁄≥≥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 ∀结果  ⁄≥≥ 明显升高 ∆2半乳糖所致亚急性衰老小鼠降低的胸腺指数 显著增强

醋酸泼尼松龙所致免疫抑制小鼠由 2三硝基氯苯诱导的迟发型变态反应 °≤2⁄× 反应能力 体外对小鼠脾淋巴细胞增

殖有一定促进作用 而对正常及免疫功能抑制小鼠炭粒廓清及溶血素生成均无明显影响 ∀结论  当归芍药散对免疫系统具

有一定选择性作用 主要增强细胞免疫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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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归芍药散源自5金匮要略6 具有养血疏肝 !健脾利湿 !

通畅血脉 !和血利水等功效 临床广泛应用于妇科多种疾

病≈ 因近年来日本学者将该方用于老年性痴呆的治疗而

备受瞩目≈ 而国内有关该方这方面的报道较少 ∀本研究室

自 年以来 对该方防治老年性痴呆的药效 !毒理 !制剂

及质量标准进行系统研究 前期试验结果表明 该方可改善

多种因素所致动物记忆损伤≈ ∗ ∀鉴于老年性痴呆的发病

与机体免疫功能异常有一定关系≈ 本实验初步观察了该

方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为临床用于防治老年性痴呆提供部分

实验依据 ∀

1  实验材料

1 1  药品与试剂

当归芍药散 ⁄≥≥ 水提物浸膏干粉制备方法 !提供单位

同前≈ 体内实验用蒸馏水配制所需浓度 体外实验以含

小牛血清 培养基配制相应浓度 Λ 微孔滤膜

过滤除菌备用 实验所用剂量以粉末计 ∀

∆2半乳糖 ∆2 ∆2 上海试剂二厂 批号

维生素 ∞胶丸 √ ∞ ∂ ∞ 浙江新昌制药厂 批

号 醋酸泼尼松龙 ° 上海第

九制药厂 批号 环磷酰胺 ≤

上海华联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 2三硝基氯苯

°≤ 日本东京化成工业株式会社 羊红细

胞 江宁县血防站 ° 培养基 ≤ 公司 新生牛

血清 南京卫岗血清厂 刀豆球蛋白 ≤ ≥ 公司

批号 2 2 噻唑蓝 × × 上海伯奥生物科技公司分

装 批号 ∀

1 2  动物

昆明种小鼠 ∗ ∗ 雌性或雄性 雄性 ≤

小鼠 ∗ 成年豚鼠雌雄兼用 2 均由中国药科

大学新中新药研究中心动物室提供 合格证号 苏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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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仪器

台式冷冻离心机 北京医用离心机厂

紫外2可见分光光度计 上海分析仪器厂 ⁄ 型酶联

免疫检测仪 华东电子管厂 ∀

2  方法与结果

2 1  对 ∆2半乳糖所致亚急性衰老小鼠胸腺指数的影响≈

雄性 ≤ 小鼠 只 体重 ? 随机分成

组 正常对照组 亚急性衰老小鼠模型组 ∂ ∞ 组

⁄≥≥ 组及 组 分别 给予等容量蒸馏

水 !∂ ∞ ⁄≥≥ 同时除正常对照组

等容量无菌 ≥外 其余各组分别 ∆2半乳糖每只每天

连续 ∀末次给药 后 断头处死摘取胸腺

称重并计算胸腺指数 ∀由表 可见 亚急性衰老小鼠模型组

胸腺指数显著降低 ⁄≥≥ 组和 组小鼠

胸腺指数明显升高 提示 ⁄≥≥可显著增强亚急性衰老小鼠降

低的细胞免疫功能 ∀

表 1  ⁄≥≥对亚急性衰老小鼠胸腺指数的影响 ξ ? σ ν

Ταβ 1  ∞ ⁄≥≥ ∏ ¬ ∏ ∏

∏ ⁄2 ξ ? σ ν

组别
剂量 胸腺指数

对照组 ?

模型组 ?

∂ ∞组 ?

⁄≥≥组 ?

?

注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Π 与模型组比较 Π

≤ ∏ Π ≤

∏ Π

2 2  对 ° 所致免疫抑制小鼠 °≤2⁄× 的影响≈

雌性昆明种小鼠 只 体重 ? 腹部刮毛涂

以 °≤ 无水乙醇溶液 Λ 进行致敏 然后随机分成

组 正常对照组 模型组 ⁄≥≥ 组和 组

分别 给予等容量蒸馏水 ⁄≥≥ 同时正常对

照组 ≥ 其余各组 ° 后以 °≤ 橄榄

油溶液 Λ 涂于右耳进行攻击 后打耳片称重 以左右

耳重量差反映 ⁄× 强度 ∀由表 可见 ° 模型组与对照

组比较小鼠耳肿胀显著减轻 ⁄≥≥ 组与 ° 模型

组比 小鼠耳肿胀显著增加 提示 ⁄≥≥具有明显增强免疫抑

制小鼠 °≤2⁄× 作用 ∀

表 2  ⁄≥≥对 ° 所致免疫抑制小鼠 °≤2⁄× 反应的影响

ξ ? σ ν

Ταβ 2  ∞ ⁄≥≥ °≤2⁄× ∏ ∏ 2

∏ ° ξ ? σ ν

组别
剂量 左右耳重量差 抑制率

对照组 ?

° 模型组 ?

⁄≥≥ ° 组 ?

?

注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Π 与模型组比较 Π Π

≤ ∏ Π ≤

∏ Π Π

2 3  对小鼠脾淋巴细胞增殖反应的影响

取 雌性 ≤ 小鼠 断头处死 无菌取脾 按文献

≈ 制备脾细胞悬液 调整细胞浓度为 ≅ 接种于

孔平底细胞培养板 每孔 Λ 再分别加入 ≤ Λ

!⁄≥≥ 及 Λ 药液 Λ 每组做三个复

孔 于 ≤ ! ε 培养箱中培养 ∀结束前 每孔吸

去 Λ 上清 加入 Λ × × 结束时

离心 吸去上清 每孔加入 Λ 二甲亚砜 于酶标仪

测定 Α 并按公式 给药组吸光度 空白组吸光度 计算细

胞增殖指数 ∀由表 可见 ⁄≥≥ Λ 体外能直接促进小

鼠脾淋巴细胞增殖 与 Λ ≤ 作用相当 ∀

表 3  ⁄≥≥对小鼠脾淋巴细胞体外增殖的影响 ξ ? σ ν

Ταβ 3  ∞ ⁄≥≥ ιν ϖιτρο 2

ξ ? σ ν

组别
剂量

Λ
Α 增殖指数

空白对照组 ?

≤ 组 ?

⁄≥≥组 ?

?

?

?

注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Π

≤ ∏  Π

2 4  对正常及 ≤ 所致免疫抑制小鼠溶血素生成的影响≈

雌性 ≤ 小鼠 只 体重 ? 随机分为

组 正常对照组 !≤ 模型组 !⁄≥≥ 组及

组 !⁄≥≥ 治疗组及 治疗组 分别 给予

等容量蒸馏水 !⁄≥≥ 连续 ∀给药 羊红

细胞致敏 ∗ 模型组及 ⁄≥≥ 治疗组连续

≤ # 正常对照组 等容量 ≥ 末次给药后

采血作溶血素测定 ∀由表 可见 ⁄≥≥对正常小鼠及 ≤

所致免疫抑制小鼠溶血素生成无明显影响 提示 ⁄≥≥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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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体液免疫功能 ∀

表 4  ⁄≥≥对正常及 ≤ 抑制小鼠溶血素生成的影响 ξ ? σ

ν

Ταβ 4  ∞ ⁄≥≥ ∏

≤ 2 ∏ ξ ? σ ν

组别 剂量 ≤

对照组 ?

≤ 模型组 ?

⁄≥≥组 ?

?

⁄≥≥ ≤ 组 ?

?

注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Π

≤ ∏ Π

2 5  对正常及 ° 所致免疫抑制小鼠炭粒廓清的影响≈

雌性昆明种小鼠 只 体重 ? 随机分为

组 正常对照组 !⁄≥≥ 组及 组 分别

给予等容量蒸馏水 !⁄≥≥ 连续 ∀末次给药

后 于鼠尾静脉注入稀释印度墨汁 体重 于注

入墨汁后 及 从小鼠眼眶后静脉丛取血 Λ 测

定 Α 并摘取肝 !脾称重 计算吞噬指数 Α 2

⁄ 2 及吞噬系数 Α 校正吞噬指数 体重 ≅

体重 肝脾合重 ∀另取雄性昆明种小鼠 只 体重

? 随机分为 组 正常对照组 !° 模型组 !

⁄≥≥ 治疗组及 治疗组 分别 给予等

容量蒸馏水 ⁄≥≥ ∗ 正常对照组给予等容

量 ≥ 其余各组 ° 同上法测定并计算 及

Α∀由表 可知 ⁄≥≥对正常及免疫抑制小鼠 值 !Α值无明

显影响 提示 ⁄≥≥不影响小鼠单核巨噬系统功能 ∀

表 5  ⁄≥≥对正常及 ° 抑制小鼠炭粒廓清速率的影响 ξ

? σ ν

Ταβ 5  ∞ ⁄≥≥ ° 2

∏ ξ ? σ ν

组别 剂量 Α

对照组 ? ?

⁄≥≥组 ? ?

? ?

对照组 ? ?

° 组 ? ?

⁄≥≥ ° 组 ? ?

? ?

注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Π

≤ ∏  Π

3  讨论

据文献报道 阿尔茨海默病 ⁄ 患者淋巴细胞的某些

功能减低 主要表现为 × 细胞对有丝分裂原刺激的反应降低

等 有学者认为 ⁄与免疫炎症反应具有一定相关性≈ ∀

另外老年患者也多伴有免疫功能异常 常出现自身免疫增

强 ∀古方当归芍药散有益气健脾之功效 方中茯苓 !白术均

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 而关于全方对免疫功能的影响鲜

见报道 ∀本实验采用胸腺指数测定 !°≤2⁄× 反应 !炭粒廓

清 !溶血素生成及体外脾淋巴细胞增殖等一系列实验 初步

观察 ⁄≥≥对正常及免疫抑制动物模型的单核巨噬系统 !细胞

免疫及体液免疫功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 长期注射 ⁄2半乳糖

所致亚急性衰老模型小鼠胸腺指数明显下降 提示细胞免疫

功能降低 ⁄≥≥ 可逆转该模型小鼠胸腺指数的降低 并对

° 抑制小鼠的 °≤2⁄× 反应有恢复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产生的上述作用 剂量关系不甚明显 可能与复方中药

成分复杂 调节免疫作用可能存在最适剂量等因素有关 ∀体

外试验结果显示 ⁄≥≥在 ∗ Λ 对小鼠脾淋巴细

胞增殖均有一定促进作用 Λ 作用最佳 ∀但是 ⁄≥≥

对正常及免疫抑制小鼠炭粒廓清及溶血素生成均无明显影

响 ∀上述结果提示 ⁄≥≥ 对免疫系统的影响具有一定选择

性 以增强细胞免疫功能为主 这对于临床防治 ⁄是有利

的 ∀关于其作用机制 尚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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