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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茅苷对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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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仙茅 Χυρχυλιγο ορχηιοιδεσ 主要成分仙茅苷 ∏ ∏ 对羟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作

用 ∀方法  分别采用比色法及电子顺磁共振技术 ∞≥ 测定仙茅苷对羟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效果 ∀结果  仙

茅苷对羟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均有良好的清除作用 其清除率略低于茶多酚 ∀结论  仙茅苷对自由基具有明显的清

除作用 是一种有效的天然抗氧化剂 ∀

关键词 仙茅 仙茅苷 羟自由基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清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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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 ¬ ∏ ¬ 2

∏ √ 2∞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

ΚΕΨ Ω ΟΡ ∆ Σ: Χυρχυλιγο ορχηιοιδεσ ∏ ∏ ¬ ∏ ¬ √ √

  氧自由基 √ ¬ ≥ 是一类具有高度活

性的粒子 能氧化许多重要的生物分子 如蛋白质 !脂肪 !去

氧核糖核酸 ⁄ 等 与人体自然衰老及许多疾病如癌症 !

心脑血管疾病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抗氧化剂能显著性地延

缓或抑制氧化损伤 对机体产生保护作用 因此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 ∀抗氧化作用的研究方法除了传统的化学比色

法以外 电子顺磁共振 ∞≥ 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和技

术 ≈ ∀

仙茅是仙茅科仙茅属植物仙茅 Χυρχυλιγο ορχηιοιδεσ

的干燥根茎 具有补肾阳 强筋骨 祛寒湿等功

效 ≈ ∀现代植物化学研究揭示仙茅中含有仙茅苷 ∏ ∏ 2

!仙茅苷 2≤ ∏ ∏ 2≤ ≈ 仙茅皂苷 2 ∏2

∏ 2 ≈ !苔黑酚葡萄糖苷 ∏ 2
≈ 等成分 ∀其中 仙茅苷能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活

性 ≈ 被认为是仙茅的主要活性成分 ∀ ∂ ∏ ∏ 等 ≈ 报道

仙茅的甲醇提取物具有很强的保肝作用 并提示该作用可能

是其抗氧化作用的结果 ∀但仙茅的抗氧化作用及其活性成

分 迄今未见报道 ∀本实验采用化学比色法及电子顺磁共振

∞≥ 技术 对仙茅苷的清除自由基作用进行了研究 ∀

1  仪器与试剂

∂ 型分光光度计 ≥ ∏ 电子天平 ≥ 2

∏ ° 型酸度计 ≥ ¬ ∞ ⁄ ≥ ≤型电子顺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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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仪 ∞ ∂ ×变温装置 ∏ ∀

黄嘌呤 ÷ !黄嘌呤氧化酶 ÷ ! 2二甲基 2 2吡咯啉 2

2氮化物 ⁄ ° 和茶多酚 ∞ ≤ 购自美国 ≥ 公司

氯化硝基四氮唑蓝 × 等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

实验所用的仙茅苷由本实验室从仙茅 Χυρχυλιγο ορ2

χηιοιδεσ 的根茎中分离 其化学结构经氢谱 !碳谱 !紫

外光谱和红外光谱确定无误 ° ≤法测定纯度在 以

上 ∀

2  方法与结果

2 1  比色法

羟自由基的检测采用 ƒ 反应体系 ∀ ƒ 反应是

产生羟基自由基最常用的反应 是利用 ƒ 被 氧化生

成 ƒ 和 # ∀反应所产生的 # 可以与水杨酸反

应生成 2二羟基苯甲酸 在 处有最大吸收 ∀测定方

法根据贾之慎等 ≈ 的方法进行 ∀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检测采用黄嘌呤 ÷ 与黄嘌呤氧

化酶 ÷ 反应体系 所产生的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可与 ×

反应形成蓝色 于 处测定吸收度 ≈ ∀

2 2  电子顺磁共振 ∞≥ 技术

羟自由基的检测也采用 ƒ 反应体系 ∀反应体系含

⁄ ° ° ° 缓 冲 液

ƒ ≥ #

⁄×° 混合液 Λ 各浓度梯度待测样品 Λ 空白

对照为 ϕ ⁄ ≥ ∀操作时在试验管中依次加入 ⁄ ° !缓冲

液 !样品 最后加 ƒ 引发反应 后进行 ∞≥ 测定 ∀

∞≥ 操作参数 扫场宽度 ≥• 中心磁场 ≤ƒ

微波频率 ≥ƒ 测试温度 ×∞ 调制

频率 ƒ 调制幅度 微波功率 ≥°

• 时间常数 ×≤ 扫场时间 × ∀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检测采用 ⁄ ≥ 反应体系 ∀

在室温下 将含有饱和空气的 ⁄ ≥ 与 ! 溶液定量

混匀 ∀ 加入后产生 # 自由基 立即计时 反应 ∀

测量前 定量吸取反应液于直径 的玻璃样品管内 在温

度 时进行 ∞≥ 测定 此时可检测到的 # 特征信号 作

为空白对照管 ∀当检测样品与 # 作用时 加入一定量的样

品药液于产生 # 的模型体系中 其他条件同前 ∀ ∞≥ 操作

参数 扫场宽度 ≥• 中心磁场 ≤ƒ 微波频

率 测试温度 ×∞ 调制频率 ƒ

调制幅度 微波功率 ≥° • 时间常数

×≤ 扫场时间 × ∀

2 3  自由基清除率的计算

自由基的抑制率 ≈ 空白 样品 空白 ≅ ∀

≤ 值 自由基清除率达 的药物浓度 通过线性回

归得到 ∞≥ 图使用 软件重新绘制 ∀

2 4  实验结果

比色法检测仙茅苷对 ƒ 反应体系产生的羟自由基

及 ÷ ÷ 反应体系产生的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率及

≤ 见表 ∀结果显示 不同浓度的仙茅苷对羟自由基均有

较好的清除作用 在低浓度 Λ 时 其清除率为

低于同等浓度的 ∞ ≤ 在高浓度 Λ

时 其清除率为 优于同等浓度的 ∞ ≤

其 ≤ 两者基本相当 ∀仙茅苷对超氧阴离子自由

基的清除作用 无论从低浓度 Λ !高浓度 Λ

还是 ≤ 来看 清除率均明显低于 ∞ ≤ ∀

表 1  比色法实验结果

Ταβ 1  ∏

化合物

ƒ 反应 #

终浓度

Λ

清除率 ≤

Λ

÷ 2÷ 反应 #

终浓度

Λ

清除率 ≤

Λ

仙茅苷

∞ ≤

  羟自由基的 ∞≥ 特征图谱及不同浓度的仙茅苷和

∞ ≤ 的清除效果分别见图 和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特

征图谱及不同浓度仙茅苷和 ∞ ≤ 的清除效果分别见图

和 ∀实验结果见表 ∀结果表明仙茅苷对羟自由基和超氧

阴离子自由基均有明显的清除作用 其清除羟自由基和超氧

阴离子自由基的 ≤ 分别为 Λ 和 Λ 其

清除效果略低于阳性对照 ∞ ≤ ∀

图 1  羟自由基的 ∞≥ 特征图谱及不同浓度仙茅苷的清除

效果

Φιγ 1  ∞≥ ∏ ¬ √

∏ ∏

空白对照 Λ Λ Λ

Λ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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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羟自由基的 ∞≥ 特征图谱及不同浓度 ∞ ≤ 的清除

效果

Φιγ 2  ∞≥ ∏ ¬ √

∞ ≤

空白对照 Λ Λ Λ

Λ Λ

图 3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 ∞≥ 特征图谱及不同浓度仙茅

苷的清除效果

Φιγ 3  ∞≥ ∏ ∏ ¬ √ 2

∏ ∏

空白对照 Λ Λ Λ

Λ Λ

4  讨论

比色法及 ∞≥ 法实验结果均显示 仙茅苷对羟自由基和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均具有明显的清除作用 其清除效果均略

低于阳性对照 ∞ ≤ ∀

自由基理论认为衰老是氧自由基过度反应的结果 有机

体的新陈代谢速率越高 氧自由基的产生就越快 衰老过程

就加快 清除自由基可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 ≈ ∀仙茅是一种

补肾壮阳的常用中药 具有抗衰老作用 ∀以仙茅为主药的二

仙胶囊可明显降低小鼠心脑的脂褐质含量 肝脏的脂褐质也

有下降趋势 ≈ ∀本实验表明仙茅苷具有明显的抗氧化活

性 为仙茅的抗衰老作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

图 4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 ∞≥ 特征图谱及不同浓度 ∞ ≤

的清除效果

Φιγ 4  ∞≥ ∏ ∏ ¬ √ 2

∞ ≤

空白对照 Λ Λ Λ

Λ Λ

表 2  ∞≥ 法实验结果

Ταβ 2  ∏ ∞≥

化合物

∞≥ 2#

终浓度

Λ

清除率 ≤

Λ

∞≥ 2 #

终浓度

Λ

清除率 ≤

Λ

仙茅苷

∞ ≤

  本实验中 比色法与 ∞≥ 法测得的 ≤ 在数值上有所不

同 原因在于这两种测量方法无论在灵敏度和特异性方面都

有所差异 ∀比色法作为间接测量自由基的化学方法 一般是

测量氧自由基与某种物质化学反应的产物具有特定的光吸

收 以此检测自由基 ∀这种方法特异性不强 ∀而 ∞≥ 法是目

前检测自由基最有效的方法 特异性和灵敏度都要高于比色

法 实验结果也相对可靠一些 ∀但两种实验方法得出的仙茅

苷清除自由基的作用趋势和结论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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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神经网络预测 ΗΠΜΧ缓释片中易溶性药物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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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应用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预测水溶性药物从 ° ≤缓释片中的释放 ∀方法  以 种不同溶解性的水溶性药物

对乙酰氨基酚 !氧氟沙星 !盐酸环丙沙星 !乳酸左氧氟沙星 !多索茶碱 !氯苯那敏 !维拉帕米 为模型药物 设计 个处方 其

中前面 个处方作为训练处方 另外 个处方作为验证处方 压制 ° ≤缓释片 进行释放度检查 ∀以溶解度 !载药量 !

° ≤的量 ! ° ≤的固有黏度 ! ≤≤的量 !°∂ °的浓度和药物溶出仪的转速作为自变量 药物在各个取样时间点的累积释放

量作为输出 建立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并与响应面法进行对照 通过线性回归法和相似因子法比较人工神经网络和响应面

法的预测能力 借助三维图说明各个变量对药物释放的影响 ∀结果  线性回归和相似因子法表明人工神经网络较响应面法

的预测值与实际测定值更吻合 更能充分地说明单因素对药物释放的影响规律 ∀结论  人工神经网络可以代替响应面法处

理 ° ≤缓释片处方设计中的不同溶解度的水溶性药物的多因素多响应的非线性问题而且可以推广到别的制剂设计中 ∀

关键词 人工神经网络 响应面法 水溶性药物 羟丙甲基纤维素 缓释片 线性回归 相似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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