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      Chin JMAP, 2010 March, Vol.27 No.3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10 年 3 月第 27 卷第 3 期 

麦芪口服液对 D-半乳糖所致衰老模型大鼠的抗氧化作用 
 

康桦，匡荣，姚治，朱社敏，倪维芳(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杭州 310004) 

 
摘要：目的  研究麦芪口服液对 D-半乳糖所致衰老模型大鼠的抗氧化作用。方法  采用腹腔注射 D-半乳糖的方法，制作

衰老动物模型。60 只大鼠随机分成正常对照组、模型组、维生素 C 阳性对照组和高、中、低 3 个剂量的麦芪口服液组。

测定各组大鼠血清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活性和丙二醛(MDA)含量。结果  与模型对照组

比较，麦芪口服液能明显升高衰老模型大鼠的血清中 SOD(P<0.01)和 GSH-Px(P<0.05)的活性，减少 MDA 的含量(P<0.01)。

结论  麦芪口服液具有抗氧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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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tioxidative Effect of Maiqi Oral Solution on D-Galactose Induced Aging Model Rats 

 
KANG Hua, KUANG Rong, YAO Zhi, ZHU Shemin, NI Weifang (Zhejiang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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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ntioxidative effect of Maiqi oral solution (MOS) on aging model rats induced 

by D-galactose. METHODS  Aging rats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administrating D-galactose intraperitoneally. Sixty rats were 
divided into 6 groups randomly as follows: normal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Vit C group, and three different doses of MOS. 
The activity of SOD, GSH-Px and the level of MDA in blood serum were measu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MOS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ctivity of SOD and GSH-Px, and markelly decrease the concentration of MDA in blood 
serum. CONCLUSION  MOS has antioxidative effect on aging rats induced by D-galact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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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芪口服液由黄芪、党参、麦冬、五味子、

太子参等中药组成，具有益气养阴、养心补肺、

补肾之功效，临床用于气阴两虚、心悸气短的患

者及老年虚弱等症。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黄芪、

党参、麦冬、五味子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清除自由

基抗氧化作用[1-5]。D-半乳糖可在体内通过影响糖

代谢，形成过量的超氧阴离子自由基，诱导亚急

性衰老。有研究表明，D-半乳糖所致衰老模型对

自由基损伤和免疫指标的变化与人体衰老指标改

变规律基本一致[6]。因此 D-半乳糖的衰老反应接近

或相当于自然衰老。本实验通过麦芪口服液对 D-

半乳糖所致衰老模型大鼠的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活性和丙二醛

(malondialdehyde，MDA)含量测定，来研究麦芪口

服液对 D-半乳糖所致衰老模型大鼠抗氧化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1.1.1  动物  SD 大鼠，♂，体重 150~180 g，购

自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合格证号：

SCXK(沪)2003-0003。 

1.1.2  药物  麦芪口服液：批号：060511，规格：

10 mL(每 mL 相当于生药 1.2 g)，杭州市中医院提

供，临用前分别用水配成每 1 mL 含 0.6，0.3，0.15 g

生药的溶液。维生素 C：批号：06072211，含量：

100.2%，石家庄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生产，临用时

以水配成 0.1 g·mL1 的溶液。 

1.1.3  试剂与仪器  D-半乳糖(国药集团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SOD、MDA、GSH-Px 试剂盒(南京建

成生物工程研究所)；DT1200 型电子天平(江苏常

熟长青仪器仪表厂)；MAX190 紫外可见连续光谱

酶标仪(美国分子仪器公司)；Allegra X-22R 冷冻离

心机(美国 Beckman 公司)。 

1.2  方法[7-8] 

1.2.1  动物分组  取健康的SD大鼠60只随机分成

6 组，每组 10 只，设立正常对照组、模型组、阳性

对照组、高、中、低 3 个剂量的麦芪口服液组。 

1.2.2  模型制作  除正常对照组外，其余 5 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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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腹腔注射 D-半乳糖[生理盐水配成 30 mg·mL1，

注射量为 1 mL·(100 g)1]，连续给药 50 d，每天 1

次制作衰老模型。 

1.2.3  给药  造模开始同时给药，连续灌胃给药 50 

d，每天 1 次。高、中、低 3 个剂量的麦芪口服液

组分别给予每 1 mL 含 0.6，0.3，0.15 g 生药的麦芪

口服液溶液，大鼠灌胃上述溶液 1 mL·(100 g)1，相

当于麦芪口服液含生药 6，3，1.5 g·kg1。维生素

C 阳性对照组给予浓度为 0.1 g·mL-1的维生素 C 溶

液，大鼠灌胃 1 mL·(100 g)1，相当于 1 g·kg1。 

1.2.4  观察指标及方法  末次给药 1 h 后，取血，

3 500 r·min-1 离心 10 min，取上层血清，按各试剂

盒说明书测定血清中 SOD 和 GSH-Px 的活性和测

定血清中 MDA 的含量。进行统计学处理，实验数

据以平均值±标准差( sx  )表示，组间差异的显

著性检验用 t 检验进行。 

2  结果 

2.1  各组大鼠血清 SOD 活性变化 

模型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血清中 SOD 的活

性明显降低。阳性对照组、麦芪口服液高、中、

低剂量组与模型组比较，血清中 SOD 的活性明显

升高。见表 1。 

表 1  麦芪口服液对D-半乳糖致衰老模型大鼠血清中SOD

活性的影响( sx  ) 

Tab 1  The effect of MOS on activity of SOD in blood 
serum of D-galactose induced aging model rat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sx  ) 

组 别 剂量/g·kg1 动物数量/只 SOD/U·L1 

正常对照组 － 10 46.3±15.6

模型组 － 10 34.8±6.91)

 6 10 60.6±4.12)

麦芪口服液 3 10 60.7±3.22)

 1.5 10 59.1±3.92)

维生素 C 阳性对照组 1 10 56.4±3.92)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1)P<0.05;与模型组比较, 2)P<0.01 

Note: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1)P<0.05;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2)P<0.01 

2.2  各组大鼠血清 GSH-Px 活性变化   

模型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血清中 GSH-Px 的

活性明显降低。麦芪口服液高、中剂量组与模型组

比较，血清中 GSH-Px 的活性明显升高。见表 2。 

2.3  各组大鼠血清 MDA 含量变化   

模型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血清中 MDA 的

含量明显增多。阳性对照组、麦芪口服液高剂量

组与模型组比较，血清中 MDA 的含量明显减少。

见表 3。 

表 2  麦芪口服液对 D-半乳糖致衰老模型大鼠血清中

GSH-Px 活性的影响( sx  ) 

Tab 2  The effect of MOS on activity of GSH-Px in blood 
serum of D-galactose induced aging model rat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sx  ) 

组 别 剂量/g·kg1 动物数量/只 GSH-PX/U·L1

正常对照组 － 10 597.8±12.2 

模型组 － 10 549.6±64.31)

 6 10 597.6±11.82)

麦芪口服液 3 10 596.6±13.92)

 1.5 10 590.1±14.7 

维生素 C 阳性对照组 1 10 591.9±12.1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1)P<0.05;与模型组比较, 2)P<0.05 

Note: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1)P<0.05;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2)P<0.05 

表 3  麦芪口服液对 D-半乳糖致衰老模型大鼠血清中

MDA 含量的影响( sx  ) 

Tab 3  The effect of MOS on level of MDA in blood serum 
of D-galactose induced aging model rat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 sx  ) 

组 别 剂量/g·kg1 动物数量/只 MDA/nmol·L1

正常对照组 － 10 189.4±47.1 

模型组 － 10 277.4±52.31) 

 6 10 210.1±45.83) 

麦芪口服液 3 10 227.8±63.7 

 1.5 10 244.1±48.3 

维生素 C 阳性对照组 1 10 220.0±64.72)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1)P<0.01;与模型组比较, 2)P<0.05, 3)P<0.01 

Note：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1) P<0.01;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2)P<0.05, 3)P<0.01 

3  讨论 

中医理论认为脾肾两虚 血痰浊是衰老的主

要机理，其中脾肾两虚是衰老的基本病理特征，

血痰浊是衰老的必然趋势，而补肾健脾，活血

化痰是延缓衰老的理想途径。有研究表明肾虚衰

老可能与机体抗氧化活性减低、自由基清除能力

减退等有关[9]。现代医学中自由基学说是具有代表

性的衰老学说之一。该学说认为自由基在机体内

有很强的氧化反应能力，且易产生连锁反应，对

蛋白质、核酸、脂质等产生伤害作用，从而导致

机体的衰老[10-11]。 

实验研究表明给大鼠连续注射 D-半乳糖后，

因其代谢产物半乳糖醇不能进一步代谢而堆积在

细胞内，导致组织细胞出现衰老时的退行性改变

以及功能的改变，同时 D-半乳糖使机体产生大量

自由基，降低机体抗氧化能力，脂质水平增加，

多种氧化酶活性下降，引起机体衰老[12]。SOD 是

机体内清除自由基的重要抗氧化酶之一，它们的

活性和含量反映了机体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

GSH-Px 是机体内广泛存在的一种重要的催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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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氢分解的酶。它特异的催化还原型 GSH 对过

氧化氢的还原反应，可以起到保护细胞膜结构和

功能完整的作用。MDA 作为脂褐质形成过程中的

中间产物，其含量能间接反映机体自由基的活性、

产生情况和机体组织细胞的脂质过氧化程度，因

此 MDA 可以作为评价衰老的指标之一。 

麦芪口服液主要由黄芪、党参、麦冬、五味

子、太子参等中药组成。黄芪可补气升阴；党参

有补中益气，生津养血之功能；麦冬的养阴润肺，

五味子的润肺，滋肾功能及太子参有益气健脾，

生津润肺功能都有助于抗衰老。现代药理学还证

明黄芪、党参、麦冬、五味子都具有不同程度的

清除自由基抗氧化作用。因此麦芪口服液可能具

有一定的抗衰老作用。 

实验结果显示，模型组大鼠血清中 SOD 和

GSH-Px 的活性明显降低，MDA 的含量显著增加。

麦芪口服液能明显升高大鼠血清中 SOD 和

GSH-Px 的活性，减少 MDA 的含量。由此可见，

麦芪口服液可能通过提高体内 SOD 和 GSH-Px 的

活性，增强其对自由基的清除能力，抑制脂质过

氧化，降低体内 MDA 的生成，从而发挥抗氧化、

防衰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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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4'-三甲基白藜芦醇对豚鼠心室肌细胞钠电流和钾电流的影响 
 

杜景霞 1, 2，陈静波 2，杨斐 2，李艳 1，王建刚 1，金满文 2
(1.河南科技大学医学院药理教研室，洛阳 471000；2.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学院，武汉 430030) 

 
摘要：目的  研究 3, 5, 4'-三甲基白藜芦醇(trans-resveratrol derivative 3,5,4'-trimethoxystilbene，TMS)对豚鼠心室肌细胞钠

电流(INa)和钾电流(IK1)的直接作用，探讨其心肌保护作用。方法  用全细胞膜片钳技术记录 TMS 对单个心室肌细胞 INa

和 IK1 的作用。结果  TMS(10 μmol·L1)可快速抑制豚鼠心室肌细胞 INa，用药后 3 min 左右即开始起效，10 min 时抑制率

为(36.8±5.6)％(P<0.005)，洗脱后可完全恢复；1，3 μmol·L1 TMS 未影响 INa 大小。TMS 不改变 INa 的 大激活电压，也

不影响 IK1 的大小。10 μmol·L1 使半数 大失活电压(V1/2)由(87.0±3.3)mV 变化到(96.7±3.5)mV (P<0.001)，使失活曲线

斜率 (S)由 (4.9±0.3)mV 变化到 (5.4±0.3)mV (P<0.01)；使半数 大激活电压 (V1/2) (38.9±1.4)mV 变化到 (47.3±1.3)mV 

(P<0.001)，未改变激活 S。结论  TMS 可直接作用于豚鼠心室肌细胞，快速抑制 INa，且此作用快速、可逆。 

关键词：3, 5, 4'-三甲基白藜芦醇；心室肌细胞；钠电流；钾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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