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从表 可见 在 ∗ ε 温度下种子均萌发良好 生

产上可秋播∀

表 17  温度对黄芩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发芽开始天数

达 发芽天数

发芽

2 18  石见穿 石见穿种子容易萌发 不同温度对种子萌发

的影响见表 ∀ 从表 可见 在 ∗ ε 的恒温及变温中

种子均能很快地发芽 但发芽率低∀ 冬季室外的变温有利于

石见穿种子的萌发 可提高发芽率∀ 生产上可春播∀

表 18  不同温度对石见穿种子萌发的影响

温度ε ∗
室 外

最高最低平均

  

发芽开始天数

达 发芽天数

实验天数

发芽

  注 年 月 日测

3  讨 论

唇形科药用植物种子微小 本文报导的 种种子其千

数重在 ∗ 之间 均具有光滑!坚硬富含油脂的

角质外种皮∀ 在萌发期间 这层疏水的外种皮常延缓种子萌

发的吸涨过程 从而导致萌发进程缓慢∀ 高温有利于种子的

吸涨过程 却不利于随后的代谢活动 最终导致在 ε 高温

下种子发芽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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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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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珍汤对红细胞免疫功能作用的实验研究

潘洪平 张 兴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八珍汤对红细胞免疫功能的作用∀ 方法 观察小白鼠随年龄增长其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变化及古方八珍汤对

老龄小白鼠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 ≠ 老龄小白鼠的红细胞 受体花环率 ≤ 显著低于低龄者 Π

而老龄小白鼠的循环免疫复合物花环率 ≤ ≤ 则明显高于低龄者 Π ∀ 老龄小白鼠服用八珍汤 后的

≤ 明显高于服药前水平 Π 而服药后的 ≤ ≤ 则明显低于药前水平 Π ∀ 结论 ≠ 随着年龄的

增长 红细胞免疫功能呈明显低下状态 古方八珍汤具有一定增强老龄机体红细胞免疫功能而起到抗衰老的作用∀

关键词 八珍汤 红细胞免疫 抗衰老

Εξπεριµ ινταλστυδψ οφ ΒαΖηεν δεχοχτιον ον ρεδ βλοοδ χελλιµ µ υνιτψ

° ° ° Η οσπιταλοφ Γυανγ ξ ι Αυτονοµ ουσ Ρ εγ ιον Ν αννινγ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ΜΕΤΗΟ∆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Π √ ∏ ¬ ≤ ≤ 2

∏ ∏ Π

√ ≤ ≤ ≤ Π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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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 ΟΡ ∆ Σ ∏ 2

  八珍汤源自5正体类要6的古方 由当归!川芎!白芍!熟

地黄!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八味中药组成 具有补气益血

之功效∀ 化学研究发现 八珍汤富含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微量

元素!氨基酸!糖类!磷脂!维生素和芍药甙等多种活性成分

药理研究表明 八珍汤可提高贫血大鼠的红细胞数及血红蛋

白含量 明显改善小鼠的骨髓造血机能≈ 提高小鼠的血清

溶菌酶含量≈ 和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我们以往的研

究≈ 发现 八珍汤可明显降低老龄大鼠的血脂含量和改善

其血液流变学状态∀本文进一步观察八珍汤对红细胞免疫功

能的影响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实验材料

1 1  药物和试剂  准确称量八珍汤诸味药物 混合置于不

锈钢锅内加蒸馏水煎煮二次 每次 分钟 二次药液合并调

节至 浓度 药液含 原生药 制成八珍汤液 冰

箱保藏备用∀ 致敏酵母多糖和未致敏酵母多糖 红细胞免疫

检 测试剂 由陕西省人民医院免疫研究室提供 批号

≤ ∀

1 2  实验动物  昆明小白鼠 由广西中医学院实验动物中

心提供 动物合格证为桂医动字第 号∀

2  方法和结果

2 1  实验方法  健康小白鼠 只 雌雄兼用 随机分成八

珍汤组和对照组 月龄 低龄 时均从眼部球后静脉丛针刺

取血约 肝素抗凝 参照酵母菌红细胞花环试验法≈

测定红细胞免疫功能∀以一个红细胞结上 个或 个以上酵

母菌为一朵花环 计算 个 ≤ 分别计算出红细胞

受体花环率 记作 ≤ 和红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环率

记作 ≤ ≤ 再正常饲养至 月龄 老龄 八珍汤组

即按 八珍汤 体重 相当于原生药

的剂量灌胃给药 一日一次 连续给药 对照组则给

等容量蒸馏水 其余处理同八珍汤组 各组均于第一次给药

前 月龄药前值 及末次给药后 月龄药后值 按

上述方法采血分别测定 ≤ 和 ≤ ≤ 值∀再分

别计算各组的药后与药前差值 月龄药后值 月龄药

前值 ∀

2 2  统计方法 结果以 ξθ ? σ表示 自身药后与药前对照的

显著性差异采用自身比较 τ检验 两组比较用组间 τ检验∀

2 3  结果

小白鼠老龄态与低龄态时的红细胞 受体和免疫复

合物花环率的比较及八珍汤对老龄小白鼠红细胞免疫功能

的影响作用分别见表 !表 ∀

表 1 八珍汤对老龄小白鼠 ≤ 的影响

组别
≤

月龄值 月龄药前值 月龄药后值 药后与药前差值

八珍汤组 ? ? ϖ ? ϖ  ? ν

对 照 组 ? ? ϖ ? ϖ ?

注 与自身 月龄值比较ϖ Π 与对照组差值比较ν Π

结果表明 同组小鼠其老龄态 月龄 的红细胞受体花

环率显著低于低龄态 月龄 者 相反其老龄态的红细胞免

疫复合物花环率则明显高于低龄态者∀口服八珍汤则可显著

提高老龄小鼠的红细胞受体花环率和显著降低其红细胞免

疫复合物花环率 与对照组比较 Π 均 ∀

表 2 八珍汤对老龄小白鼠 ≤ ≤ 的影响

组别
≤ ≤

月龄值 月龄药前值 月龄药后值 药后与药前差值

八珍汤组 ? ? ϖ ? ω ? ν

对 照 组 ? ? ϖ ? ϖ ?

注 与自身 月龄值比较ϖ Π ω Π 与对照组差值比较

ν Π

3  讨论

近年研究≈ 证明 红细胞不仅参与呼吸功能 而且具有

识别!粘附!浓缩!杀伤抗原!清除循环免疫复合物 ≤ ≤ 的能

力 参与机体免疫调控 还存在着完整的自我调控系统∀其中

红细胞的免疫粘附活性是指细菌!寄生虫!梅毒!螺旋体!胸

腺细胞!肿瘤细胞或其它异已细胞等抗原物质激活补体或这

些抗原与相应的抗体结合激活补体形成复合物粘附于红细

胞上 再通过红细胞膜上的 受体的免疫粘附功能将抗原

异物运至肝脾清除∀由于血循环中 以上的 受体分布

于红细胞膜上 且红细胞膜上主要呈簇状分布的结合位点呈

多价性 更利于与抗原物质牢固结合∀据此 红细胞是机体清

除循环免疫复合物的主要承担者∀红细胞的免疫粘附在红细

胞的免疫功能上起到重要作用 其活性可作为评价红细胞免

疫功能的重要指标∀

一般认为小白鼠的寿命为 ∗ 年 性成熟期 发育完

全 约为 月龄≈ 故本实验所选用的 月龄小白鼠可视

为老龄鼠∀ 而 月龄小白鼠的免疫功能正发育成熟 故选用

其与老龄鼠作对照研究∀

本实验结果 小白鼠随着年龄增长 其红细胞受体花环

率显著降低 而其红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环率则明显增高 这

表明 老龄机体的红细胞免疫功能与低龄相比呈明显低下状

态∀这可能与老龄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衰退 自身抗体增多

免疫复合物蓄积增加 导致红细胞运输免疫复合物的负担过

重致其膜 受体空位减少 结果使红细胞膜的 受体消

耗过多 加重了免疫复合物的积蓄作用有关∀另一方面 免疫

复合物的蓄积增多又可反过来引发和降低老龄机体红细胞

的免疫功能∀

本实验还发现 老龄小白鼠服用八珍汤 日后 其红细

胞 受体花环率显著高于药前水平 Π 而循环免

疫复合物花环率则显著低于药前水平 Π 表明古方

八珍汤具有一定增强老龄机体红细胞免疫功能的作用∀但各

项指标的改善作用均达不到低龄时水平 Π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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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可能与本实验投药时所选用的老龄鼠与低龄鼠的月

数相差过大有关 也可能反映了红细胞的免疫基因表达作

用∀ 这有待今后作进一步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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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天南星族药用植物新鲜块茎的等电聚焦电泳分析

孙红祥 陈 威  叶益萍  薛祥骥 杭州 浙江大学湖滨校区生药学教研室 萧山 浙江萧山第一人民医院药剂

科 杭州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摘要 目的 为天南星族药用植物的分类和鉴定提供依据∀ 方法 以聚丙烯酰胺 凝胶等电聚焦电泳 ∞ƒ 方法对天南星族植

物 种 变种 变型 个样品蛋白质进行分析∀ 结果 不同属植物的电泳谱之间有明显差异∀ 结论 利用 ∞ƒ 谱带差异可准

确地区分犁头尖属!半夏属和天南星属∀

关键词 天南星族 药用植物 新鲜块茎 等电聚焦电泳

Ισοελεχτροφυσινγ ελεχτροπηορετιχ αναλψσισ οφ φρεση τυβερσοφ µ εδιχιναλπλαντσφροµ τριβε Αρεαε ιν Ζηεϕιανγ

≥∏ ¬ ≥∏ ÷ ≤ • ≤ • ≠ ≠ ≠ ≠ ° ÷ ∏ ÷ ÷ ∏ ÷ ∆ επαρτµ εντ οφ

Πηαρµ αχογ νοσψ Η υβιν Χαµ πυσ Ζηεϕιανγ Υνιϖερσιτψ Η ανγ ζηου Ζηεϕιανγ Ξ ιαοσηαν τηε φιρστ πεοπλε ηοσπιταλ Ξ ι2

αοσηαν Ινσιτιτυτε οφ Ματερια Μεδ ιχα Ζηεϕιανγ Αχαδ εµ ψ οφ Μεδ ιχιναλΣχιενχεσ Η ανγ ζηου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Αρεα ΜΕΤΗΟ∆ Σ × ∏ √ Αρεαε

√ ∏ Ρ ΕΣΥΛΤΣ × 2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

ΚΕΨ Ω ΟΡ ∆ Σ × ∏ ∏

  聚丙烯酰胺等电聚焦电泳是蛋白质高分辨分析的新技

术之一∀近年来 该项技术多用于生化领域 在中药材品种鉴

定和植物分类方面很少有报道∀本文通过对浙江省天南星族

药用植物新鲜块茎的聚丙烯酰胺凝胶等电聚焦电泳分析 试

图为此族植物的分类鉴定提供依据∀

1  试剂与材料

1 1  试剂  丙烯酰胺 化学纯 ! 2甲叉双丙烯酰胺 化

学纯 !过硫酸铵 分析纯 !四甲基乙二胺 生化试剂 !考马

斯亮蓝 生化试剂 !载体两性电解质

∗ !× ÷ 生化试剂 !十二烷基硫酸钠!Β2巯基

乙醇为化学纯∀

1 2 材料 表

2  方 法

2 1 样品液的制备 称取块茎 于 ε 冰箱中冷藏固定

在预冷过的研钵中加 水充分研磨 制成匀浆

离心 取上清液 加 样品稀释液

十二烷基硫酸钠! Β2巯基乙醇! 甘油 加蒸馏水

至 混匀制成 混匀后 沸水浴中加热 ∗ 冷却

备用∀

2 2 制胶 取尿素 ! 凝胶储存液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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