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Π ∀抑制率 ≠ 与对数浓度 ÷ 直线回归方程为 ≠ ≅ Π ∀

表 2 抑制心脏收缩作用的量效关系 ¬
θ? σ

浓度

#

抑制率 潜伏期 达峰时间 平均抑制速率 半平衡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4  抑制心脏收缩作用的时反应量) 效关系 对 种

浓度抑制心脏的潜伏期 达峰时间 抑制开始至最大抑制时

所需时间 平均抑制速率 心抑制张力与达峰时间之比 和

半平衡时间 抑制开始至最大抑制一半所需时间 进行观察

结果见表 ∀统计分析 ƒ χ检验 表明 各剂量组间潜伏时间具

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Π 潜伏期 ≠ 与对数浓度 ÷ 直

线回归方程为 ≠ ÷ Π ∀ 达

峰时间在低浓度 时有逐渐增强趋势 在高浓度时则明显

缩短∀ 平均抑制速率随浓度加大而增强 半平衡时间随浓度

加大而缩短∀ 达峰时间 平均抑制速率和半平衡时间各浓度

组间的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均为 Π ∀平均抑制

速率与浓度 半平衡时间与对数浓度的直线回归方程分别

为 ≠ ÷ Π ≠

÷ Π ∀

3  讨论

致心律失常常见于大鼠实验模型∀ 致蟾蜍心律失

常及其量) 效关系尚未见报道∀ 用蟾蜍心脏致心律失常 是

抗心律失常研究的简捷方法之一∀ 本研究表明 在 ≅

# 以下浓度 仅可引发室早 高于此浓度可诱发室颤∀

两者均呈现量) 效关系∀ 本研究资料对用 制做心律失常

实验模型 具有参考价值∀

致心律失常时 对心脏收缩有何影响的研究很少∀本

研究利用蟾蜍心脏灌流方法 对 抑制心脏收缩作用进行

了量效关系分析∀在 ≅ # 浓度 心肌抑制

作用随浓度加大而增强 呈现明显的浓度依赖性 随浓度增

加而频发室早∀ 总体观察是先抑制心脏收缩 后出现心律失

常 高于此浓度 心脏收缩明显被抑制 并在室早基础上继发

室颤的发生 最终产生完全性收缩抑制∀

对心脏收缩的抑制作用也存在着时反应量) 效关

系 表现为随浓度加大 心脏抑制的潜伏期和半平衡时间缩

短 平均抑制速率增强∀ 在 ≅ # 浓度时

有最初略增强 然后再抑制心脏收缩的效应 尤其在

≅ # 浓度明显 故出现达峰时间的搏动∀ 上述时

反应现象符合本作者所提时反应量) 效关系具有相对普遍

性的观点∀鉴于上述 可推测 抑制心脏收缩作用来自两个

方面 在低浓度时 可能是通过抑制心肌收缩力 使心脏收缩

减弱 在高浓度时 则可能是通过抑制心肌收缩力和继发室

颤 使心脏收缩完全抑制∀

收稿日期

枸杞多糖的提取及其对活性氧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李贵荣 衡阳 南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摘要 目的 研究枸杞多糖 ° 的提取及其对活性氧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方法 ° 提取采用水煮醇沉法粗提 ° 滤

柱膜吸附洗脱精制 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枸杞多糖对 # 和 # 的抑制作用∀结果 粗品 ° 对 # 和 # 清除率分别可达

和 精品 ° 对二者的清除率分别可达 和 ∀ 结论 ° 对 # 和 # 均有良好的清除能力∀

关键词 枸杞多糖 羟自由基 超氧负离子自由基

Στυδψ ον ισολατιον οφ λψχιυµ βαρβαρυµ πολψσαχχηαριδε ανδ ιτσεφφεχτσ ον αντι−αχτιϖε οξψγεν φρεε ραδιχαλσ

∏ Χολλεγ ε οφ Πυβλιχ Η εαλτη Ν ανηυα Υνιϖερσιτψ Η ενγψαν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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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2 √

¬ ΜΕΤΗΟ∆ Σ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ΚΕΨ Ω ΟΡ ∆ Σ ∏ ∏ ¬ ∏ ¬

  枸杞子 ∏ ∏ 是名贵中药 有滋补肝肾

益 精 明 目 之 功 效∀ 其 枸 杞 多 糖 ∏ ∏

简称 ° 是其主要活性成分之一 具有增强

免疫力 抗肿瘤 防衰老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 ∀本文由枸杞

子经提取并分离纯化后得到水溶性 °∀采用邻苯三酚自身

氧化反应为产生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 模型≈ 采用

ƒ 反应为产生羟自由基 # 模型≈ 用紫外和可见分

光光度法试验观察了 ° 对模型中产生的 # 和 # 影

响∀ 结果表明 ° 具有较强的清除活性氧自由基的能力∀

1  仪器!材料与试剂

∂ 2∂ ≥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红外光谱仪∀

枸杞子 ∏ ∏ 由衡阳市购得∀

° 硅铝酸盐吸附剂 新乡新辉制药厂产品 邻苯

三酚 水杨酸 过氧化氢 硫酸亚铁等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实验用水为二次蒸馏水∀

2  实验方法

2 1  # 自由基产生体系模型≈

邻苯三酚在弱碱性 磷酸盐缓冲溶液 环境中自

身氧化分解产生 # 的反应为

# 其他产物

该体系常用于测定 ≥ ⁄ 或类 ≥ ⁄ 活性物质对 # 的歧化

活性∀ 随着反应的进行 # 在体系中会不断积累 导致反应

液的吸光度 波长 在反应开始后 之内随时间变

化而线性增大∀ 因此在该时间内 于 处测定含被测物

反应液的吸光度随时间的变化率 并与空白液比较便可得出

被测物抑制 # 积累的作用能力∀ 抑制率计算式为

抑制率
ƒ ƒ¬

ƒ
≅

式中 ƒ 和 ƒ¬分别表示空白溶液和被测液的吸光度随时间

的变化率∀

2 2  # 自由基产生体系模型≈

与二价铁离子混合后产生 # 的 ƒ 反应为

ƒ
#

ƒ

# 具有很高的反应活性 其存活时间短∀ 但在反应体系中

加入水杨酸 能有效地捕捉 # 并产生有色产物

#

≤ ≤

     无色      有色

该有色产物在 处有强吸收∀ 若在体系中加入具

有清除 # 功能的被测物 能及时清除 # 从而使有色产

物的生成量减少导致吸光度减小∀ 故采用固定反应时间法

在 处测量含被测物反应液的吸光度 并与空白液比

较 便能测定被测物对 # 的清除作用∀ 其清除率计算式

为

清除率
¬

≅

3  ΛΒΠ的提取工艺

3 1  粗提 称取经 ε 干燥过的枸杞子 粉碎∀ 分别用

氯仿Β 甲醇 Β 混合溶剂和 乙醇 于索氏提取器中先

后抽取 均提取至提取液基本无色为止以脱脂∀ 取出提取渣

于空气中凉干 挥发干溶剂后 用 蒸馏水在 ε 水浴

中提取 重复 次 每次提取后均趁热过滤∀各次提取时间分

别为 ! ! ∀ 合并三次滤液 冷却后为粗提液∀

将粗提液减压浓缩至原体积的 冷却后在搅拌下加

入 乙醇至乙醇浓度达 便有沉淀产生 静置过夜∀

过滤 收集沉淀∀所得沉淀再用适量蒸馏水溶解 重复上述操

作结晶一次∀ 最后所得沉淀分别用 乙醇!无水乙醇和丙

酮淋洗 取出后真空干燥 ε 得 ° 粗品∀

3 2 纯化 称取约 ° 粗品溶于适量蒸馏水 滴加

三氯乙酸溶液 见有片状沉淀下沉 继续滴加直到上面清液

不产生沉淀为止∀静置 后 离心分离 弃去沉淀∀清液中加

入乙醇至乙醇浓度达到 有沉淀产生 静置过夜∀小心抽

滤 所得沉淀用 乙醇反复淋洗直到滤液中无三氯乙酸为

止∀ 取出沉淀经干燥后得 ° 纯品∀

3 3  精制 使用布氏漏斗制成厚度约为 的 ° 渗

透膜 将经纯化处理的 ° 纯品溶于 热乙醇中 冷却后

缓慢通过 ° 膜 使 ° 充分吸附∀再在负压下用 ε

热蒸馏水淋洗 ° 膜 使 ° 洗脱∀收集洗脱液进行减

压浓缩 冷却后加入乙醇至乙醇浓度达 以沉淀 °

静置 后即有白色絮状沉淀析出∀离心分离 收集沉淀 洗

涤后干燥得粉末状 ° 精品∀

4  结果与讨论

4 1  ° 紫外光谱和红外光谱特征 经纯化精制后的 °

在紫外光谱 水溶液 中已无明显的 的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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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特征吸收 也无 处的核酸特征吸收∀ 在其红外光谱

中有 ! ! ! ! 等多糖的特

征吸收∀ 可见所得 ° 精品纯度较高∀

4 2  ° 对活性氧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按实验方法分别对 ° 粗品和 ° 精品进行了清除

# 和 # 作用的试验 其试验结果见表

表 1 ° 清除 # 和 # 的试验结果

样品

类型
° 浓度 # 清除率 # 清除率

粗品

精品

4 3  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 对 # 和 # 有清除作用 而且与

° 浓度成正相关性∀本文采用的自由基模型体系所产生的

# 和 # 自由基浓度远大于体内该两种自由基浓度≈

体外实验表明 ° 是良好的氧自由基清除剂 估计与枸杞

子具有良好保健功能有一定关系 此有待于体内试验证实∀

经纯化精制后的 ° 对 # 和 # 的清除作用均小于其粗

品 ° 此结果提示纯化处理过程中许多原本与多糖相结合

的成分被除去 而这些成分可能有一些具有较强的抗氧化

性 如糖肽!结合蛋白等 这些成分的除去可能导致清除 #

和 # 的能力下降∀

枸杞多糖具有清除活性氧自由基功能的试验结果将为

其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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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二甲基前列腺素 Ε 2 和 ρ−干扰素抗大鼠肝纤维化实验研究

田 静 吕 坚 杭州 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原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研究 2二甲基前列腺素 ∞ ° ∞ 及 2干扰素 ƒ 2 的抗肝纤维化作用∀方法 以二甲基亚硝胺 ⁄

腹腔注射诱导大鼠肝纤维化模型 染毒开始及染毒后 周分别用 ° ∞ 和 ƒ 2 预治疗和治疗肝纤维化∀与正常及染毒组

比较 观察各组病理及肝纤维化程度∀结果 ° ∞ 预治疗组和治疗组肝纤维化程度与 ƒ 2 组相近 且明显小于染毒组 肝

羟脯氨酸 ° !血清透明质酸 较染毒组明显降低∀ 结论 ° ∞ 有较好的抗肝纤维化作用∀

关键词 2二甲基前列腺素 ∞ 2干扰素 二甲基亚硝胺 羟脯氨酸 透明质酸

Εξπεριµ ενταλ στυδψ οφ −διµ ετηψλπροσταγλανδιν Ε ανδ γαµ µ α ιντερφερον ον αντι−Ηεπατοφιβροσισ ιν

ρατσ

× √ Η ανγ ζηου Σιξ τη οφ Η οσπιταλοφ Η ανγ ζηου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2 ∞ ° ∞ ƒ 2

2 ΜΕΤΗΟ∆ ⁄ ∏

∏ ° ∞ ƒ 2 2 ∏ ∏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ƒ 2 ∏

¬ ¬ ° ∏ √ ∏

° ∞ ∏ ƒ 2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2 ¬

ΚΕΨ Ω ΟΡ ∆ Σ 2⁄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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