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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药精颗粒对小鼠免疫功能影响的实验研究

戴关海!吴人照!杨!锋!童晔玲!陈!宇

摘!要!目的!观察乌药精颗粒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实验设乌药精颗粒低'中'高 ) 个剂量组"%A&[Ff['(A&[F

f[和 *A&[Ff[!分别相当于人推荐量的 ,'%&')& 倍# !另设乌药组"&A'[Ff[#'别直参组"(A&[Ff[#及阴性对照组"#

(

$#!经口给予

)& 天$ 分别观察 P1>5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增生功能'对二硝基氟苯诱导小鼠迟发型变态反应'抗体生成细胞'血清溶血素含

量及 Be细胞活性的影响$ 结果!高'低剂量组乌药精颗粒均可明显提高 P1>5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增生功能!与阴性对照组

比较有明显差异"!_&A&,'&A&%#+乌药精颗粒高剂量组可明显提高对二硝基氟苯诱导小鼠迟发型变态反应功能!与阴性对照组

比较有明显差异"!_&A&,#+各剂量组乌药精颗粒对小鼠抗体生成细胞'血清溶血素含量及 Be细胞活性均无明显差异 "!p

&\&,#$ 结论!乌药精颗粒可明显提高小鼠 P1>5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的增生功能及二硝基氟苯诱导小鼠迟发型变态反应功

能$

关键词!乌药精颗粒!小鼠!免疫功能!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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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乌药为樟科灌木或小乔木植物乌药 X2>;:̀=

=[[̀:[=D="62Z3# e13D:̀Z的根$ 是我国道地药材之

一$ 古往今来!天台乌药因其功效卓著'用途广泛而

备受历代医家青睐$ 自始载于 %开宝本草&以来!各

类本草专著皆有收载
/%0

$ 乌药为理气散寒止痛之圣

药!历代医家均十分推崇!认为(乌药辛温香窜!上入

脾肺!下通肾经!如中风中气!膀胱冷结!小便频数!反

胃吐食!泄泻霍乱!女人血气凝滞!小儿蛔虫!外而疮

疖疥疠!并凡一切病之属于气逆而胸腹不快者!皆宜

用之)$ 目前!对乌药的临床应用又有新的认识!现

代研究表明!乌药含有萜类挥发油等多种有效成分!

有良好的镇痛'消炎'扩张血管'抗疲劳等作用!对冠

心病心绞痛'脉管炎'肝硬化腹腔积液'肾积水'泌尿

系结石等均有疗效
/(0

$ 药理研究证实!乌药提取物

能延长小鼠负重游泳时间!降低运动后小鼠血清乳酸

含量!具有抗疲劳的作用
/)0

$

材料与方法

%A实验试剂*.9R9高糖培养液"% Y#*吉诺生物医药技

术有限公司产!批号 &*&(%,&(+&A(,VÙHE32>* 吉诺生物医药

技术有限公司产!批号 &*&(%,&%+超级新生牛血清*杭州四季

青生物工程材料有限公司产!批号 &,&O)&+) N"O!, N二甲基

噻唑 N(# N(!, N二苯基四氮唑溴盐"9UU#*5Z̀:3M1公司生

产!批号 &*&(+二硝基氟苯*东京化成工业株式会社生产!批号

S49&%+T5PN@细胞*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肿瘤室引

进!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基础所液氮保存+乌药精颗粒*天台

乌药'西洋参'黄精'刺五加等组成!为棕黄色粉末!样品批号

为 &,%(%*!实验以蒸馏水为溶媒配制成不同浓度的样品液供

试$

(A主要仪器*P$

(

培养箱'离心机'可调移液器'电热不锈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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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手提式压力蒸汽灭菌器'医用净化台'显微镜'液体闪烁计

数仪'细胞收集仪'干燥箱'打孔器'06(%&6 电子天平及酶标

分析仪等$

)A实验动物和检测条件*4P<种小鼠!体重 %- W(([!雌雄

各半!由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许可证*

6Toe"浙 (&&O N&&)O#$ 动物饲料由浙江省实验动物中心提

供!执行标准 Q0%O'(O N(&&%$ 检测环境条件!温度范围 (&j

W()j!相对湿度范围 O&V W+&V$ 小鼠试验前在动物房环

境中适应 ( 天$

OA剂量选择*该产品人推荐量为 %([F; 每 *&f[体重!本

次实验设低"%A&[Ff[#'中 "(A&[Ff[#'高 "*A&[Ff[# ) 个剂量

组!分别相当于人推荐量的 ,'%&')& 倍!另设乌药组 "&A'[F

f[#'别直参组"(A&[Ff[#及阴性对照组"#

(

$#$

,AP1>5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试验
/O0

*取正常小鼠

*& 只!随机分成 + 组!分别灌胃不同剂量的乌药精颗粒"%A&[F

f['(A&[Ff[和 *A&[Ff[#'乌药 "&A'[Ff[#'别直参 "(A&[Ff[#

及水!)& 天后脱颈椎法处死小鼠!无菌取脾!置于盛有适量无

菌 #=>f3液的小平皿中!用镊子轻轻撕碎!制成单细胞悬液!

(&& 目筛网过滤!洗涤!计数!最后用 <794%*O& 完全培养液调

整细胞浓度为 ) Y%&

*

FZ@$ 将细胞悬液分两孔加入 (O 孔培养

板中!每孔 %Z@!一孔加 +,

-

@P1>5液"相当于 ,A&

-

[FZ@#!另

一孔作为对照!置 )+j',VP$

(

培养箱中培养 +(C$ 培养结束

前 OC!每孔轻轻吸去上清液 &A+Z@!加入 &A+Z@不含小牛血清

的 <794%*O& 培养液!同时加入 9UU",Z[FZ@#,& 微升F孔!继

续培养 OC$ 培养结束后!每孔加入 %Z@酸性异丙醇!吹打混

匀!使紫色结晶完全溶解$ 在 ,+&>Z波长处测定光密度值

"$.#$ 最后用加 P1>5孔的光密度值减去不加 P1>5孔的光

密度值代表淋巴细胞的增生能力$

*A二硝基氟苯诱导小鼠迟发型变态反应试验 "耳肿胀

法#

/O0

*二硝基氟苯溶液应新鲜配制!称取二硝基氟苯 ,&Z[!

置清洁干燥小瓶中!将预先配好的 ,Z@丙酮麻油溶液 "丙

酮q麻油 t%q%#倒入小瓶!最好瓶塞并用胶布密封$ 混匀后!

用 (,&

-

@注射器通过瓶盖取用$ 实验分组及给药同 P1>5诱

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试验!各组动物连续给药 (, 天后!

每鼠腹部皮肤用硫化钡脱毛!范围约 )MZY)MZ!用二硝基氟

苯溶液 ,&

-

@均匀涂抹致敏$ , 天后!用二硝基氟苯溶液 %&

-

@

均匀涂抹于小鼠右耳两面进行攻击!攻击后 (OC 颈椎脱臼处

死小鼠!剪下左右耳壳!用打孔器取下直径 -ZZ的耳片称

重$

+A抗体生成细胞检测"8:̀>:改良玻片法 #

/O0

*实验分组

及给药同 P1>5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试验!实验连续给

药 )& 天!在试验第 (, 天!每只鼠腹腔注射 &A(Z@(V "bFb#

压积绵羊红细胞 " 6<0P#悬液!进行免疫$ , 天后!每鼠无菌

取脾!置于盛有适量无菌 #=>f3液的小平皿中!用镊子轻轻撕

碎!制成单细胞悬液!(&& 目筛网过滤!洗涤!计数!最后用 <7J

94%*O& 完全培养液调整细胞浓度为 , Y%&

*

FZ@$ 将表层培养

基"@[琼脂糖加双蒸水至 %&&Z@#加热溶解后!放 O,j水浴保

温!与等量 E#+A( W+AO'( 倍浓度的 #=>fv3液混合!分装小试

管!每管 &A,Z@!再向管内加 ,&

-

@%&V6<0P"bFb!用 65液配

制#!(&

-

@脾细胞悬液 ", Y%&

*

FZ@#!迅速混匀!倾倒于已刷琼

脂糖薄层的玻片上!做平行片!待琼脂凝固后!将玻片水平扣

放在片架上!放入 P$

(

培养箱中温育 %C! 然后用 65缓冲液稀

释的补体"%q-#加入到玻片架凹槽内!继续温育 %C 后!计数溶

血空斑数$

-A血清溶血素检测 "#P,& 检测法#

/O0

*实验分组及给药

同 P1>5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试验!给药 (* 天后!取羊

血!用生理盐水洗涤 ) 次!每次离心 "(&&& F̀Z2>#%&Z2>!将压

积绵羊红细胞 " 6<0P#用生理盐水配成 ,V "bFb#的细胞悬

液!每只小鼠腹腔注射 &A(Z@进行免疫$ O 天后!摘除眼球取

血于离心管内!分离血清$ 用 65液将血清稀释"荷瘤动物组

血清 (, 倍稀释!正常对照组血清 (&& 倍稀释#$ 将稀释后血

清 %Z@置试管内!依次加入 %&V"bFb# 6<0P&A,Z@!补体 "用

65%q%& 稀释#%Z@$ 另设不加血清的对照管$ )+j水浴中保

温 %,Z2>!冰浴终止反应$ 离心取上清液 %Z@!加都氏液 )Z@!

同时另取 %&V"bFb# 6<0P&A(,Z@!加都氏液 OZ@!充分混匀!

放置 %&Z2> 后!于 ,O&>Z波长处以对照管作空白!分别测定各

管 $.值$ 计算半数溶血值"#P,&#$

'ABe细胞活性测定"X.#测定法#

/O0

*实验分组及给药

同 P1>5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试验!无菌取脾!置于盛

有适量无菌 #=>f3液的小平皿中!用镊子轻轻撕碎!制成单细

胞悬液!(&& 目筛网过滤!洗涤!计数!最后用 <794%*O& 完全

培养液调整细胞浓度为 ( Y%&

+

FZ@$ 试验前 (OC 将 T5PN@细

胞 "靶 细 胞 # 传 代 培 养! 应 用 前 用 #=>f3液 洗 ) 次! 用

<79U%*O& 完全培养液调整细胞浓度为 O Y%&

,

FZ@$ 取靶细

胞和脾细胞悬液"效应细胞#各 %&&

-

@"效靶比 ,&q%#!加入 l

型 '* 孔培养板中!靶细胞自然释放孔加靶细胞和培养液各

%&&

-

@!靶细胞最大释放孔加靶细胞和 %V B7O& 各 %&&

-

@+上

述各项均设 ) 个复孔!于 )+j',VP$

(

培养箱中培养 OC!离

心!每孔吸取上清 %&&

-

@置平底 '* 孔培养板中!同时加入

X.#基质液 %&&

-

@!反应 ,Z2>!每孔加入 @Z1@FX的 #P@)&

-

@!

在 O'&>Z波长处测光密度"$.#值!计算 Be细胞活性$

结!!果

%A乌药精颗粒对 P1>5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

转化试验的影响"表 %#$ 由表 % 可见!高'低剂量组

乌药精颗粒均可明显提高 P1>5诱导的小鼠脾淋巴

细胞的增生功能!与阴性对照组比较有明显差异 "!

_&A&,'&A&%#$

(A乌药精颗粒对二硝基氟苯诱导小鼠迟发型变

态反应的影响 "表 ( #$ 由表 ( 可见!乌药精颗粒

*\&[Ff[剂量组均可明显提高对二硝基氟苯诱导小

鼠迟发型变态反应功能!与阴性对照组比较有明显差

异"!_&A&,#$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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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F乌药精颗粒对 !12*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增生功能的影响"L̂ 3#

组别与剂量 动物" 2#

体重"[#

实验前 实验后
光密度差值

乌药精颗粒 *A&[Ff[ %& %'A+ &̂AO- )OA& ÔA'O

&A-%& &̂A%(*

$$

乌药精颗粒 (A&[Ff[ %& %'A( &̂A'( )OA* ,̂A+* &A,-) &̂A&-&

乌药精颗粒 %A&[Ff[ %& %'A( &̂A'( )OA+ ,̂AOO

&A+&O &̂A&-)

$

乌药 &A'[Ff[ %& %'A) &̂A-( ))AO ,̂A&* &A*-& &̂A%&*

别直参 (A&[Ff[ %& %'A& &̂A'O )OA% ,̂A(-

&A+,O &̂A%%%

$

水对照组 (,Z@Ff[ %& %'A) &̂A*+ )OA% ,̂A'+ &A,-' &̂A%(*

!!

$

表示与水对照组比较!!_&A&,!

$$

表示 !_&A&%

表 MF乌药精颗粒对二硝基氟苯诱导小鼠迟发型变态反应的影响"L̂ 3#

组别与剂量 动物" 2#

体重"[#

实验前 实验后
耳片重量差值"Z[#

乌药精颗粒 *A&[Ff[ %& %'AO &̂A-O )OA* ,̂AO*

%)A( )̂A(

$

乌药精颗粒 (A&[Ff[ %& %'A) &̂A', )OA% ,̂A-- %(A( (̂A,

乌药精颗粒 %A&[Ff[ %& %'A* &̂A,( )OA, ,̂A+- %(A( (̂A'

乌药 &A'[Ff[ %& %'A( &̂A'( )OA+ ,̂AO- %(A) )̂A,

别直参 (A&[Ff[ %& %'A% &̂A-- ))A- ÔA'*

%)A) (̂A,

$

水对照组 (,Z@Ff[ %& %'A+ &̂AO- ))A' ÔA+' %&A) (̂A%

!!

$

表示与水对照组比较!!_&A&,

!!)A乌药精颗粒对抗体生成细胞的影响 "表 )#$

由表 ) 可见!各剂量组乌药精颗粒对小鼠抗体生成细

胞均无明显影响!与水对照组比较!!p&A&,$

表 NF乌药精颗粒对抗体生成细胞的影响"L̂ 3#

组别与剂量 动物" 2#

体重"[#

实验前 实验后
溶血空斑数"个#

乌药精颗粒 *A&[Ff[ %& %'A( &̂A'( )&A* %̂A+% (*AO (̂A*

乌药精颗粒 (A&[Ff[ %& %'A* &̂A,( ('A* %̂A(* (,A* (̂A&

乌药精颗粒 %A&[Ff[ %& %'AO &̂A-O )&A+ %̂A)O (,A( (̂A)

乌药 &A'[Ff[ %& %'A) &̂A', )%A& %̂A*) (OA' (̂A'

别直参 (A&[Ff[ %& %-A' &̂A-- )&A+ (̂A(%

(+A& (̂A+

$

水对照组 (,Z@Ff[ %& %'A% &̂A-- )&A+ %̂AO' (OA) (̂A)

!!

$

表示与水对照组比较!!_&A&,

!!OA乌药精颗粒对小鼠血清溶血素检测的影响

"表 O#$ 由表 O 可见!各剂量组乌药精颗粒对小鼠血

清溶血素半数溶血值"#P,&#均无明显影响!与水对

照组比较!!p&A&,$

表 OF乌药精颗粒对小鼠血清溶血素的影响"L̂ 3#

组别与剂量 动物" 2#

体重"[#

实验前 实验后
#P

,&

值

乌药精颗粒 *A&[Ff[ %& %'A+ &̂AO- )OA& ÔA'O %*&A+ )̂(A%%

乌药精颗粒 (A&[Ff[ %& %'A( &̂A'( )OA* ,̂A+* %*(A& ,̂'A)(

乌药精颗粒 %A&[Ff[ %& %'A( &̂A'( )OA+ ,̂AOO %O-AO ,̂'A%*

乌药 &A'[Ff[ %& %'A) &̂A-( ))AO ,̂A&* %,(AO ,̂%AO)

别直参 (A&[Ff[ %& %'A& &̂A'O )OA% ,̂A(- %*,A% Ô'A,%

水对照组 (,Z@Ff[ %& %'A) &̂A*+ )OA% ,̂A'+ %)'AO )̂+A'(

!!,A乌药精颗粒对小鼠 Be细胞活性的影响 "表

,#$ 由表 , 可见!各剂量组乌药精颗粒对小鼠 Be细

胞活性均无明显影响!与水对照组比较!!p&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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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ZF乌药精颗粒对小鼠 ]'细胞活性的影响"L̂ 3#

组别与剂量 动物" 2#

体重"[#

实验前 实验后
Be细胞活性"V#

乌药精颗粒 *A&[Ff[ %& %'A+ &̂AO- )OA& ÔA'O (+A, ,̂A)&

乌药精颗粒 (A&[Ff[ %& %'A( &̂A'( )OA* ,̂A+* (+A- ÔA)O

乌药精颗粒 %A&[Ff[ %& %'A( &̂A'( )OA+ ,̂AOO (*A+ ÔA%)

乌药 &A'[Ff[ %& %'A) &̂A-( ))AO ,̂A&* (+A, -̂AO(

别直参 (A&[Ff[ %& %'A& &̂A'O )OA% ,̂A(- (-A+ ,̂A-+

水对照组 (,Z@Ff[ %& %'A) &̂A*+ )OA% ,̂A'+ (*AO ,̂A')

讨!!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乌药精颗粒可显著提高小鼠

P1>5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的增生功能及二硝基氟

苯诱导小鼠迟发型变态反应功能$ 说明乌药精颗粒

对细胞免疫功能提高作用较显著!对体液免疫功能和

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提高作用可能较弱!结果未见显

著性意义$ 乌药单味对免疫功能的影响!也有上述作

用趋势!但未见显著性意义$ 可能与剂量较小或研究

样本较少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目前的补益保健食品中!少有既滋补又行气不腻

的产品!本品中西洋参具有显著提高氢化可的松所致

阴虚小鼠免疫能力!提高迟发型超敏反应的强度和小

鼠单核吞噬细胞的能力!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及抗疲

劳作用
/,!*0

$ 黄精多糖有显著的抗肿瘤作用和免疫

调节活性等作用
/+0

$ 刺五加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活

性!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刺五加具有增强免疫力'抗血

小板聚集'血栓形成'抗心肌缺血'扩张血管'抗衰老'

抗有害应激'抗菌'抗病毒'抗肿瘤'抗氧化'抗炎'镇

静等功效
/-!'0

$ 全方具有既滋补又能行气的特点!特

别适用于中老年人$ 乌药作为浙江省中药特产111

(浙八味)之一!乌药产品的开发!将为浙江的中药特

色农业带来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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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中国药学大会召开

!!

(&&' 年 %% 月 (% W() 日!由中国药学会主办的 (&&' 年中国药学大会在长沙市举行$ 此次大会的主题是(药学科技创新与

医药卫生改革)$ 通过专题报告和集中讨论!与会代表们一致认为!科技创新在医药卫生改革中具有极高战略地位$

会议开幕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药学会理事长桑国卫致开幕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邵明立出席会

议并讲话$ 桑国卫在讲话中强调了医药卫生改革中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 邵明立在讲话中强调!医药卫生事业直接关系到广大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对药学工作提出了新的

更高的要求!中国药学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积极投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大局!全面推动我国药学科技进

步!不断提高药品安全保障水平$ 这是中国药学会和广大药学科技工作者肩负的历史使命$ 希望中国药学会一如既往地广泛团

结广大药学科技工作者!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为繁荣和发展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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