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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互花米草总黄酮 (T FS ) 是从盐沼 植物互花米草中分离得到的一种免疫活性

物质
。

在研究 T FS 对小 鼠免疫功能的影响时发现 T FS 1 56
.

25 X 1 0一 6iP qd x s 导致由

环磷硫胺引起的免疫抑制小 鼠的胸腺重童增加
。

TF S 1 5刁
.

25 X 1 0-- ssc qd X S 还显著

提 高 C 5 7 / B L 和昆明小 鼠腹腔 巨噬 细胞的吞噬 百分率和吞噬指数
。

T Fs 3
.

1 25
,

1 2.

5略 / m l 在体外可明显促进由 C o n A 诱导的
3 H

一

Td R 参入的休 巴细胞转化
。

以

互花米草 (习脚对‘盯 动油呱幼肠
.

a )是 1 9了9 年 自

美国引进的一种生长 于海滩潮间带的盐沼植

物田
。

南京大学从互花米草中提取得到
“

生物

矿质液
”

(B io m in e r a l L三g u id , BML ) [ 2〕
,

而互花米

草总黄酮 (T o tal fla v o
no i山 o f s户冲翩 涵如砚切价。 ,

T Fs )是从 B加几 中分离出的一类生物活性物质
。

B侧氏 可 增加小鼠离体心脏的心搏次数并

延长搏动时间图
,

它还能增强嗜中性粒细胞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在体外的吞噬作用阔
.

我 们于 1 9 8 8 年 1 2 月 一 19 8 9 年 6 月对

T FS 的免疫活性作了测试
。

现已证明在 BM[L 的

生物活性中起主要作用的有效成分就是 T FS
。

本文将报告吓 S 对小鼠免疫功能的促进作用
。

物研究所实验动物室和江苏省实验动物中心提

供
,

两性并用
。

1 材料

TFs 深棕色水溶性无定形物质
,

由南京大

学大米草及海滩开发研究所提供 ;

刀 豆 球蛋 白 A (Co
n

can
a
va lin A ,

Co
n A )

si g m a
公司产品 ;

C 5 7 /现 小鼠 6一 8 周龄 ; 昆明小鼠 4一 6 周

龄及 B A LB / c 小鼠 6一 8
·

周龄
,

分别由南京药

2 方法和
‘

结果

2
.

几 TFS 对小鼠脾脏及胸腺重量的影响闭

实验中将 53 只 C 57 / B L 小 鼠随机分为 5

组
,

对照组每组 10 只
。

实验组每组 n 只
。

2
·

1
·

1 T FS 1 5 6
·

2 5 X 1 0 一6 ,

腹腔 注 射

(sp )
,

每 日一次
,

连续 sd ;

2
.

1
.

2 T FS 3 1 2
.

5 只 1 0一 6 ,

每 日一次
,

连

续 8d ;

2
.

1
.

3 作 5 1 5 6
.

2 5 X 1 0一 6
腹腔注射 s d ,

于第 召天时皮下注射 环磷酞胺 (CY T ) 1 00 X

1 0 一‘一次
;

2
.

1
.

4 对照组
,

生理盐水 0
.

2 刘 / 只
,

iP

每 日一次
,

连续 8d ,

2
.

1
.

5 生理盐水 0
.

Zm l/ 只 ip sd
,

于第 4d

给予 CT Y 1 00 X 1 0一eS C 一次
。

实验结果以每 1 05 体重的脾脏或胸腺的重

量为脾指数或胸腺指数扩动物脾脏或胸腺重量

的增加
,

表明其免疫功 能得到促进
。

全部数据

用平均值 士标准差 ‘ 士sD ) 表示
, ‘检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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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

从表产中可以看到
,

TFS 小剂量组和对照

的生理盐水 (N s) 组比较胸腺重量未见显著变

化
。

然而
, TFs 大剂量组与 N s 组相比胸腺重

量明显减轻
。

对于由环磷酸胺 (CY T) 引起免疫

抑制的动物
, TFS (1 56

.

2 5 X IO一“) + CY T 组比

N S + CY T 组胸腺重量显著增 加
。

TFs 对所有各

组的脾脏重量均无明显影响
。 日

表 1 1下s 对 q
7

/BL 小鼠脾脏和胸腺重量的影响

Ta b
.

1 E ffect of T FS 此 th yn l u : in 公
,

/ B L 而
ee a n d th e w elgh 七 过 sp l二n

药药物物 剂量 (x 2 0一))) 动物数数 胸腺指数数 脾指数数

NNN SSS 15 6
。

2 555 l000 2 2
.

0 士6
.

000 5 5
.

3士 1 2
.

666

NNN S + C YTTT 3 1 2 5 000 l000 16
.

5士 5
.

111 4 4
.

5士 6
.

111

111 釜万万 1 5 6
.

2 555 1 lll 19
.

5士 3
.

777 4 8
.

5士 6
.

444

111 下石石石 ] lll 1 5
.

6士 4
.

5
女 ***

5 2
.

6士 9
.

222

TTT FS + CYTTTTT llll 2 1
.

6士 4
.

1 奋奋奋 5 1
.

4士 7
.

111

注
:

表中数据为王sD
. t 检验

,

一次给药
。

* *

表示与 Ns 组相比 p < 。
.

05
,

杏洛表示与 N s + c YT 相比 p < 。
.

05
, CYT 1 00 x 1 0 一 6

SC
,

于第 4天

表 2 T F s 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Ta b
.

2 El lec t of 飞1;s 佣 咖 e p h a g o ‘倾
。 a ct 加“y 诚 m o cr 叩 hag 留 诚 吼

7

/ B L 而ce

动动物物 药物物 动物数数 吞噬百分率(% ))) 吞噬指数数

QQQ , / B LLL N SSS 888 27
.

9士 1 2
.

222 0
.

35 士 0
.

1 888

小小鼠鼠
一

f卜万万 888 5 6
.

4士 6
.

7
* * ***

0
.

8 6士 0
.

2 0
* * ***

11111刀v 创m i加 IU mmm 444 5 6
.

6士 1 4 玄
仓 ***

1
.

0 3士 0
.

5 6
* 奋 ***

昆昆明明 N SSS 777
/

19
.

5士9
.

777 0
.

2 7 士 0
.

1 333

小小鼠鼠 1 于 bbb 888 6 9
.

7 士 5
.

7
仓 * ***

1
.

7 0士0
.

3 7
* * 含含

LLLLL心 V a n l

蜘lu n lll 999 67
.

4士 9
.

7
* * ***

1
.

9 2 士0
.

6 1
* * 食食

曰

注
:

表中数据为石士sD 洲 检验
. , , ,

表示与 Ns 组相比 p < 0
.

01 汀咫剂量 1 54
.

25 x lo一“sc sd x s
,

u
v

~
lu m 剂量 2

.

5 x l。一阮

叫 X Z
。

2
.

2 T FS 对小鼠腹腔 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 于第 5 天
,

每只小鼠腹腔注射 2 %鸡血红

响困
‘

细胞悬液 (C R Bc )0
.

sml
,

切 m in 后处死
,

做腹腔

实验中分别将 20 只 cs
7

/ BL 小鼠和 2 组只昆 渗出液涂片
,

用 Gi e m sa
一

w ri g ht 氏染色
,

油镜观

明小 鼠(雌雄不限)随机分成 3 组
。

察计数
。

2
.

2
.

1 TFs ls 刁
.

25 x 10 一

esc
,

每日一次
,

结果按下列公式计算

连续 5d ; 吞噬百分率 (写) ~

2
.

2
.

2 对照组
,

重量盐水 (N S) 0
.

lm l/ 只

s c ,

每日一次
,

连续 sd ; 吞有鸡红细胞的巨噬细胞数
又见察的巨噬细胞 总数

X 1 0 0 %
2

.

1 0 一6S C

2
.

3 左旋 咪哇 (玩
v

am
‘o lu m ) 2

.

s x

每日一次
,

连续 2d
。

2才月刀石V 刃 习口绍刊刃君习
, N o

.

5 ,

Se Pt
.

, 1 9 9 2



吞噬指数 = 被吞噬的鸡红细胞总数 根据下式计算刺激指数 (SI )
:

观察的巨噬细胞总数

从
测定管 cP m 一 本底

对照管 cP m 一 本底

C Pm

CPm

表 2 表明
,

T FS 采用 巧 4
.

25 X 10 一 6
剂量时

能显著提高 C 57 / B L 小鼠和昆明小鼠腹腔巨噬细

胞的吞噬百分率与吞噬指数
,

其作用与免疫促

进剂在旋咪哇 (抉
v

am
is ol u m )相似

。

2
.

3 在体外对由刀豆球蛋 白 A (c on A )诱导的

小鼠脾脏淋巴细胞转化作用的影响图

首先
,

在无菌条件下取 B从B / C 小鼠脾脏
,

制备脾细胞 悬液
,

最终用 R T PM L一 6拍 培养液

将细胞浓度调节到 2
.

5 x 1 0 一6 / inl
。

实验组将上

述脾细胞 悬液
、

C。认 (终浓度为 5略 / m l) 与经除

菌过滤的不同浓度的 T玲 溶液混 合后
,

置于

37 ℃
,

C 0 2

培养箱中培养 7 2h
,

在培 养结束前

6h 加入
3 H

一

T d R (0
.

5畔l/ 管 )
,

进行放射性标记
。

\ 培养完毕
,

用微 量多头细胞收集仪收集脾细胞

并使之干燥
,

最后用 B E C KMA N 自动液烁计数

仪测定样 品放 射性 (c Pm )
。

对照 组取上述脾细

胞悬液
,

只加入 C o

nA (终浓度为 5林s/ m l)
,

不加

T FS
,

实验方法与实验组相同
。

本底值 的测定
:

取上述制备的脾细胞悬液培养
,

培养结束之前

6 h 加入
”H

一

T dR (0
.

5卜e l/管 )测 e p m
。

表 3 T FS 对。
n A 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作用的

影响

Ta b
.

3 E ffe e t of T 于S 娜 O 洲IA
一
in d u c

喊 l犯” p lloc yte

tr汕, for 咖
ti佣

。止. n o u se sPlem
e ells

此外
,

在不加有丝分裂原 C o

nA 刺激脾淋

巴细胞情况下测 定
3 H 一T dR 的参入并与对照相

比较
。

表 3 显示 T FS 在 3
.

1 2 5 和 1 2
.

5林g / m l(浓

度时能显著促进 由 co nA 诱导的 B从B / c 小鼠

脾淋巴细胞的转化作用
,

在 12
.

5陀 / ml 浓度时

作用最强
。

但进一步提高吓S 的浓度则产生明

显抑制
。

在不加 C on A 情况下
,

低浓度的 TF S 对淋

巴细胞转化无明显作用
,

当 TFs 的浓度提高到

5 0陀 / ml 以上时
,

则显著增加
“ H

一

T d R 的参入
。

阮
. T FS 浓度(“s/ 耐)

0
.

7 8

3
.

12 5

刺激指数(sl )

5 2
.

6 2 士2
.

3 7

5 8
.

9 6士 7
.

6 7

5 1
.

7 2士 3
.

8 5

6 5
.

8 6士 9
.

3 8
* *

6 8
.

12士 5
.

8 9
* * 女

5 0
.

3 9士 0
.

2 0

2 6
.

6 4士 2
.

3 7
女 * *

1
.

8 3 士 1
.

12
* * *

注
:

表中数据为 万士sD
. * *

表示 与对照管相 比 p < 0
.

05
,

* 含 食

表示与对照管相比 p < 0
.

01
。

3 讨论

迄今
,

国外 已经分离得到 20 多种植物抗

毒素(Phy toa lex in) 并在化学上得到鉴定
,

所有的

都是小分子量化合物而且许多是黄酮类化合物

(fl
a
vo no 记s )

。

近来的研究强调指出植 物抗毒素

在免疫上有重要意义
。

总结有关动物生理活性

方面的大量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
:

黄酮类化合

物对动物可能具有若干普遍有益的生理效果
,

而且有效剂量的黄酮类化合物通常基本上没有

有害的影响图
。

此外
,

国内已发现从各种植物中分离 出的

某些黄酮类化合物具有一定的促进免疫功能的

作 用
。

例 如
:

沙 棘 总黄 酮 (T o ta l fla V o n eS o f

拭矛脚尹枷
了ha ll 乙爪瓜耘 L

.
,

TF H ) 困
。

目前
,

互花米草的生化研究表明黄酮类化

合 物 是 这 种 植 物 的 一 类 次 生 代 谢 物 质

(s e e o n d a仃 m e ta 加lites )
。

黄酮类化合物在其地

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的含量每 g 干草分别含

4
.

1 6 1一组
.

6 6 7 X 1 0 一3 和 2
.

3 2 8一 2
.

4 4 2 X 1 0一 3 。

在我们的初步实验中
, TFS 可引起免痊抑

制动物胸腺重量明显增加
,

另外 TFS 也显著提

高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
。

以上结果表

明 T Fs 能对非特异性免疫系统产生免疫促进作

用
。

12.550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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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JlJes月

弓仲勺rLtwe
J

, S 在体外可明显促进由 C o

nA 诱导的
3H 一T dR 参木的淋巴细胞转化

,

这一结果反映了

T FS 可提高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
。

吓s 在低浓度显示免疫促进作用
,

但到高

浓度时就抑制免疫功能
。

此结果揭示它可能象

其他典型免疫调节剂那样起免疫调节作用
。

有关 T咫 的其他免疫药理作用还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习

[ 6〕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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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s tr a ct

T o
tal fla vo

n o ids o f s; 脚
l

‘自目 以油 , 幼如u ( T FS ) ar e i
nun

u n o 一

ac tiv e m a te ri a is is o la ted fro m s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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