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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藻多糖对给予环磷酰胺 ΒΑΛΒ Χ 小鼠的保护作用研究

王友顺   黎露刚   吴 侃   谢宗华   唐 庆   倪金星

汪 庭   方光如

海军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南京

江苏省农科院 南京

提要  研究了螺旋藻多糖 °≥ 对环磷酰胺 ≤ ≠ 引起的 ≤ 小鼠造血功

能等损伤的保护作用∀ 当给小鼠 ≤ ≠ 时若能同时给予 °≥ 时 就能大

大减轻因给予 ≤ ≠ 引起的造血功能障碍 Π 能明显减缓动物因使用

≤ ≠ 所致的体重下降 Π 以及能明显减低因 ≤ ≠ 作用的动物死亡率 Π

∀提示使用 °≥ 对预防或减轻化疗制剂的危害是具有明显作用的∀为临床化

疗!放疗病人使用 °≥ 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螺旋藻多糖 环磷酰胺 ≤ 小鼠

α  螺旋藻多糖 ° Σπιρυλινα °≥ 是

从钝顶螺旋藻 Σπιρυλινα πλατενσισ 中提取的具有多种

生物活性的天然糖蛋白类物质 与其他多糖一样具有

抗癌≈ !抗辐射≈ 和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等作用 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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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广泛的应用∀ 就 °≥ 对因给予环磷酰胺 ≤ ≠ 的造

血功能的保护作用尚未见报道∀ 作者已经就 °≥ 对外

周 血 淋 巴 细 胞 及 对 ≤⁄ 激 活 的 杀 伤 细 胞

≤⁄ 细胞 增殖能力及其杀伤肿瘤细胞的活性 另

文报道 作了研究 发现 °≥ 能有效地促进细胞增殖

提高 ≤⁄ 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活性∀ 本项研究

认为 °≥ 对 ≤ ≠ 引起的造血功能障碍确有明显的升白

作用及其他方面的保护作用∀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动物  只 ≤ 小鼠 雌性 体重

? 江苏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随机分为 组

即 °≥ 组! ≥ 组 生理盐水 !°≥ ≤ ≠ 组及 ≥ ≤ ≠

组∀

 °≥  为江苏省农科院提供≠ 主要成分为

鼠李糖!葡萄糖!环状糖醇!葡萄糖胺!胞壁酸及核酸

等∀用 生理盐水配成 浓度的溶液 ε

灭菌∀

 ≤ ≠  为上海华联制药公司生产 批号为

∀

1 2 给药方法

°≥ 为 ≅ 每日一次 连续用药 ≤ ≠ 为

≅ 每天一次 连续用药 对照组 ≥ 分别

给予等量生理盐水∀

1 3 动物处理方法
动物末次给药 后开始分别检测有关指标如

白细胞总数!体重!脾脏重量及动物存活率∀

 结果

2 1 ΠΣ对给予 ΒΑΛΒ Χ 小鼠的升白作用
已有文献报道 °≥ 能改善造血功能 提高机体免

疫功能∀实验结果显示对给予 ≤ ≠ 后第 天及第 天

同时给予 °≥ 组与不给 °≥ 组比较 外周血白细胞具有

非常显著性差异 Π 即具有明显的升白作

用 结果见表 ∀

表 1 ΠΣ 对给予 ΧΨ 的 ΒΑΛΒ Χ 小鼠的升白作用 Ξ{ ? Σ

Ταβ 1 Τηε εφφεχτ οφ ρισινγ ωηιτερ βλοοδ χελλεσ ον πολψσαχχηαριδε ΠΣ αγαινστ ΧΨ ιν µ ιχε Ξ{ ? Σ

组别 动物数 第 天尾血 Π 值 第 天断头血 Π 值

只 白细胞数 ≅ 白细胞数 ≅

°≥ ? ?

≥ ? ?

°≥ ≤ ≠ ? ?

≥ ≤ ≠ ? ?

≠  在给药后第 天及第 天时 °≥ 与 ≥ 组比较都

未见显著性差异 Π 说明 °≥ 对正常小鼠的

• ≤ 没有明显影响 而对给予 °≥ 的 ≤ ≠ 组与 ≥

≤ ≠ 组比较 不论是给 ≤ ≠ 后第 天还是第 天两组

间都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Π ∀ 说明 °≥ 确有

非常显著的升白作用 与国外报道的某些藻类具有凝

集素样作用及促细胞分裂剂作用相一致∀也为 °≥ 用于

放疗!化疗病人的治疗提供了依据∀

2 2 ΠΣ对给予 ΧΨ 的 ΒΑΛΒ Χ 小鼠存活率的

影响

据文献报道 研究 ≤ ≠ 对造血功能的影响通常只

给予一次 ≤ ≠ 而本次则连续给予 次 ≤ ≠ ∀ 因此 获得

了 ≤ ≠ 对 ≤ 小鼠产生全身严重影响的实验模

型∀ 不仅在给予 ≤ ≠ 后第 天和第 天时对 • ≤ 总

数产生了严重影响 而且在给予 ≤ ≠ 第 天杀活动物

时 给予 ≥ ≤ ≠ 组已有半数动物死亡 而 °≥ ≤ ≠ 组

只有一只动物死亡 结果见表 ∀ 在给药后第 天 °≥

组与 ≥ 组都未见动物死亡∀即在给予 ≤ ≠ 时若能同时

给予 °≥ 在给予 ≤ ≠ 后第 天时能提高 ≤ 小

鼠 的存活率 Π ∀ 结果显示 从 °≥ 对给

予 ≤ ≠ 小鼠的整体效应来看 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

2 3 ΠΣ对给予 ΧΨ 的 ΒΑΛΒ Χ 小鼠脾重的影

响

实验结果显示 在给药后第 天活杀动物时 发

现单纯给予 °≥ 组的脾脏重量要比单纯给予 ≥ 组显

著增加 Π 结果见表 ∀ 在正常动物于给 °≥

后第 天的脾脏重量增加与给予 °≥ ≤ ≠ 后两次

• ≤ 都显著升高是一致的 但在第 天时 °≥ ≤ ≠

组与 ≥ ≤ ≠ 组之间脾重未见显著性差异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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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可能与 ≥ ≤ ≠ 组中半数动物因造血功

能严重衰竭而死有关∀

表 2 ΠΣ 对给予 ΧΨ 的 ΒΑΛΒ Χ 小鼠存活率的影响

Ταβ 2  Τηε ινφλυενχε οφ δεατη ρατε ον ΠΣ αγαινστ ΧΨ

ιν µ ιχε

组别 动物数 存活数 死亡数 提高存活率 Π 值

只 只 只

°≥

≥

°≥ ≤ ≠

≥ ≤ ≠

2 4 ΠΣ对给予 ΧΨ 的 ΒΑΛΒ Χ 小鼠体重影响

实验结果显示 若连续给予小鼠 °≥ ≤ ≠ 能

明显减缓小鼠体重的下降 Π 结果见表 ∀

表 3  ΠΣ 对给予 ΧΨ 的 ΒΑΛΒ Χ 小鼠第 12 天时脾重

的影响 Ξ{ ? Σ

Ταβ 3  Τηε ινφλυενχε οφ σπλεεν ωειγητ ον ΠΣ αγαινστ

ΧΨ ιν µ ιχε ον 12τη δαψ Ξ{ ? Σ

组别 动物数 脾重 Π 值

只

°≥ ?

≥ ?

°≥ ≤ ≠ ?

≥ ≤ ≠ ?

表 4 ΠΣ 对给予 ΧΨ 的 ΒΑΛΒ Χ 小鼠体重的影响 Ξ{ ? Σ

Ταβ 4 Τηε ινφλυενχε οφ βοδψ ωειγητ ον ΠΣ αγαινστ ΧΨ ιν µ ιχε Ξ{ ? Σ

组别 动物数 给药前 Π 值 给 ≤ ≠ 后第 天 Π 值

只

°≥ ? ?

≥ ? ?

°≥ ≤ ≠ ? ?

≥ ≤ ≠ ? ?

 讨论

给 ≤ 小鼠连续 ≤ ≠ 时 可引起动物

外周血象 • ≤ 总数严重下降 体重明显减轻 甚至在

给药后第 天时 能引起半数动物死亡∀然而 即便在

如此严重毒害效应条件下 若能同时给予 °≥ ≅

就能大大改善外周血象 • ≤ 总数 减轻体

重下降的速度 提高连续 给予 ≤ ≠ 时的 内动

物存活率∀ °≥ 对 ≤ ≠ 引起的造血功能障碍的保护作用

是非常明显的∀ 本项研究为临床化疗!放疗病人使用

°≥ 提供了依据∀ 其作用机理可能与 °≥ 刺激造血细胞

增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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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顶螺旋藻藻胆体的简易制备及褐藻酸钠对其稳定性的保护作

用3

张玉忠≠   周百成  曾呈奎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提要  以钝顶螺旋藻为材料 用改进的简易方法分离得到完整藻胆体 室温最

大荧光发射峰位于 加水解离后最大荧光发射峰蓝移到 ƒ 有

两个峰 分别位于 和 从而表明藻胆体是完整的∀用 波长

激发 没有出现 ≤ 的特征荧光峰 ƒ 的荧光激发光谱 也没有出现 ≤ 的

峰 表明藻胆体溶液中不含 ≤ ∀ 在藻胆体溶液中加入 的褐藻酸钠 室温下

保存 后 光谱特性没有变化 藻胆体依然完整 表明褐藻酸钠对藻胆体的稳

定性具有保护作用 可以延长完整藻胆体的保存时间 并对其可能的机理进行了

讨论∀

关键词  钝顶螺旋藻 藻胆体 荧光 褐藻酸钠

Ξ ≠ 藻胆体是红藻和蓝藻的主要光能捕获器 由于其

结构的独特性 因此在光合生物进化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 等≈ 在 年首先从红藻 Πορπηψριδ ι2

υµ χρυεντυµ 中分离出完整藻胆体∀ 此后许多人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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