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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猕猴桃根正丁醇提取物对小鼠
急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白新鹏， 裘爱泳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江苏无锡214036)

摘 要：为研究美味猕猴桃根正丁醇提取物(BEAD)对四氯化碳(CCI。)、D-半乳糖胺致肝损伤小

鼠血浆转氨酶活性的影响。采用CCl。、D-半乳糖胺灌胃建立小鼠实验性肝损伤模型，以不同剂量

BEAD和阳性对照药联苯双酯灌胃治疗，测定小鼠血浆中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

(AST)活性。结果表明不同剂量BEAD对CCl。、D-半乳糖胺造成的小鼠急性肝损伤ALT、AST

活性升高具有降低作用，BEAD中、高剂量能显著降低ALT、AST的含量，与模型对照组相比，P<

0．01。说明BEAD中高剂量对小鼠急性肝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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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ffect of the n—Butanol extraction of Actinidia deliciosa(A．Chev．)C．F．Ling et A．R．

Ferguson root(BEAD)on the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and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in injured mice serum was investigated．The experimental mouse models was induced by

carbon tetraeh[oride(CCl4)，and D-galactosamine(D-Gla)．ALT and AST in serum were

determined by biochemical method．Compared with CCl4 and D-Gla models，BEAD at 120 mg／kg

and 60 mg／kg could decrease the contents of ALT and AST(P<O．01)．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BEAD was a novel effective liver protection ingre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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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猕猴桃(Acitindia deliciosa C．F．1ianget

A．R．Fetguson)为猕猴桃科植物。猕猴桃的根，又

称藤藜根。具有清热利尿、活血消肿的功效。民间

常用于治疗肝炎、水肿、跌打损伤、风湿关节痛、乳

汁不足、淋虫、带下、疮疖、瘰疬[13。干品常用量

30～60 g，配方水煎服。实验表明，猕猴桃果可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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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2-3]，果汁对小鼠肝损伤具有保护作用[4]。根

的乙醇粗提物，在体内外具有抗肿瘤作用[5-7]。但

美味猕猴桃根提取物保肝作用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本文从美味猕猴桃根中分离得到正丁醇提取

物(BEAD)，使用四氯化碳(CClt)和》半乳糖胺诱

发小鼠急性肝细胞损伤，观察不同剂量BEAD对肝

脏的保护作用，为研究美味猕猴桃根保肝作用提供

实验数据和理论基础。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1．1．1实验动物 ICR种小白鼠雌雄各半，6～8

周龄，体重18～22 g，由无锡山禾药业实验动物中

心提供，合格证号：SCXK(苏)2003-0004。分笼饲

养，自由饮食，观察3 d后用于试验。

1．1．2 主要试剂与仪器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批号：010581)测定试剂盒，天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AST批号：020261)测定试剂盒：中生北控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四氯化碳(AR级)：上

海试剂公司产品，批号：20041238；大豆色拉油(食

品级)：上海嘉里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产品，批号：

20040906；联苯双酯，北京协和药厂产品；D-半乳糖

胺，Sigma公司产品；用生理盐水配制受试药，超声

助溶或助悬。

5810R冷冻高速离心机：德国EPPENDORF

公司产品；BTS-370 plus全自动生化仪：西班牙BI-

OSYSTEMS公司产品；722型光栅分光光度计：上

海分析仪器三厂制造。

1．1．3猕猴桃根正丁醇提取物(BEAD)制备美

味猕猴桃根9．8kg，切碎为片状，80℃以下烘干至水

分小于质量分数10％，粉碎小于20目，用工业乙醇

(15积分数65％)45℃以下回流提取3次，提取液

于50℃减压浓缩，得3609深黄色流浸膏，然后取

180 g膏状物，加入适量蒸馏水，搅成糊状混合液，

依次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提取3次(每次

500 mL)，分别合并提取液，减压回收溶剂得石油醚

提取部分浸膏20 g，乙酸乙酯提取部分浸膏40 g和

正丁醇提取部分的浸膏60 g。

1．2方法

1．2．1 CCl。致小鼠急性肝损伤模型的建立雄雌

ICR种小鼠分笼饲养于20±2℃明暗各12 h的动

物实验室内，自由饮水和进食。动物按体重随机分

成6组，每组10只：正常对照组(NOR)、模型对照

组(MOD)、联苯双酯阳性对照组(DGL 120 mg／

kg)、BEAD低剂量组(E_L 30 mg／kg)、BEAD中剂

量组(E-M 60 mg／kg)、BEAD高剂量组(E-H 120

mg／kg)。用药组每天按10 mL／kg体积灌胃给药

(IG)1次，正常组和模型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连续

7 d。于最后一次给药后10 h，正常组按0．1 mL／10

g腹腔注射大豆色拉油，其余组给予等量0．1％

CCl4大豆色拉油溶液。同时禁食，自由饮水，动物

禁食17 h后经眼眶取血，常规制备血浆后测定血清

ALT、AST，并取肝按常规作组织病理学检查。

1．2．2 D-半乳糖胺致小鼠急性肝损伤模型的建立

该模型的建立方法同1．2．1，只是致肝损伤的试

剂由肛半乳糖胺(600 mg／kg)代替了四氯化碳

(O．1％)，其它处理方法相同。

1．2．3检测指标采用速率法以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测定血清中ALT及AST活性，检测法参照说明

进行。

1．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l0．O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实验数据以至±S表示，多组间两两比较方

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

2结果与讨论

2．1病理剖检

模型组、提取物组可见实质器官不同程度的变

化，肝脏肿大，颜色灰黄或见到表面有针尖到米粒

大小的点状病灶，有的似煮熟样，质地软脆；胆囊扩

大，充满胆汁；肾脏肿大，质地柔软，颜色灰黄或灰

白；心脏灰白，质地软；脾脏肿大，色变暗质软；在腹

腔、心包腔可见少量积液。两组小鼠均见胃臌气

涨，部分小鼠胃浆膜可见点状出血，腹腔渗出液稍

增多。对照组小鼠未见异常。

2．2血清中ALT、AST的活性变化

2．2．1 BEAD对CCl。诱导的小鼠肝损伤血清

ALT、AST的影响 BEAD对CCl；诱导的小鼠肝

损伤血清ALT、AST的影响见表1。

表1结果表明：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组

CCI。肝损伤小鼠血清ALT和AST值明显升高(P

<O．01)。与阳性对照组(联苯双酯组+CCL。)相

似，正丁醇提取物各剂量组均程度不同地使CCl。肝

损伤小鼠升高的血清ALT和AST不同程度的降

低，中、高剂量组与阳性对照组效果相当，具有明显

的降低作用。说明建模成功。显示BEAD对CCl。

急性肝损伤小鼠具有保肝降酶作用。

2．2．2 BEAD对D半乳糖胺诱导的小鼠肝损伤血

清ALT、AST的影响 BEAD对胁半乳糖胺诱导

的小鼠肝损伤血清ALT、AST的影响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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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模型组比较：’尸<o．05；一P<O．01

表2 BEAD对m半乳糖胺诱导的小鼠肝损伤血清ALT／AsT的影响(一=10 x士s)

Tab．2 Effect of BEAD on ALT／AST in mice serum from D-Gla(n=10 j士s)

注：与模型组比较：。Pd0．05；一Pd0．01。

表2结果表明：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组D

Gla肝损伤小鼠血清ALT和AST值明显升高(P

<0．01)。与阳性对照组(联苯双酯组+D-Gla)相

似，正丁醇提取物各剂量组均使D-Gla肝损伤小鼠

升高的血清ALT和AST不同程度的降低，中、高

剂量组与阳性对照组一样，具有明显的降低作用。

说明BEAD对D-Gla急性肝损伤小鼠具有保肝降

对照组

酶作用。

2．3小鼠肝脏的病理组织学检查

为了观察病理组织学变化，我们分别选取对照

组、模型组和中剂量提取物组(E-M 60 mg／kg)／J、鼠

的肝作切片电镜图，观察病理组织学变化，结果见

图1。

模型组 提取物组

图1肝切片电镜图

Fig．1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mice liver

从图1可以看出：模型组小鼠肝索排列紊乱，

胞质中空泡增多，围绕中央静脉周围许多肝细胞核

浓染成黑色固缩，并有中央性坏死、少量中性粒细

胞浸润、中央静脉出血和肝窦淤血现象，中央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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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肝小叶较多。而提取物组肝脏受CCl。损伤明显

减轻，肝小叶结构清楚，仅有少量肝细胞颗粒变性

和脂肪变性，无明显肝细胞坏死和炎性细胞浸润和

淤血，中央坏死的肝小叶数量较攻毒组少。对照组

小鼠肝组织学观察未见异常。进一步验证了部位

BEAD对肝脏损伤有保护作用。

2．4机理分析

近年许多文献指出肝组织细胞的损伤与自由

基毒性反应关系极为密切[8]。在肝脏中，ALT主要

分布于肝细胞浆的可溶性部分，AST分布于肝细胞

浆的可溶性部分及线粒体中。当肝细胞受到损害

时，大部分的ALT和AST被释放人血液造成转氨

酶活性增高。而CCl；致毒机制[91为经肝微粒体细

胞色素P450代谢生成自由基·CCl。攻击肝细胞膜

上磷脂分子引起脂质过氧化，·CCI。继而与膜脂质

和蛋白质大分子进行共价结合，引起膜结的和功能

完整性的破坏，使肝细胞膜通透性升高，胞内酶从

细胞中大量溢出，因此，通过测定血清或血浆中

ALT和AST活性的变化能反应肝脏损害的程

度‘1。一11|。

现代医学认为，CCl。进入肝细胞后，经还原活

化产生自由基，通过脂质过氧化物的破坏，使线粒

体膜脂质溶解，影响线粒体结构和功能，使酶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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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通过对美味猕猴桃根的正丁醇提取物保肝降

酶实验，发现其根确实具有保肝作用，活性物质主

要集中在正丁醇提取物部位。具体什么成分是保

护作用的主要生理活性物质，我们正在进一步的研

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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