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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6%
、

3 %
、

1 % 的供试食用超氧化物歧化酶 ( S O D ) 保健品显著延长黑腹果蝇的平均寿命
。

与蒸馏水比

较
,

15 m L / kg 可提高老龄小鼠红细胞中 S O D 的活性
,

显著降低血清中过氧化脂质含量和对抗氢化可的松所致

的小鼠外周血 T 淋巴细胞脂酶的抑制作用
;

10 m L / k g 显著提高正常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

数 ; 1 5
、

10 m L k/ g 显著拮抗环磷酞胺所致的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下降
;

30
、

20 m L / k g 显著延长小鼠的游泳时

间
。

提示供试食用 S O D 保健品可能有抗衰老作用
。

试验动物为 N IH 小鼠和美国野生黑腹果腹 ( D or so hP ial

m el
a 一

no g ast er )
,

试验方法为药理学检测方法
,

供试食用 S O D 保健品除含主要成分 S O D 外还含有人参
、

黄蔑
、

构祀子等的提取物
。

关键词 食用以〕D 保健品 动物试验 抗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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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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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a t S O D f ( )
do f o r h e a l t h g i v e n m a y a e t o n a n t i

一 s e n i li t y
.

T h e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a n i m a l s w e r e N I H m i e e

a n d d or s o Ph i l a m e l a 一 n o g a s t e r a n d p h a r m a e o l o g ie a l m e t h do
s w e r e u s e d

. ’

I
’

h e S O D f o
do

e o n t a i n e d t h e

e x t r a e t s o f g in s e n g
,

A s t ar g al u s m e m b r a n a c e u s
.

L 夕 c i u m c h i n e n s e b e s i d e s S O D
.

K e y w o r d s S O D f o
od f o r h e a lt h

, a n im a l e x p e r im e n t
, a n t i

一 s e n i li t y

近年来
,

国内外对超氧化物歧化酶 ( S O D ) 的分

子结构
、

活性中心
、

同工酶以及构效关系等进行了广

泛而深人的研究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

在医学上
,

因

为 S O D 能在体内清除大分子自由基而倍受青睐
。

但

由于 它在体内半衰期短而使其应用受到限制
。

随着

S O D 分子结构修饰工作获得成功
,

它在体内半衰期

得 以延长
,

因而显示 了进一步开发利用的广阔前

景〔,一 5〕 。

现在
,

不少人将之视为延缓衰老和延年益寿

的佳品
,

致使市场上 品种繁多的 S O D 化妆品和食用

保健品应运而生闭
。

为真实 了解 S O D 的生理功能
,

客

观评价它延缓衰老的效用
,

我们运用现代药理学检测

方法
,

对食用 S O D 保健品进行初步实验研究
,

现将实

验结果报道如下
:

19 9 5一 0 1一 1 4 收稿
。

1 材料

L l 食用 S O D 保健 品
:

广 西 产 品
,

桂卫 健字

( 19 9 4 ) 批号 9 4 0 9 1 6
,

市售
,

除主要成分 S O D 外
,

还

含有人参
、

黄蔑
、

构祀子等的提取物
。

L Z 试剂
:

注射环磷酞胺 (上海第十二制药厂
,

批

号 9 3 05 1 1 ) ; 氢化可的松注射液 (杨州制药厂
,

批号

9 3 0 6 0 6 )
。

L 3 动物
: N I H 小 鼠

,

广西中医药研究所动物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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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
美国野生黑腹果蝇

,

广西中医学院生化教研室提

供
。

2 方法和结果

.2 1 对果蝇平均寿命的影响

采用纯系美 国 野生 型 黑腹果蝇 ( D or so P hi la

m el a 一on g as et r)
,

果蝇饲料
,

饲养条件和方法参照文献

[ 6」
,

应用 6 %
, 、

3 %
、

1 % 食用 S O D 保健品掺人饲

料中
,

对照组以蒸馏水代之
,

每天记录果蝇死亡数和

存活天数
,

直至全部死亡为止
。

以每组果蝇生存时间

的总和除以该组果蝇数目
,

得该果蝇的平均寿命
,

以

每组最后一死亡果蝇的寿命作为该组的最高寿命
。

结

果
: 6 %

、

3 %
、

1 % 供试食用 S O D 保健品三个剂量组

均可使果蝇平均寿命显著延长
; 6 %

、

3 %两组果蝇最

高寿命比对照组延长 (表 1 )
。

表 1 食用 S O D 保健品对果蝇寿命的影响

.2 2 抗自由基作用

取 N I H 老龄小 鼠 4 0 只
,

6 月龄
,

体重 2 7一 3 5 9
,

雌性
,

随机分为 4 组 (第一至第四组 )
,

每组 10 只
,

另取 18 一 22 9 幼龄小鼠 10 只 (第五组 )
,

第一至第三

组灌胃给药 ( 19 ) 食用 S O D 保健品
,

剂量分别为 1 5
、

1 0
、

5 m L k/ g
,

第四
、

五组给予同体积的蒸馏水
,

每

天 1 次
,

连续 15 天
,

末次给药后 l h 眼眶取血
,

按文

献 [ 7
,

8」的方法测定红细胞中 S O D 活性和血清中过

氧化脂质 ( L P O ) 含量
,

实验数据经统计学 t 检验处

理 ( 以下类同 )
。

结果供试食用 so D 保健品 15 m L/ k g

组显著提高老龄小 鼠红细胞 S O D 活性 和降低血清

L P O 含量
。

老龄小鼠对照组与幼龄小鼠对照组 比较
,

其红细胞 S O D 活性显著降低
,

而血清 L P O 却显著升

高 (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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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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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食用 S O D 保健品对老龄小鼠 so D 和 L P O 的影晌

T a b l e 2 E f f ec t o f S O D f o o d f o r h e a l t h o n t h e a e t i讨 t y o r S O D a n d t h e a m o u n t o f L P O i n o l d . ie e

动物

A
n i m a l

组别

G r o u P

剂量肠 se s

( m L / k g
· t im e s )

动物数
红细胞义 ) D

S (〕D in R B C

X 士 S D

血
eS

r u m

清
L P O

N
o

.

m o u s e

(拼/ m L )
X 士 S D

( n m o一/ m L )

老龄鼠
o ld m ie e

食用 S O D 保健品
S O D f

〔 x洲
1 f o r h e a l th

1 5 X 1 5 9 6 8
.

2士 1 3 2
.

2
.

5
.

9 1士 1
.

0 9
` .

1 0 X 1 5

S X 1 5

l 0

l 0

8 9 8
.

2士 2 3 5
.

2

7 8 5
.

0士 1 8 1
.

6

7 7士 1
.

2 2

7 4士 1
.

4 4

对照组 (蒸馏水 )

C
o n t r o l ( d

e s t i l l e d w a t e r )
7 9 1

.

5士 2 1 9
.

6 7
.

6 7士 1
.

0 4

幼龄鼠
Y o u n g m ie e

对照组 (蒸馏水 )

C o n t r o l ( d
e s t i l l e d w

a t e r )
1 0 0 3

.

9士 1 3 9
.

8
. 6

.

4 8士 1
.

0 9
.

与老龄鼠对照组比较 e o m p a r e
d w i t h

o
ld

L P O
:

过氧化脂质 L ip id p e r o x id
e ; R B C

:

7 0

m ie e e o n t r o
l

餐 P < 0
.

0 5 , , P < 0
.

0 1
.

R
e d b loo d

e e
ll

G
u a n g x i cS ie n e e s ,

V
o l

.

2 N
o

.

4
,

N
o v e m be

r 1 9 9 5



表 3 食用 S O D 保健品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T a b l e 3 E f f e e t o f S O D f o o d f o r h e a l t b o n t h e P h a g oc yt o s is o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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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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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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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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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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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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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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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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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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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t r o l ( d e s t il l e d w a t e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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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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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9 8士 0
.

1 1 8

食用 S O D 保健品
S ( ) D f以记 f

o r
h

e a
lt h

1 0 又 9 3 8
.

7 士 7
.

4 △△ 0
.

8 8 8 士 0
.

1 6 7△ △△

与环磷酞胺组比较 C o m p a r e d w it h
e ye

l
o p h

o p h
a m id

e

与对照组比较 Co m p a r e
d w i t h

e o n t r o l △P < o
·

0 5

关
P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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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餐 餐 斧 P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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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 0
.

0 1 △△△尸 < 0
.

0 0 1

2. 3 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2
.

3
.

1 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取 18一 2 2 9 N I H 小鼠 6 0 只
,

雄性
,

随机分成 6

组
。

第一
、

二
、

三
、

六组分别 19 食用 S O D 保健品 1 5
、

10
、

5
、

10 m L k/ g, 第四
、

五组给予同量蒸馏水
,

每

天 1 次
,

连续 9 天
。

于第 6 天第一至第 四组动物腹腔

注射 ( i p )环磷酞胺 6 0 m L / k g
,

第 8 天下午 8 时 ip s %

鸡红细胞悬液 0
.

4 m L /只
,

第 9 天上午 8 时末次给药

后 l h 收集腹腔巨噬细胞
,

按文献 「9〕方法油镜下计

数 2 00 个巨噬细胞
,

然后计算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

数
。

结果
:

供试食用 so D 保健品 10 m L / k g 组显著提

高正常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数
;

1 5
、

1 0
、

5 m L k/ g 组均可显著拮抗环磷酞胺所致的巨

噬细胞吞噬功能的下降 (表 3 )
。

.2 .3 2 对小鼠 T 淋巴细胞醋酶染色率的影响

取 N I H 小 鼠 5 0 只
,

体重 1 8一 2 2 9
,

雄性
,

随机

分成 5 组
,

第一
、

二
、

三组 19 食用 S O D 保健品 1 5
、

1 0
、

5 m L / k g
,

第四
、

五组给予同量蒸馏水
,

每天 1 次
,

连

续 10 天
。

于第 8 天第一至四组的动物背部皮下注射

( S C ) 氢化可的松 50 m g / k g
。

第 1 1 天取血涂片
,

晾

干
。

4℃福尔马林丙酮缓冲液中固定
,

T 淋巴细胞醋酶

染色按汤 氏法 l0[ 〕 ,

油镜下每片计数 2 00 个淋 巴 细

胞
,

计算 A N A E 阳 性率
。

结果
:

供试食 用 S O D

保健品 15 m L k/ g 组显著对抗氢化可的松所致的小

鼠外周血 T 淋巴细胞醋酶的抑制作用 (表 4 )
。

广西科学 1 9 9 5 年 1 1 月 第 2 卷第 4 期

2
.

4 对小鼠游泳时间的影响

取 1 5一 2 2 9 N IH 小鼠 4 0 只
,

雌性
,

随机分成

4 组
。

第一
、

二
、

三 组 19 食用 OS D 保健 品 5 0
、

2 0
、

1 0 m L / k g
,

第四组给同量蒸馏水
,

每天 1 次
,

连续 7

天
。

禁食 (不禁水 ) 16 h
,

末次给药后 l h
,

将小鼠按

体重 10 % 尾部负重
,

放人水深 20 cm
、

水 温 20 士

0
.

5℃ 的水桶中
,

进行游泳试验
。

以小鼠头部沉人水

中 1 0 5 不再 浮 出水面 为体力耗竭
,

即刻计时为

游 泳 时 间 ( m in )
。

结果
:

供试食用 S O D 保健品

30
、

20 m L/ k g 组均显著延长小鼠的游泳时间
,

表明

它具有抗疲劳作用 (表 5 )
。

3 讨论

研究药物对寿命的影响
,

有小鼠寿命试验
、

家蚕

寿命试验以及二倍体细胞寿命试验等多种方法
。

本文

采用的是果蝇寿命试验
,

意图是从整体水平观察食用

S O D 保健品对正常动物寿命的影响
。

美国野生黑腹

果蝇的许多代谢途径
、

生理功能和发育分段与哺乳动

物基本相似
,

具有与人类相似的生长发育
、

繁殖和衰

老阶段
,

是研究抗衰老药物常用的动物之一 l1[ 〕。

我们

应用这一方法证明供试食用 S O D 保健品显著延长果

蝇的平均寿命
,

同时也能延长最高寿命
。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l[ `
, `幻

,

体内氧化述原反应的

生化代谢过程
,

常产生化学性质非常活泼的 自由基
。

自由基又可以引发脂质过氧化作用而产生过氧化脂

7 1



表4 食用 SO D 保健品对小鼠 T淋巴细胞的影响

Ta b le 4 E f fe e toO f SD fo o dfo rhe a l tho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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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食用 S O D 保健品对小鼠游泳时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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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即 L P O
。

L P O 进一步引起细胞膜损伤以及酶蛋白
、

核酸等氧化变性
,

导致衰老
。

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
:

( l) 老龄小鼠红细胞 S O D 活性比中龄小鼠显著降低
,

而血清中 L P O 含量却显著升高
,

这与文献 [ 1 3〕报道

的结果相吻合
; (2 ) 在 自然衰老的动物身上

,

供试食

用 S O D 保健品可显著提高老龄小 鼠红细胞 S O D 活

性
,

显著降低血清中 L P O 含量
。

提示它具有抗自由基

作用
,

对防止老年性疾病和延缓衰老有一定意义
。

供试食用 S O D 保健品 10 m L / k g
,

显著提高正

常小 鼠腹腔 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 1 5

、

1 0
、

5 m L / k g

三个剂量组均可对抗环磷酞胺所致的吞噬功能的下

降
,

而且呈现量效关系
。

提示其能增强和调节机体的

非特异性免疫功能
。

供试食用 S O D 保健品 15 m L / k g 组显著对抗氢

化可的松所致的 T 淋 巴细胞酷酶抑制作用
,

提示它

对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可能有增强作用
。

本实验表明

供试食用 S O D 保健品 30
、

20 m L / k g 组均可显著延

7 2

长小鼠游泳时间
,

提示它可能有抗疲劳作用
。

人参
、

黄蔑
、

构祀子等是常用的补益抗衰中药
,

许多研究表

明 l[ `〕它们具有延长动物寿命
、

抗自由基
、

抗应激等作

用
,

因此本实验研究结果是 S O D 和人参等中药提取

物的协 同作用
,

还是人参等中药提取物的作用有待今

后研究
。

对抗衰老药物的研究
,

药理学方法是多层次
,

多

指标的
。

今后还应进一步观察食用 S O D 保健品对人

胎肾或人胚肺细胞培养的影响
,

对其他自由基清除剂

如过氧化氢酶
、

过氧化物酶和谷胧甘肤过氧化物酶等

活性的影响
,

探讨它对机体代谢
、

神经
一

内分泌系统
,

脑功能的影响等
。

以便能更广泛更深人地了解食用

S O D 保健品的功能和作用机理
,

给食用 S O D 保健品

作出较为全面的科学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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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了解生物种的真实名字
。

如在
“

根瘤菌中的 N do D

基因及其与弗兰克氏菌 ( rF
a n ik a) 中的类

n
do D 基因

功能互补
”

l[’ 〕一文中
,

文摘开头即是
“

根瘤菌可在几

种豆科植物上成瘤
” ,

其后依次出现 的生物名称为
“

首楷根瘤 ( R
.

en l i l o t i )
” 、 “

慢生型大豆根瘤菌 ( B
.

z a P o n ic u m )
” 、 “

碗豆根瘤菌 ( R
.

l e g u m i n o s a r u m )
”
和

“

茎瘤 固氮菌 ( A
.

ca 耐 i on d an
: ) ” 此例 中的生物学名

用法存在上述生物学名用法不规范的两个方面
:

文摘

开头的
“

根瘤菌
”

应注上完整的属名
, “

慢生型大豆

根瘤菌
”
和

“

茎瘤固氮菌
”

学名中的属名不能略写
,

应将学名写全
。

因为它们在文摘中均为第一次出现
,

况且在它们之前
,

没有出现相同属名或同属种名
。

出现上述诸多现象的原因
,

可能是 ( l) 作者对

指示性和报道性两类文摘的作用和编写要求不熟悉
,

甚至可能对文摘的含义没有足够的理解
; ( 2) 作者在

编写文摘时
,

没有充分考虑文摘所必须具有的客观

性
、

独立性和 自含性
; ( 3) 一些为人之师者

,

本身可

能也不甚了了
,

不熟悉文摘编写的国家标准
,

因此也

就未能及时纠正学生在文摘中的错漏
; ( 4) 某些掌握

论文发表大权的科技期刊的编辑们
,

也未必就熟悉科

技论文文摘编写的国家标准
,

加上语法修辞的素养尚

有待提高
,

因此
,

无可奈何地让文摘中的错漏出现于

自己责编 的出版物中
; (5 ) 纵然是 《文摘编写规则 》

国家标准
,

个别词也不尽完美
,

尚有瑕疵可供商榷
、

推敲
; ( 6) 由于在正式出版的科技期刊中

,

文摘出现

错漏
,

使读者把有讹误的文摘作为标准模式仿照
、

导

致以讹传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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