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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罗汉果甜苷和芒果苷在抗炎作用上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方法】基于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模

型与醋酸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亢进模型，分别用罗汉果甜苷、芒果苷以及芒果苷+罗汉果甜苷作用?并利

用析因方差分析研究3种组分的抗炎效果。【结果】与空白对照组比较，芒果苷组对于两个炎症模型均有抗炎作

用(P d0．05)，罗汉果甜苷组对于两个炎症模型均无抗炎作用(P>0．05)。芒果苷+罗汉果甜苷组对于两个

炎症模型的抗炎作用(P d0．01)均强于芒果苷组，且两者之间有交互作用(P d0．05)。【结论】芒果苷有抗炎

作用，而罗汉果甜苷在此用药剂量下没有抗炎作用；芒果苷与罗汉果甜苷合用，在抗炎作用中有明显的协同效

应，说明罗汉果甜苷能显著提高芒果苷的抗炎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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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mangiferin and mogroside were investiga—

ted to explore their anti—inflammatory synergy．[Methods]Both mouse models of ear edema in—

duced by xylene and increasing permeability of celiac capillary induced by acetic acid were em—

ployed to study the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by means of factorial analysis of variance．[Re—

suits]Compared with blank contr01，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of mangiferin are found in 170th

mouse inflammatory models(P<0．05)，whereas no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of mogroside is

found in any mouse inflammatory model(P>0．05)．The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in the group

of mangiferin and mogroside is stronger than that in the group of mangiferin(P dO．01)，and

also mangiferin and mogroside have interaction—— effects on anti—inflammatory synerg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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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芒果苷是漆树科植物芒果叶

Mang咖，’＆indica L．的主要活性成分，一般含量

2％，有的可达6．9％，广西8种芒果叶中芒果苷含量

为1．52％～7．71％[1]。近十年来针对芒果叶的研究

较为活跃，多集中在如何从芒果叶中提取纯度达

95％以上的芒果苷。罗汉果甜苷为广西道地药材罗

汉果的总苷提取物，也是罗汉果的主要活性成分。将

芒果苷与罗汉果甜苷结合，探究罗汉果甜苷对芒果苷

药理活性的影响和贡献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前人

研究进展】芒果苷具有抗炎、祛痰、镇咳、平喘等作

用-2j。罗汉果甜苷为低热量型甜味剂，在食品药品开

发中有广泛应用[3]，具有止咳、化痰、平喘、抗氧化、抗

癌、保肝等作用，并有益于糖尿病的治疗‘“5|。【本研

究切入点】文献[2]的研究表明．芒果苷具有明确的抗

炎作用，而罗汉果甜苷在抗炎作用方面未见报道。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采用析因方法设计实验，结合动

物模型，将芒果苷与罗汉果甜苷合用，研究罗汉果甜

苷对芒果苷抗炎作用的影响和贡献，为开发一种健康

低热型的新制剂提供药理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仪器

F039300型酶标仪(SUNRISE公司)；G135型电

子天平[梅特勒一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96孔

酶标板(广州洁特生物过滤制品有限公司)；TDL一5

型医用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1．1．2 药物及试剂

芒果苷(广西邦尔植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产品，

批号：20100516，标称含量96．8％)；罗汉果甜苷(广

西桂林三宝药业有限公司，批号：20120810，标称含量

80％)；伊文思兰(AR级，嘉兴市精博化学品有限公

司，批号：090925)；二甲苯(AR级，广州苏喏化工有

限公司，批号：080621)；冰醋酸(AR级，汕头市西陇

化工厂，批号：0905071)；地塞米松(通化东宝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批号：100514)。

1．1．3 实验动物

昆明种小鼠由广西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动物许可证号：SCXK桂2003—0003，18～22 g，舍。

动物饲养于空调室内，室温(22±2)℃，相对湿度

(604-5)％，饲喂标准颗粒饲料，自由饮水和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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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实验[2’6‘7]

芒果苷剂量为i00 mg·kg～，罗汉果甜苷剂量

为75 mg·kg～。取小鼠40只，随机分为生理盐水

组(空白对照组，A组)，生理盐水+芒果苷组(B组)，

生理盐水+罗汉果甜苷组(C组)，生理盐水+

芒果苷+罗汉果甜苷组(D组)。每鼠每天i．g．0．2

mI。／lo g体质量，连续7 d。末次给药45 rain后，右

耳滴抹二甲苯0．02 mI，致炎，1 5 min后，脱颈椎处死

小鼠，用6 mm打孔器沿左右耳廓相同部位打下两侧

耳片，立即置分析天平上分别称重，右耳片重量与左

耳片重量的差值即为耳廓肿胀度(mg)。

1．2．2 小鼠腹腔通透性实验[2。]

芒果苷剂量为100 mg·kg～，罗汉果甜苷剂量

为75 mg·kg～。取小鼠40只，随机分为生理盐水

组(空白对照组，A组)，生理盐水+芒果苷组(B组)，

生理盐水+罗汉果甜苷组(C组)，生理盐水+

芒果苷+罗汉果甜苷组(D组)。每鼠每天i．g．0．2

mL／lO g体质量，连续7 d。末次给药45 rain后，尾

静脉注射0．25％伊文思兰0．1 mI。／lO g体重，i．P．0．

6％冰醋酸，0．2 mL／只。15 rain后脱颈椎处死小鼠，

用6 mI．0．9％NaCl i．P．进行清洗，收集腹腔液，于离

一O#JL 3000 r／min离心10 rain，取上清液，置酶标仪

中，在590 nm处测定OD值。

1．2．3 数据处理

数据以z±s表示，应用SPSSl9．0统计软件进

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问比较采用￡检验，析因分析

采用F检验。

2结果与分析

检验结果(表1)表明，芒果苷有抗炎作用(P<

0．05)，罗汉果甜苷在此剂量下元抗炎作用(P>

0．05)，芒果苷与罗汉果甜苷合用，其抗炎作用比单用

芒果苷更强(P<O．01)。析因分析结果(表2)表明，

此剂量下芒果苷对抗炎作用有贡献(P<O．01)，罗

表1 小鼠耳廓肿胀度(；±s，”=10)

Table l Mouse ear swelling degree(x_s．n=lo)

注：经组问￡检验．与A组比较．*代表P<0．05，**代表P<

0．0]。

Note：Compared with the group A，‘and**indicate statistical sig—
nificance al P<O．05 and P<O．01 level(t—l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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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果甜苷无抗炎作用(P>0．05)，但两者之间有交

互作用(P<0．05)，说明在此用药剂量下罗汉果甜

苷自身虽元抗炎作用，与芒果苷合用可以明显提高芒

果苷的抗炎药效。

表2小鼠耳肿胀实验的析因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mouse ear swelling tested by the factorial a—

nalysis of variance

检验结果(表3)表明，芒果苷有抗炎作用(P<

0．05)，罗汉果甜苷在此剂量下元抗炎作用(P>

0．05)，芒果苷与罗汉果甜苷合用，其抗炎作用比单用

芒果苷更强(P<o．01)。析因分析结果(表4)表明，

此剂量下芒果苷都对抗炎作用有贡献(P<0．05)，

罗汉果甜苷无抗炎作用(P>0．05)，但两者之间有

交互作用(P<0．05)，说明在此用药剂量下罗汉果

甜苷自身虽无抗炎作用，与芒果苷合用可以明显提高

芒果苷的抗炎药效。

表3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实验的吸光度(工±S，n=10)

Table 3 The absorbance of peritoneal capillary permeability in

experimental mice(x±S，挖=10)

注；经组问t检验：与A组比较，*代表P<0．05，**代表P<

0．01。

Nole：Compared wjth the group A．”and**indicate statistical sig—

nificance at P<0．05 andP<0．01 level(t—test)．

表4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实验的析因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4 The factorial analysis of variance results of peritoneal

capillary permeability in experimental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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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实验采用析因分析法，研究芒果苷和罗汉果甜

苷对小鼠的抗炎影响。结合前期动物实验以及文献

结果，芒果苷在抗炎、止咳及化痰作用方面的最低起

效量为100 mg·kg～；罗汉果甜苷抗炎活性未见报

道，其止咳化痰作用的最低起效量为75 mg·kg。

而本实验中芒果苷、罗汉果甜苷的剂量分别为100

mg·kg-1和75 mg·kg～。结果表明，在此剂量下

芒果苷有抗炎作用，罗汉果甜苷无抗炎作用；而芒果

苷与罗汉果甜苷合用，其抗炎作用比单用芒果苷

更强。

随着研究的深入，芒果苷和罗汉果甜苷的药理作

用更加明确，为临床开发及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然

而至今芒果苷制剂和罗汉果制剂临床应用仍不多。

已临床应用的芒果止咳片、芒果苷片也仅限于呼吸系

统，而其它药理作用，如免疫活性、抗氧化、抗肥胖效

应等还未得到临床应用。目前开发的罗汉果降糖颗

粒也限于降血糖的临床使用，而在平喘、抗氧化、抗

癌、保肝等药理作用的制剂仍有待开发。所以有必要

对芒果苷和罗汉果甜苷进行更深入的临床实验，来验

证这些研究成果，揭示其它潜在的药用价值。

4 结论

在本实验所用剂量下，罗汉果甜苷未表现出抗炎

作用，而芒果苷与罗汉果甜苷合用，两者之间有交互

作用。对于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模型与醋酸致小

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亢进模型，合用的抗炎药效均

比单用芒果苷的药效强，说明罗汉果甜苷能协同芒果

苷提高其抗炎作用。这对芒果苷的成药开发有一定

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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