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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附子对人)细胞和单核细胞的调节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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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目的：研究中药白附子的免疫学调节活性。方法：用*+介入法测定了中药白附子提取物

（,-./012345-06..78392:3，,);）对小鼠脾细胞和人淋巴细胞的增殖活性；用绵羊红细胞花结形成试验分离

纯化淋巴细胞后，检测了,);的效应细胞；用$!<9游离实验测定了人杀伤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的杀伤活性，

用;=>?@法和生物法研究了单核细胞的细胞因子产生，并用*+介入法分析了单核细胞对肿瘤细胞的吞噬

功能；用层析法分析了白附子的化学成分，并用?A?(B@C;法测定了其有效成分的分子量。结果：,);对小

鼠脾细胞和人淋巴细胞的增殖活性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并有较好的量效关系；,);的效应细胞是)细胞；

,);增强人杀伤细胞对肿瘤细胞的特异性杀伤活性和自然杀伤细胞的非特异性杀伤活性、增强单核细胞的

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和白细胞介素!）产生，并增强单核细胞对肿瘤细胞的吞噬功能。白附子的化学成

分为DD道尔顿的糖蛋白。结论：,);对人的)细胞和单核细胞有免疫增强作用，并通过刺激机体的免疫系

统杀伤或吞噬肿瘤细胞和外来抗原，这些活性可应用于临床调节免疫功能和治疗肿瘤等疾病。

关键词 白附子 )细胞 单核细胞 抗肿瘤活性 糖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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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附子为毛茛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乌头的块根上所

附生的块状子根，主要功效为强心、镇痛、抗炎、消炎和

扩张血管（!）。有报道白附子有免疫学活性（%），但都是

应用动物模型所做的试验，而且其免疫调节机制还尚

未明了。本研究应用小鼠脾细胞和人淋巴细胞研究了

,);对小鼠和人的免疫调节机制和抗肿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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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 实验动物 "#$"／%小鼠，购自&’()*实验动

物中心（+,-.(/,0(，1.(/*，2*3*4）。雌雄兼用，5!6
周龄。

7 白附子的提取 !8白附子浸泡于!990:蒸馏

水中，过夜后用微火煮沸590(4，待凉后用滤纸过滤，

并用一次性针头滤器（;(33,4<(::(3,=’$/>?，@,AB,，

2*3*4）抽滤后放冰箱备用。

C 脾细胞及人外周血淋巴细胞的分离和增殖反

应分析 脾细胞：将小鼠折颈处死后，无菌操作取脾

脏，并制成细胞悬液。人周围血淋巴细胞：肝素抗凝血

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单个核细胞（即淋巴细胞）。脾

细胞和淋巴细胞（7D!9E）与!9"8／0:刀豆素#（F,4
#，G+$*H=*/,=(’-，&*4<,/’,，F#，I?&?#），9J9!K
&#F（&/*3.B:,%,%%L-*L=’L-%,)*4 #，ML4*A,-.(
+*AL.(4F,?，@,AB,，2*3*4）或不同稀释倍数的N@G

（对照组为O"&）在含有!9K胎牛血清（MF&）的NOP
<Q!5R9培养基中，于S5孔培养板（;,?C9T7，M*:%,4
O:*-/(%-，1UL*=>F#?I?&?#?），在EKF17和SEK空

气并在CTV条件下（培养条件下同）培养C天。在培

养结束前!E.各培养孔加入9JE"F(（微居里）的CWP胸

腺嘧啶（CWP@>N，特异性活性为5J9F(／00,:，#0’=P
-.*0O:%，"L%A(48.*0-.(=’，I?X?）。用细胞收集器

（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将细胞收集（C）。细胞内结合于

Y;#的放射线的量用多功能液体闪烁仪（$&5E99，

"’%A0*4%,L4/’=，I?&?#?）测定。结果用结合于小鼠

脾细胞和淋巴细胞的CWP@>N和平均每分钟放射活性

计数（%30）表示。

R 人外周 血@细 胞、"细 胞 和 抗 原 提 呈 细 胞

（#OF）的分离 采用文献（R）方法分离的淋巴细胞与绵

羊红 细 胞（&N"F）以!Z!99的 比 例 混 合，CTV培 养

!E0(4，!C98离心E0(4，置冰浴中培养C.，轻轻将淋巴

细胞／&N"F悬起，采用密度梯度离心后，收集淋巴细

胞分离液上之细胞层，经洗涤后，作为"细胞使用；收

集管底与&N"F结合的@细胞，经用@=(-P;WRF:溶解

&N"F后，作为@细胞使用。未分离前抗FY79[细胞

为T9K，抗FYC阳性细胞占C9K，经用流式细胞仪分

析确 认，@细 胞 成 分 含 有!S9KFYC[细 胞，"EK

FY79[细胞；"细胞成分含有!S9KFY79[细胞，"EK

FYC[细胞。单核细胞作为#OF从外周血淋巴细胞中

分离。将淋巴细胞于培养瓶中（;,?C9E9，@=(*48L:*=
M:*-A，F,-/*=，I?&?#?）CTV培养7.，弃去非贴壁细

胞，用W*4A-液洗7次后，用刮刀收集贴壁细胞作为

#OF使用。

E 杀伤性@细胞的细胞毒活性测定 人淋巴细

胞（7D!95）与<(/,0B%(4F（<<F），处理过的成人@
细胞白血病细胞株 <@P7（!9E）在N@G（空白加O"&）

作用下，CTV培养E天，以诱导对<@P7有特异性的杀

伤细胞。其杀伤活性用E!F=游离实验测定（E）；将用放

射性铬酸钠（E!F=）标记的<@P7（!9R）细胞分别与5J7E
D!9R，!7?ED!9R，7ED!9R 激活的杀伤性@细胞在

9J70:培养液中培养E.，将培养板离心收集每孔之上

清液，测定上清液中的放射线活性（%30）。特异性杀

伤百分率计算公式为〔（试验孔%30\对照孔%30）／

（最大释放%30\对照孔%30）〕D!99K。最大释放值

为E!F=标记的 <@P7细胞与!K;,4(>’/OPR9培养后

所得的上清液%30，对照孔值为E!F=标记的 <@P7细

胞与未经激活的淋巴细胞培养后所得的上清液%30。

5 ;X细胞活性测定 ;X细胞活性测定系统与

杀伤性@细胞活性测定方法相同，只是淋巴细胞没有

经过E天的特异性杀伤活性诱导期，而且靶细胞使用

的是人单核细胞性白血病细胞株ISCT细胞。

T 肿瘤坏死因子（@;MP$）和白细胞介素P!（Q$P!）

的产生和分析 人淋巴细胞于培养瓶中培养7.后，弃

去非贴壁细胞，用刮刀收集贴壁细胞并将其（ED!9E）

与!9"8／0:脂多 糖（$(3,3,:B-*%%.*=(>’，$O&，&(80*
F.’0(%*:F,?）或N@G在CTV培养7R.后，培养上清

液中的@;MP$含量采用对@;MP$敏感的纤维母细胞

株（$S7S）用生物法测定（5）。Q$P!含量用G$Q&#法测

定（试剂盒采用O.*=0(48’4产品）。

6 单核细胞吞噬功能分析 人单核细胞（ED
!9R）与N@G（空白加O"&）在CTV培养7R.，加入肿瘤

细胞（试验!：]EE5C，试验7：+*%P!细胞），CTV继续培

养R6.，培养结束前!E.各培养孔加入CWP@>N，收集

细胞并计数由细胞吸收的CWP@>N量（6）。结果用抑制

百分率表示。对肿瘤细胞抑制率的公式为〔!\（肿瘤

细胞%30[单核细胞%30\单独单核细胞%30）／单独

肿瘤细胞%30〕D!99K。

S 有 效 成 分 的 提 取 将70:N@G 加 样 于

&’3.,%=B:&P799层析柱（7DE9%0），用O"&平衡流速

至!90:／.。每管收集70:层析液。各管中的蛋白质

含量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76940吸光光度值；糖含

量用酚P硫酸法测定，结果用RS740吸光度值表示（S）。

各成分的活性由CW介入法测定对人淋巴细胞的增殖

反应作用，结果用CWP@>N吸入量（%30）表示。对淋巴

细胞有增殖活性的成分，采用&Y&PO#̂ G测定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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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的效应细胞检测结果 （!!$"）

淋巴细胞

培养与处理

%&’"(!吸收量（)*+）

未纯化淋巴细胞 单独"细胞 "细胞,-./ 单独单核细胞 单独0细胞

.01 23345$6645 78342$9643 %%246$%843 72747$9:47 3294%$8%49
/;<- 388545$78248" :2=48$=%4=" 962=4%$96:4=" 73746$%:46 8%547$9742
1-/ 9=764=$72=4:" %664=$8248 2664=$994%" 72345$9945 92894%$98645"

!"# 3=548$9943" %3647$%547 82743$6749" 7:%4%$643 2884%$3748

注：与.01处理比较，"##5459

子量。

95 统计学处理 数据用均值$标准差表示。计

量资料用$检验，两组数据计算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

验。

结 果

9 !"#对小鼠脾细胞和人淋巴细胞的增殖活性

作用 见图9。!"#显著地刺激了小鼠脾细胞的增殖

并有较好的量效关系（##5459）。!"#也显著地刺

激了人淋巴细胞的增殖（##5459）。

注：与同组.01处理比较，"##5459
图9 不同浓度!"#对小鼠脾细胞和人淋巴细胞的增殖

反应作用

7 !"#的效应细胞测定 见表9。未处理的淋

巴细胞对/;<-、1-/和!"#的刺激有较强的增殖活

性（##5459）；/;<-（作为"细胞的特异性有丝分裂

原）可使单独的"细胞增殖，但1-/和!"#不能引起

单独"细胞的增殖；当加入-./后，!"#可使"细胞

增殖活性增强；1-/（作为0细胞的特异性有丝分裂

原）可使0细胞增殖，而!"#则不 能；该 结 果 表 明

!"#的效应细胞是"细胞。

% !"#对杀伤性"细胞和>?细胞的细胞毒活

性的影响 见表7。!"#显著地增强了人杀伤性"
细胞 对@A;’@<BCDE<特 异 性 细 胞 毒 活 性（##5459）。

!"#也增强了>?细胞的杀伤活性（##5459）。

2 !"#对单核细胞细胞因子产生的影响 见表

%。!"#显著刺激人单核细胞产生">F’!和GH’9（#
#5459）。

6 !"#对单核细胞对肿瘤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见 表2。!"#对 人 单 核 细 胞 的 增 殖 无 抑 制 作 用

（#$5456），单独对肿瘤细胞也无明显抑制作用（#$
5456），当加入单核细胞后对肿瘤细胞显示了较强的抑

制作用（##5459）。这说明!"#是通过刺激机体的

免疫系统来抑制肿瘤生长的。

3 !"#的有效成分分析 提取了白附子的有效

成分，通过1E*I;)JKA1’755层析柱分离后，从层析分

离曲线上看，对人淋巴细胞有增殖活性的峰由蛋白质

和糖 成 分 重 叠，该 峰 成 分 的 活 性 对 蛋 白 酶 消 化 和

>@GL2处理都敏感（结果未显示），证明该成分为糖蛋

白物质，经用1M1’.-N#测定分析该糖蛋白的分子量

为33?M@（图7），泳道O为标准蛋白质；泳道-为蛋

白染色（/00染色）；泳道0为糖染色（*EJC;(C)@)C(’
P)ICQQ，.-1染色）。

表" !"#对人杀伤性"细胞和>?细胞杀伤

作用的影响 （!!$"）

淋巴细胞的处理
刺激细胞

及其靶细胞

对靶细胞的特异性杀伤率（R）

反应细胞与靶细胞的比率

76S9 9746S9 3476S9
杀伤性"细胞

.01 O"’7 2545$94% 7=4%$943 9342$543
!"# O"’7 6:42$%4=" %:45$%4="%749$549"

>?细胞

.01 T:%8 924%$94% 9549$949 743$543
!"# T:%8 7742$945" 7%43$542"9542$547"

注：与.01处理比较，"##5459
表# !"#对人单核细胞">F’!、GH’9产生

的影响 （!!$"）

单核细胞

培养与处理

">F’!
（T／+A）

GH’9
（"D／H）

.01 7342$947 9=45$546
H.1 %9:47$:47" 67549$646"

!"# 73345$647" 63548$%%46"

注：与.01处理比较，"##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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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对人单核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

反应细胞的处理
%&’"(!吸收量（)*+）

单核细胞,肿瘤细胞 单独单核细胞 单独肿瘤细胞

抑制率

（-）

试验.
/01 23%.456$.2.5% .%753$6458 22.9.5.$7%:5. 95.$256
!"# .72935%$%65% .6%5%$.45% 2.9::5%$4975. 275%$356"

试验2
/01 88.625:$%6258 .2657$8659 8464.57$74%59 859$358
!"# 634985:$22:54 %:95.$2:52 8272659$%785. 2%53$.58"

注：与/01处理比较，"##353.

图2 !"#有效成分提取 ;为层析曲线和细胞增殖曲线；0为成分2的1<1’/;=#电泳结果；>：标准蛋白质；?：@00染色；

A：糖染色。与/01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353.

讨 论

中药可以治疗很多疾病尤其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和

肿瘤等而且以副作用小而著称。然而许多中药的作用

机制和有效成分尚未明了。本研究应用小鼠脾细胞和

人外周血淋巴细胞检测了!"#对小鼠和人体的免疫

调节活性和抗肿瘤活性并提取了其有效成分。!"#
可显著刺激小鼠脾和人淋巴细胞进行增殖，并有较好

的量效关系。!"#不但刺激人淋巴细胞增殖还增强

了其功能如"细胞的细胞毒活性和BC细胞活性；

!"#刺激单核细胞产生细胞因子如"BD’!，EF’.等，

并增强单核细胞对肿瘤细胞的吞噬功能。以上这些结

果可以说明!"#对人体的免疫功能有调节作用，并通

过刺激机体的免疫系统抵抗肿瘤的生长和外界抗原的

入侵。

有些中药被报道有抗诱变和抗肿瘤活性（9），抗肿

瘤活性是与其增强免疫功能有关。本研究我们着重进

行了体外实验研究，但作为预实验我们也发现向患肿

瘤小鼠体内投入!"#后明显抑制了肿瘤的生长，恢复

了被抑制的免疫功能，与对照组比较，寿命明显延长

（结果未显示）。这说明!"#不仅在体外，在体内也有

免疫调节作用和抗肿瘤作用。另外，!"#对人淋巴细

胞和小鼠脾细胞都有免疫调节活性，证明!"#的活性

对人和小鼠没有种属特异性，这样就可以用小鼠作系

统的体内试验研究。我们认为在体内!"#作用于免

疫系统使"细胞和单核细胞发挥协同作用更加增强

了免疫效应。

有报道，一些从高等植物由来的多糖提取物作为

生物反应修饰剂有免疫调节活性和抗肿瘤活性（.3，..）；

肉桂如同其多糖或糖蛋白提取物一样可增强单核细胞

的吞噬作用并抑制肿瘤的生长。本结果显示白附子的

有效成分其分子量约为77道尔顿，在其活性峰上有蛋

白质和糖质峰重叠，为了进一步证实该有效成分是一

种糖蛋白，对该成分分别进行了蛋白酶消化和B?EG6
处理，结果该成分对这两种处理均敏感（结果未显示），

证明该有效成分是一种糖蛋白。

《新华本草纲目要》和《全国中草药汇编》上记载白

附子主要功效为强心和镇痛，我们也分析了白附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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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分，结果显示白附子对小鼠和人有免疫调节作用，

并通过刺激机体的免疫系统抵抗肿瘤的生长和其他疾

病的发生。该结果对更有效地开发白附子的药理活性

提供有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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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参汤外用治疗输液后局部皮肤瘀血肿胀S’例

张 萍 张建昆

昆明市盘龙区中医院（昆明RS’’S!）

长期接受静脉输液患者，由于多种原因常造成局部皮肤瘀

血、肿胀，从而影响了治疗的顺利进行。传统习惯用硫酸镁湿

敷，但效果不佳。我们采用中药透参汤外洗湿敷取得较好疗

效。报道如下。

临床资料 !’’例均为内科住院患者。均因接受静脉输液

而造成进针局部瘀肿，瘀肿范围直径!(?=者。随机平均分为

两组，每组各S’例。治疗组S’例，男&’例，女(’例；年龄SS
"$#岁，平均Q)岁。对照组S’例，男&’例，女(’例，年龄S’
"QS岁，平均RS岁。两组资料差异无显著性，具有可比性。

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用透参汤（由透骨草S’6 丹参&’6
黄芪&’6组 成，将 上 述 药 物 先 用 开 水 浸 泡&’=3-，再 煎 煮

&’=3-，取汁!’’’=:，水温约&’")’_），将患处浸泡于药汁中，

每次!S=3-；对照组采用硫酸镁S’6溶于(’’=:温开水中，然后

湿敷患处，每次!S=3-；两组均为每天&")次，治疗&"S天。

统计学方法采用!"#"$检验。

结 果 （!）疗效标准：治愈：局部皮肤瘀血、肿胀消失。

有效：局部皮肤瘀血减轻、肿胀基本消失。无效：局部皮肤瘀

血、肿胀无改善。（(）结果：治疗!周后治疗组S’例，治愈($
例，有效(!例，无效!例，总有效率#$‘。对照组S’例，治愈

!$例，有效(’例，无效!(例，总有效率QR‘。两组比较，差异

有显著性（%a(bS(，&"’b’S）。

体 会 静脉输液后局部皮肤瘀血、肿胀情况临床较为常

见，传统的治疗方法为硫酸镁湿敷患处，从疗效来看，硫酸镁仅

能减轻局部的肿胀，而对皮下瘀血几乎无治疗作用。我们采用

中药外洗的办法，解决了这一问题，特别对皮下瘀血的消散有

显著的疗效。透参汤具有祛风除湿通络、活血祛瘀消肿之功

效。从现代药理来看，透骨草含挥发油，其主要成分为水杨酸

甲酯，具有镇痛、抗炎消肿之功（蔡永敏，任玉让，王黎等主编"
中药药理与临床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SQ)）；丹参含丹

参酮及维生素/，能改善微循环而达到活血祛瘀；黄芪具有营

养和保护血管的作用，可增强消肿之功（张昭原"袖珍中药手

册"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R%&$R，&$Q，)(#）。

（收稿：(’’!̂ ’Ŝ (S 修回：(’’!̂ ’Q̂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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