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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酸味药性中药提取物影响黑素合成的实验研究

张理平#

$梁$娟!

$陈$彬#

$王英豪#

摘要$目的$证实酸味药性中药对黑素的合成具有抑制作用! 方法$以碱提酸沉"醇提"水提
%

种方

法#提取
!!

味酸味中药有效成分#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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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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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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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 %

个浓度#用蘑菇酪氨酸酶多巴速率氧化法检测

各提取物对酪氨酸酶活性的影响#比较
%

种不同提取物不同浓度酪氨酸酶活性抑制率分别与熊果苷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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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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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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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酸味中药$山茱萸"山楂"乌梅"五味子"木瓜"虎杖"牛膝"地榆"

酸枣仁"墨旱莲"覆盆子"枳实"枳壳"绿萼梅"枳蓂子"桑椹"石榴皮"白芍"金樱子"马齿苋"诃子"五倍子%碱提

物除墨旱莲外#余
!#

味对酪氨酸酶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其中乌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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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抑制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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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提物除墨旱莲无抑制作用外#其余
!#

味中

药均可抑制酪氨酸酶活性#以枳蓂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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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抑制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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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提物均有抑制酪氨酸酶活性的作用! 其中桑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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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抑制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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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5%

%

H

! 与
# 88/0EF

熊果苷水溶液比较#乌梅"五

味子"五倍子"金樱子"覆盆子"木瓜"马齿苋"桑椹"牛膝"石榴皮碱提物"乌梅"五倍子"石榴皮"枳蓂子"山楂"

牛膝醇提物及木瓜"覆盆子"桑葚水提物在
!$ =EF

浓度时酪氨酸酶抑制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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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果苷水溶液比较#木瓜碱提物及乌梅醇提物在
#!

!

$ =EF

时酪氨酸酶抑

制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J"

!

"$

#

I J"

!

"#

%! 结论$具有酸味药性的一类中药均具有抑制黑素

合成的作用#其机制与抑制酪氨酸酶活性有关!

关键词$药性理论&酸味中药&酪氨酸酶&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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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素增多性皮肤病是皮肤科疑难病证"迄今无治疗

良药' 西医采用维甲酸(曲酸等酸性药"中医常用乌梅(

山楂等含酸性成分中药' 为此"笔者提出)中药酸性成

分对黑素合成存在一定影响*的假说"前期研究已初步

证实假说的科学性' 结合黄褐斑病因多为肝郁"治疗多

用酸药"中医学认为)酸入肝*&现代研究亦证实酸味药

性中药主要含有机酸+

#

,

"并根据黑素产生机理"从权威

-中药学.

+

!

"

D

,专著标明药性为酸味的中药中筛选常用

药
!!

味"用
%

种不同提取方法"体外分别测定提取物对

黑素合成催化酶///酪氨酸酶活性的影响&探讨含酸味

药性的一类中药是否具有祛斑(增白的作用"为高效(安

全(价廉天然祛斑药物的筛选(发现奠定基础'

材料与方法

#

$药材$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

!

,

(-中华

本草.

+

%

,

(-中药学. $第
D

版%

+

G

,

(-中药大辞典.

+

$

,

(

-临床中药学.

+

6

,

(-新编中药辞典.

+

D

,

' 选出上述
6

种文献中至少
%

种记载性味为)酸味*的常用中药
!!

味"分别为#山茱萸(山楂(乌梅(五味子(木瓜(虎杖(牛

膝(地榆(酸枣仁(墨旱莲(覆盆子(枳实(枳壳(绿萼梅(

枳蓂子(桑椹(石榴皮(白芍(金樱子(马齿苋(诃子(五

倍子' 药物均购自福建中医药大学国医堂门诊部'

!

$仪器$

BZ

#

#$

粉碎机$温岭市林大机械有限

公司%&超声微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

#

4#""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北京瑞利分析仪器公

司%&

ZM!""G2

电子天平$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

司%&

)BF5"

"

!X

低速离心机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

厂%&

BTW

#

4!G"

型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精宏实

验设备有限公司%&

TT

#

G

型数显恒温水浴锅$国华电

器有限公司%'

%

$试剂$酪氨酸酶$

K9=8,

公司"批号#

#""!6

%"

BF

#多巴$

F

#

B/>,

"西安润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批号#

!"#""D

%"熊果苷$江苏鑫源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批号#

!"#""6#$

%"碳酸氢钠(无水乙醇(浓盐酸均为分析纯'

试剂配制#$

#

%磷酸盐缓冲液$

IXK

"

>T a6

!

5

%# 磷酸二

氢钠
#$

!

6 =

"氢氧化钠
#

!

4 =

溶于
# """ 8F

双蒸水

中&$

!

%酪氨酸酶#用时以
IXK

稀释为
!"" \E8F

的溶

液&$

%

%

BF

#多巴#以
IXK

稀释为
#

!

$ =EF

的溶液'

G

$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

G

!

#

$碱提酸沉法$方法参考文献+

5

,"将
!!

味

中药分别粉碎"各称重
#"" =

"加
$H

碳酸氢钠溶液"浸

泡
%" 89<

"超声提取"过滤&将药渣再次提取"过滤"合

并滤液' 在滤液中加适量浓盐酸调
>T

至
!

"得沉淀'

将沉淀置
6"

'烘箱低温烘干"

G

'冰箱保存备用'

G

!

!

$醇提法$方法参考文献+

4

,"将
!!

味药物

分别粉碎"各称重
#"" =

"加
4"H

乙醇"浸泡
#

周"过

滤&将药渣再次提取"过滤"合并滤液' 离心
#" 89<

后取上清液"置沸水浴中挥尽乙醇"浓缩成膏"

G

'冰

箱保存备用'

G

!

%

$水提法$将
!!

味药物分别粉碎"各称重

#"" =

"置烧杯中"加蒸馏水煮沸"

%" 89<

后冷却过滤'

将药渣再次提取"过滤"合并滤液' 置沸水浴上浓缩成

膏"

G

'冰箱保存备用'

以上
%

种方法提取物临用时以蒸馏水溶解"设高

$

!$ =EF

%(中$

#!

!

$ =EF

%(低$

6

!

!$ =EF

%

%

个浓度'

$

$酪氨酸酶活性抑制率检测$方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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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不同浓度中药提取物
"

!

$ 8F

"加入
IXK

后

与蘑菇酪氨酸酶
"

!

$ 8F

混合"置
%5

'水浴中温育

#" 89<

后"加入
BF

#多巴
# 8F

"反应
! 89<

后立即于

分光光度计$

GD$ <8

%测定吸光度值' 另设
%

个浓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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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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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果苷水溶液为阳性药物对

照' 每次实验重复
%

次"取平均值"酪氨酸酶抑制率按

下式计算#

酪氨酸酶抑制率$

H

% (+$

,

"

P

% "$

A

"

O

%,

E

$

,

"

P

% )

#""

$

H

%'

式中#

,

为未加中药的加酶混合液&

P

为未加中药

和酶的混合液&

A

为加中药和酶的混合液&

O

为加中药

而未加酶的混合液' 比较
%

种不同提取物不同浓度酪

氨酸酶活性抑制率与熊果苷水溶液的差异'

6

$统计学方法$实验数据采用
KIKK #6

!

"

统

计软件"计量资料均以
Q

%

L

表示"抑制率者符合正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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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中药醇提物在
!$ =EF

浓度时与
# 88/0EF

熊果苷抑制率

比较"

!

I J"

*

"$

以及性味学说本身的局限性"导致仅用传统药性来概

括药物的作用已显得力不从心' 酸味药性正是如此"

如传统理论没有酸能祛斑(增白的论述"但-神农本草

经.中记载酸味代表药///乌梅有)去青黑痣*的作

用&不少著名的祛斑方剂中也含有酸味中药#如六味地

黄丸和金匮肾气丸中的山茱萸(逍遥丸中的白芍等等'

而本研究的结果则进一步证实#

!!

味酸味中药碱(

醇(水提取物$除墨旱莲碱(醇提物外%均可抑制黑素

产生的催化酶///酪氨酸酶的活性' 其中以高浓度乌

梅碱提物抑制率最高$

55

!

G4

%

4

!

45

%

H

' 提示#含酸

味药性的一类中药对黑素产生的抑制作用具有普遍

性&而碱提物的抑制率最高"是因为该法提取物的主要

成分为有机酸"前期研究已证实中药酸性成分具有抑

制酪氨酸酶活性的作用"故与既往研究结果相吻

合+

##

,

&而醇提与水提因提出物多"成分复杂"故抑制率

略低'

此外"实验结果还显示"

%

种提取方法中均有部分

中药对黑素的调控具有双向性"提示#某些酸味中药对

黑素的合成具有双向调节作用"适当调控其用量(溶

度"可能亦可用于色素减少性疾病的治疗' 这种双向

调节的机制"是中药不同成分的影响"还是同一成分的

双向作用"有待今后进一步分离研究'

总之"酸味药性中药具有抑制黑素合成(美白祛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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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是一类具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价值的美白物质'

而这一重要作用古文献从未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导致

传统酸味药性的功能范围与现代临床应用(实验研究

存在不一致性和滞后性' 这是否与性味学说本身口尝

身受之不足"以及千百年来疾病谱的扩大"以及经济水

平的提高"人们对影响容貌的色素增多性疾病关注度

的上升有关0 有待深入探讨' 今后"若能进一步从多

方面研究(阐明酸味药性中药美白(祛斑的作用机制"

不仅能为传统药性理论的完善提供科学依据"并可缩

小高效祛斑中药的筛选范围&有利于新的有效复方研

究的开展"为治疗黑素增多性皮肤病天然药物的发现

和临床疗效的提高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创新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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