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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对分离纯化得到的制黄精多糖
&3&#;#1

进行体外抗氧化活性测试&方法
!

制黄精经分离纯化后得到制黄精

粗多糖"

&3&

#及
&3&#;#1

!采用体外抗氧化实验法测定
&3&

及
&3&#;#1

清除
0

!

0#

二苯基
#;#

苦肼基"

)&&(

#自由基$对羟基自由基

的能力及总抗氧化能力&结果
!

测得
&3&

及
&3&#;#1

在体外均能明显清除
)&&(

自由基$对羟基自由基和
1\'3

h自由基!且其

体外抗氧化功能在一定范围内随浓度的增大而增大&结论
!

&3&

及
&3&#;#1

在一定浓度下均具有明显的体外抗氧化作用&

关键词$黄精'

!

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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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黄精是一种常用的补益类中药#为百合科黄精属植物

的干燥根茎#在我国有悠久的应用历史#具有抗肿瘤*抗氧化*

降血糖*降血脂及提高免疫力等活性)据报道#黄精中含有黄

精多糖*低聚糖*皂苷*氨基酸及黄酮等活性成分#具有提高免

疫力#降血糖#降血脂及保护心脑血管系统等多种生理活性&其

中#主要活性成分为黄精多糖'

;#/

(

)目前关于制黄精多糖的研

究尚不多见#多集中在对未炮制黄精的研究#而对炮制前后黄

精的多糖结构及抗氧化药理活性比较的研究更少)本研究前

期采用热水提取制黄精粗多糖$

&3&

%并进行分离纯化#得到相

对分子质量均一的多糖
&3&#;#1

#

[$#S3

测得
&3&#;#1

的单

糖主要由半乳糖组成'

.

(

)本研究选用
,

种国内外常用的抗氧

化评价方法'对羟基自由基*

0

#

0#

二苯基
#;#

苦肼基$

)&&(

%自

由基的清除作用#以及总抗氧化能力$

1\'3

法%#以抗坏血酸

作为阳性对照(共同来评价
&3&#;#1

的体外抗氧化活性#为

&3&#;#1

的体内抗氧化活性的进一步研究及制黄精相关保健

品的研制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4$

!

材料与试剂
!

制黄精购自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产自

云南华翔药业)

&3&

为制黄精的水提醇沉后的粗多糖&

&3&#;#

1

为
&3&

中的
/-R

醇沉部位经凝胶色谱分离纯化后的
1

部

位多糖)羟自由基测定试剂盒及总抗氧化能力测试试剂盒购

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4/

!

方法

$4/4$

!

对
)&&(

自由基清除作用的测定
!

参照文献'

6#:

(方

法并做改进#称取
)&&(+4/

9

#加无水乙醇溶解并定容至
;--

8*

棕色瓶中#得到浓度为
-4-58<=

"

*

的
)&&(

溶液#避光保

存*备用)分别称取不同浓度的各样品溶液$质量浓度分别为

;

*

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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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08*

#置于
;-8*

离心管中#各加入
)&#

&(

溶液
08*

)室温避光保存#反应
,-8@A

)

/;6A8

处测吸

光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

自由基清除率#实验重复
,

次)

)&&(

自由基清除率$

R

%

>

'

1

-

?

$

1

3

?1

$

%("

1

-

e;--R

)

其中
1

-

为
08*)&&(

无水乙醇混合液
h08*

蒸馏水的吸

光度#

1

3

为
08*

样品溶液
h08*)&&(

无水乙醇混合液的

吸光度#

1

$

为
08*

样品溶液
h08*

无水乙醇的吸光度)

$4/4/

!

对羟基自由基清除作用的测定
!

按照说明书描述的实

验步骤进行操作#以
TM

为阳性对照#以蒸馏水为空白对照#清

除率计算公式!羟基自由基清除率$

R

%

>

$

1

-

?1

3

%"$

1

-

?

1

$

%

e;--R

)其中
1

-

为对照管的吸光度#

1

3

为样品管的吸

光度#

1

$

为空白管的吸光度)

$4/4'

!

1\'3

法测定总抗氧化能力
!

首先分别配制不同浓度

的各 黄 精 多 糖 样 品 溶 液 $质 量 浓 度 分 别 为
;

*

0

*

+

*

.

*

5

8

9

"

8*

%)取
045/8*1\'3h

测定液#加入
-4;/8*

样品待

测液#准确混合振荡
,-"

#

;-8@A

后
6,+A8

波长处测吸光

度'

;-#;;

(

)以
TM

为阳性对照$质量浓度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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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以蒸馏水为空白对照#清除率计算公式!

1\'3

h自由

基清除率$

R

%

>

$

1

-

?1

"

%"

1

-

e;--R

)其中
1-

为空白对照

管的吸光度值#

1

3

为样品管的吸光度值)

/

!

结
!!

果

/4$

!

&3&

及
&3&#;#1

的组成
!

&3&

经乙醇分级沉淀后#得到

的
/-R

醇沉物再经
)U1U#MC==I=<"C/0

柱分离后#再经
3C

N

!E#

LCP#[0--

柱反复分离得到的多糖#经高效液相凝胶色谱法判

断
&3&#;#1

为均一多糖#数均分子量
SA

为
;+;-

#重均分子量

SH

为
5.+-

#分布宽度为
.4;0

)气质联用测得
&3&#;#1

单糖

主要由半乳糖组成#另外含有少量葡萄糖*鼠李糖*木糖*阿拉

伯糖及甘露糖#其摩尔比分别为
:,45k;4+k;4,k;4/k

;4;k-4:

)红外及核磁结构分析证明
&3&#;#1

是由
&

#;

#

+#

半

乳糖和
&

#'#

半乳糖构成的线性多糖)因此收集
&3&#;#1

纯品

与粗多糖
&3&

用于下一步体外抗氧化活性分析)

/4/

!

&3&

及
&3&#;#1

对
)&&(

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

)&&(

在有机溶剂中是一种稳定的自由基#常用于抗氧化成分的体外

抗氧化性能评价)

&3&

及
&3&#;#1

对
)&&(

自由基的清除作

用在一定浓度范围内$

;

!

58

9

"

8*

%随浓度的增加而逐渐增

强#最高可达
:;4/;R

*

5545:R

#相同浓度的
TM

清除率为

:/4.5R

)可见
&3&

及
&3&#;#1

对
)&&(

自由基有显著的清

除作用)对应的
/-R)&&(

清除率$

$̂

/-

%时的浓度分别为

;45;

*

04+58

9

"

8*

)可见
&3&

的清除作用大于
&3&#;#1

)见

图
;

)

图
;

!!

&3&

及
&3&#;#1

对
)&&(

的清除作用

/4'

!

&3&

及
&3&#;#1

对羟基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

羟基自由

基化学性质非常活泼#可对人体内多种大分子$蛋白质*核酸

等%造成损伤#尤其是对脂质的过氧化作用#可导致对人体的损

伤)

&3&

及
&3&#;#1

对羟基自由基有一定的清除作用#在质

量浓度
;

!

58

9

"

8*

#

&3&

及
&3&#;#1

对羟基自由基的清除作

用随着浓度的增加而增强#最高时达
.54/.R

和
./465R

)因

此可推断
&3&

及
&3&#;#1

对羟基自由基有明显的清除作用)

对应的
/-R

羟基自由基清除率$

$̂

/-

%时的浓度分别为
04;-

*

,4:/8

9

"

8*

)见图
0

)

图
0

!!

&3&

及
&3&#;#1

对羟基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41

!

&3&

及
&3&#;#1

的总抗氧化能力$

1\'3

法%

!

从图
,

中

可看出#

&3&

及
&3&#;#1

在一定浓度范围$

;

!

58

9

"

8*

%内对

1\'3

h自由基具有较好的清除作用#并且其清除
1\'3

h自由

基的能力随浓度的升高而增强#当质量浓度达到
58

9

"

8*

时#

&3&

及
&3&#;#1

清 除 自 由 基 的 能 力 分 别 达 到
.,4;,R

*

6;4-/R

#这说明
&3&

及
&3&#;#1

均具有较好的抗氧化能力)

图
,

!!

&3&

及
&3&#;#1

的总抗氧化能力

'

!

讨
!!

论

!!

随着对黄精研究的深入#黄精的现代临床应用得到了很大

发展)以黄精为主药的现代复方制剂目前已有多种#如滋肾蓉

精丸*益精注射液*参黄冲剂*珍珠康乐寿口服液*消糖灵胶囊

等)黄精复方制剂的临床应用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糖尿病*白

细胞减少症*高血脂及冠心病几个方面)黄精的活性成分主要

由皂苷*多糖等成分组成)在黄精的各种有效成分中#关于多

糖的研究较多#药理活性包括降血糖*降血脂*抗动脉粥样硬

化*抗疲劳*抗氧化*抗肿瘤*抗炎及抗病毒作用)关于黄精多

糖的提取分离研究始于
0-

世纪
5-

年代#到目前为止#研究多

数还集中在对黄精粗多糖提取分离的研究#关于分离纯化及结

构解析较少见报道)由于多糖的化学成分复杂且原料来源产

地及品种不统一#报道中多糖的含量*相对分子质量*单糖组成

及结构表征差异较大)目前分离得到的黄精单一多糖的单糖

组成包括葡萄糖*果糖及中性半乳聚糖等#相对分子质量大小

在$

6-

!

:-

%

e;-

,

)黄精一般是炮制后才入药的#而目前分离

纯化研究中采用的原料多为炮制前的黄精#分离得到的成分并

不能代表入药黄精)本研究采用制黄精为原料#分离得到的成

分
&3&

及
&3&#;#1

相比较而言更有资格作为入药黄精的代表

成分)本研究仅测试了
&3&

及
&3&#;#1

的抗氧化作用#后续

将进一步测试其降血糖*降血脂*抗肿瘤等方面的作用#为黄精

在药品领域及保健品领域的开发与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对对
&3&

及
&3&#;#1

进行的体外抗氧化实验证

明#

&3&

及
&3&#;#1

有较显著的抗氧化活性#抗氧化活性随多

糖质量浓度的增加而增强#且
&3&

的活性强于
&3&#;#1

#这可

能与
&3&

中含有如低聚糖*糖蛋白*黄酮类等其他成分有关#

而这些成分对多糖的抗氧化活性起协同增效作用)

综上所述#

&3&#;#1

是一种主要由半乳糖组成的新发现的

多糖#重均分子量为
5.+-

#且具有明显的抗氧化活性#这与其

他报道的从未炮制黄精中相同部位提取分离出的均一多糖

&3&

+

明显不同#

&3&

+

主要由葡萄糖组成'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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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有新生血管复发病例&且术后各时段患者眼压均显著低于

手术前)雷珠单抗注射后明显抑制了新生血管#此后再行手术

治疗#避免术中出血等并发症#为手术治疗提供了一个清晰*理

想的手术视野)黎晓新'

;+

(报道称抗
TU[Z

药物虽然能够降低

眼压#但是难以完全控制眼压#但为后续手术提供了重要的时

间窗)本研究中发现#术后
,

周#

;

*

,

*

.

个月视力均显著高于

术前#提示抗
TU[Z

联合
UP#

N

FC""

可以基本控制眼压#部分恢

复有用视力)本研究依然有部分病例长期丧失视力#已无光

感#对于此类病例#治疗的重点在于改善生活质量#降低痛苦)

本研究中术后有
.

例出现浅前房#这与术后早期滤过过强有

关#加压包扎
;

周后明显好转)另外亦有
,

例患者术后第
0

!

,

天前房出现少量出血#查阅病历资料后发现这
/

例患者在新

生血管并未完全消退前即行
UP#

N

FC""

植入术#导致术后前房

有少量出血#但未影响手术疗效)

综上所述#玻璃体内注射雷珠单抗后联合
UP#

N

FC""

植入

术能够有效控制
2T[

患者眼压#改善患者视功能#且进一步

减少术中并发症发生率#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然而本

研究随访时间仅半年#其远期安全性尚需要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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