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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花石斛多糖免疫调节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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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 目的为评价球花石斛多糖对正常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球花石斛采用碱提醇沉法得到球花石 

斛多糖，分别以400、600、800 n kg小鼠灌胃给药连续 10 d。通过免疫器官重量检测，碳廓清试验，脾脏T、B淋 

巴细胞转化试验来观察其对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显示低、中剂量组的脾脏指数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1)，中、高剂量组的吞噬指数、校正吞噬指数和 B淋巴细胞增殖能力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0．01，P<0．05)，表明球花石斛多糖可显著增加脾脏重量，增强巨噬细胞的碳廓清能力和 B淋 巴细胞的增殖能 

力。提示球花石斛多糖具有免疫增强作用 ，是一种良好的免疫调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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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bjective of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Dendrob／um thm／flor~,n Rchb．f polysaccharide(rrn,)on 

immune function in normal mice．，I11e iyrp WaS obtained by alkali extraction and alcohol precipitation from Dendrobium thyrsi— 

flo,-~ Rehb．f andWaS administered on normalmice with40Oms／ks，6O0ms／ks and 800ms／ks respectivelythro~h stomach 

for 10 d ．The weight of immune organs，engum~g carbon granula test，T、B lymphocyte transformation test of mouse spleen cell 

were investigated to detemfin the effects of DTP on immune function．Th 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leen index in low and mi ddle 

dosage treatmentWaS higherthanthatofcontrol group(尸<O．O1)．Themacrophage engul6ngcarbon granula abilityandBlym— 

phocyte proliferation ability in middle and high dosage treatment are higher than that ofcontrol group(P<0．O1，P<O．05)．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DIP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spleen weight，macrophage e,cum~ carbon granula ability and B 

lymphocyte proliferation capacity．So the conclusion is that DTP could enhance the immune function"in mice and would be a 

good immunomodulatcr． ‘ 

Key words：Dendr~ium thyrsOqorum Rchb．f：polysaccharide；immuaomodulation；e,cum~g carbon granula；lymphocyte tram· 

formation 

石斛(Dendrobium nobile Lind1．)为兰科植物，我 

国主要分布于华南及西南地区，据《中国植物志》记 

载，石斛共有 74个种，2个亚种，有药用价值的有 51 

种，其中云南共富集了46个种，占全国的60．5％，主 

要分布在气候高温湿润的德宏州、思茅地区和西双 

版纳Ll J。石斛是一种珍贵中药，以新鲜或干燥茎入 

药，具有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功效[2J。目前供药用 

的石斛属植物有 30多种，但中国药典(20o0版)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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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5种，即环草石斛、马鞭石斛、黄草石斛、铁皮石斛 

和金钗石斛。石斛属植物含化学成分丰富，药理作 

用广泛，其中多糖类成分是石斛具有免疫增强作用 

和抗肿瘤作用的活性成分，不同种类的石斛多糖含 

量及结构差异较大，药理活性也不尽相同 J。自 

1932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已对石斛属 37种植物进行 

了化学成分研究，从中分离鉴定出生物碱类、多糖 

类、三萜苷类以及挥发油等多种化学成分，并对其药 

理活性进行了一定的研究L4 J。近年来研究表明，石 

斛复方制剂能显著提高正常小鼠及环磷酰胺抑制的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升高衰老家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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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降低 LPo的功能，还具有促进脾淋巴细胞转化 

的作用 ]。兜唇石斛多糖能使小鼠脾脏、胸腺重量 

增加，抗体细胞数明显增多，T、B细胞显著增殖【6j。 

铁皮石斛多糖可显著提升小白鼠外周白细胞数和促 

进淋巴细胞产生移动抑制因子L7 J及增强 CB．LAK和 

PB．LAK杀伤肿瘤细胞的作用 J。 

由于一些地道的石斛药材已濒临灭绝，故对药 

用价值较高的石斛药材进行保护已刻不容缓。球花 

石斛(Dendrob／um thyrs0％rum Rehb．．厂)未见药用记载， 

它出现于中药市场，可追溯至 80年代末及 90年代 

初。在筛选实验中，球花石斛多糖(rrrP)能显著促 

进骨髓抑制小鼠外周血白细胞数的回升，与已证实 

有确切免疫增强作用的茯苓多糖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5)，为进一步了解球花石斛多糖的药用价 

值和活性作用，进行了 系列免疫学实验。本文主 

要报道球花石斛多糖对小鼠免疫调节作用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1．1．1 药品 

球花石斛原药材购自云南三木集团有限公司石 

斛种植基地，并已由云南大学虞泓教授鉴定。球花 

石斛粗多糖由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提供，为棕褐 

色粉末。球花石斛多糖提取方法：风干植物材料粉 

碎后，加 1 mol／L NaOH混合过夜，过滤得澄清液，加 

10％醋酸中和，浓缩至一定体积，搅拌下加入95％ 

的乙醇，使含醇量达 80％，放置 12 h，倾出上清液， 

取沉淀物，无水乙醇反复洗涤，干燥后即得粗多糖， 

得率为 14．7％。 

1．1．2 主要试剂及仪器 

RPMI．1640培养液为 GIBCO公司产品；新生牛 

血清为杭州四季青生物工程材料有限公司产品；刀 

豆蛋白A(Con．A)、脂多糖( )、SDS均为 Si 公 

司产品；MTr为 AMRKSCO公司产品；印度墨水为北 

京笃信精细制剂厂产品；一次性96孔平底塑料板、 

酶标板自动读数仪、752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1．1．3 实验动物 

健康未交配的成年 ICR小鼠，雌雄各半，体重 

18-22 g。由昆明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合格证 

号：2005017，发证单位：云南省动物管理委员会。 

1．2 方法 

1．2．1 免疫器官重量及脏器指数 

取4o只ICR小鼠，随机分成 4组，每组 10只， 

雌雄各半，即对照组、球花石斛多糖低、中、高剂量 

组。每组均按 20 II1I／kg体重等容量灌胃，对照组给 

予蒸馏水，给药组用蒸馏水溶解稀释球花石斛多糖， 

配制成黄褐色的混悬液，低、中、高剂量组的浓度分 

别为40 mg／mL、60 mg／mL、80 mg／mL，即给药剂量分 

别为 4OO mg／kg体重、600 mg／kg体重、800 mg／kg体 

重，每日 1次，连续 10 d。各剂量组动物给药 10 d 

后，股动脉放血处死，取出动物的脾脏、胸腺称重，并 

计算脏器指数【9j。 

脏器指数(％)=脏器善量(g)÷动物体重(g)×100 

1．2．2 小鼠碳粒廓清试验 

实验动物的分组及给药处理同上一试验。连续 

给药 10 d后，按0．1 mL／10g体重计算，小鼠尾静脉 

注射印度墨汁(将印度墨汁原液用生理盐水稀释 5 

倍)，分别在注射后 2 min、10 min从眼眶静脉丛取血 

20 ，加入到 2 mL 0．1％ NazC03溶液中，以 NazC03 

溶液作空白，600 rllTl波长比色测OD值，并将小鼠处 

死，取肝脏、脾脏称重。计算吞噬指数(K)及校正吞 

噬指数(a)，表示小鼠碳廓清的能力u 。 

吞噬指数 K=(toga1．1ogA2)÷(h-tz) 

校正吞噬指数 a=鬲 

K：直线斜率，可表示吞噬速率；a：反映每单位 

组织重量的吞噬活性 

1．2．3 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试验(改良M'IT法) 

实验动物的分组及给药处理同上一实验。给药 

末期无菌条件下取出各只动物脾脏，研碎，200目细 

胞筛网过滤，用 Hanks液洗 3次，调整细胞悬液浓度 

为2×106个／mL，加入 96孔培养板，每只动物的细 

胞悬液分别加 12个孔，1 4孔为对照孔 ，加入90 

脾细胞悬液，1O RPMI．1640培养液；5—8孔为加 

ConA孔，加入 90 脾细胞悬液，50 t,g／mL的 ConA 

液 10 ；9—12孔为加 LPS孔 ，加入 90 脾细胞悬 

液，100 t,g／mL的 LPS液 1O ，置 5％co2，37 oC培 

养，于培养第 68 h，每孔加入 MTF液 1O ，继续培 

养 4 h后，每孔加入 100 三联液静置 12 h，紫色结 

晶完全溶解后用酶联免疫检测仪以570砌 (主)／63o 

砌(次)波长测定 OD值，用加 ConA孔的OD值减去 

不加 ConA孔的OD值代表T淋巴细胞的增殖能力， 

用加 LPS孔的 OD值减去不加 LPS孔的 OD值代表 

B淋巴细胞的增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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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统计处理 

用 SPSS软件包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秩和检 

验对试验结果进行统计，比较各给药组与对照组之 

间的差异。 

2 结果 

给药末期结果显示 DrIP对胸腺重量影响不明 

显，给药组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低、中剂量组的脾脏指数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 

异(P<O．01)，说明 DTP可显著增加小鼠脾脏指数； 

中、高剂量组的吞噬指数和校正吞噬指数与对照组 

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OI／P<0。05)，表明 

DTP能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加速碳粒的清除； 

用ConA刺激的T淋巴细胞增殖试验中，各组间比较 

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有一定的增长趋势，而 

用 LPS刺激的B淋巴细胞增殖试验中，中、高剂量组 

的LPS差值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 

0．05)，说明DTP具有显著的刺激 B淋巴细胞增殖的 

作用。见表 1，2，3，4。 

表 1 球花石斛多糖对小鼠免疫器官重量及脏器指数的影响(，l=10。 -i-s) 

Table 1 The effect of肿 on the weight and index 0finm~m'le argans in mice(n=10， ±s) 

注：一 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O．O1)一 。c0 with control group(P<O．O1) 

表 2 球花石斛多糖对小鼠碳廓清能力的影响(，l=10。 ±s) 

Table 2 The effect of DIP on engul~ng cairn granula ability in mice(n=10， ±s) 

tt-⋯／ 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O．05／P<O．O1)⋯／ 。c0 with control group，(P<O．05／P<O．O1)． 

表3 球花石斛多糖对小鼠脾脏T淋巴细胞增殖的影响(17,=10。 ±s) 

Table 3 The effect 0f DIP on proliferation 0f nlo1．1se s I T lyIIlp in vitro(，l=10， ±s) 

注：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O．05)。c0 with control Ilp(P>O．05) 

表4 球花石斛多糖对 B淋巴细胞增殖的影响(，l=10。 ±s) 

Table 4 The effect 0f flip on proliferation 0fmo1．1se B lymphocyte in咖 o(／I,=1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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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药物研究趋势由化学合成药物转向天然药物 

的今天，到目前为止科学工作者已对 100余种中药 

多糖进行了活性研究，香菇多糖、猪苓多糖、云芝多 

糖等一批质量稳定、疗效确切、毒性和不良反应小的 

多糖类新药已用于临床。石斛属植物所含化学成分 

丰富，其主要的化学成分是多糖，还有生物碱、氨基 

酸、酚类、挥发油等，它的药理作用广泛，其中多糖类 

成分是石斛具有免疫增强作用和抗肿瘤作用的活性 

成分。脾脏是重要的周围免疫器官，是免疫细胞执 

行免疫功能的场所，尤以 B淋巴细胞为主，而 B淋 

巴细胞又是调节体液免疫的主要细胞。巨噬细胞参 

与机体的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具有强大的杀伤 

和清除作用，还能分泌细胞因子调节免疫，并将抗原 

提呈给T、B淋巴细胞⋯。本试验结果显示 DTP对 

小鼠脾脏重量虽有增加趋势，但与对照组比较无显 

著性差异(P>0．05)，而脾脏指数有显著性差异，这 

样排除了体重的影响，更能说明 DTP可增加脾脏的 

净重量。DTP可显著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提 

高机体对病原微生物的抵抗力。DTP还可显著促进 

B淋巴细胞的增殖，从而增强机体的体液免疫功能。 

用 ConA刺激的T淋巴细胞增殖试验中，各组间比较 

无显著性差异(P>0．o5)，但有一定的增长趋势，考 

虑可增大剂量或检测其分泌的细胞因子，以评价其 

对细胞免疫的影响。所有小鼠免疫试验结果均无剂 

量效应关系，而 DTP中剂量组的结果均较好，这与 

科学家的研究结果一致，多糖类都有一个最适效应 

量，大于这个剂量反而产生免疫抑制。因此，本研究 

提示 DTP可显著增加脾脏重量，增强巨噬细胞的碳 

廓清能力和 B淋巴细胞的增殖能力，具有一定的免 

疫增强作用，可增强机体的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 

功能，是一种具有良好开发前景的免疫调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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