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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增强作用可能与各个组分之间的配伍有关，并 

非简单的协同作用。而对血虚模型小组中低下的 T 

淋巴细胞免疫，当归黄酮和黄芪黄酮、黄芪皂苷的作 

用突出，说明当归补血汤的补益作用是建立在其单 

味药中较强活性物质的基础上。同时，当归黄酮在低 

剂量时有很强的免疫促进作用，但在高剂量时则表 

现为明显的免疫抑f6I作用，而对免疫低下的血虚模 

型小鼠则能将其降低的 T淋巴细胞增殖率提高至 

接近正常，反映了当归黄酮极强的免疲调节作用，同 

时，也可以看出当归不同组分之间剂量配比的重要 

性。当归黄酮的免疫调节作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体外实验亦发现当归、黄芪不同组分产生免疫 

活性强弱不同。在 2．5~250~g／mL的浓度范围内， 

黄芪挥发油、黄酮、皂苷以及当归挥发油均表现为显 

著的双向免疫调节作用，其中黄芪黄酮和皂苷的作 

用明显强于黄芪挥发油和当归挥发油，这与体内结 

果一致，说明二者是黄芪产生免疫增强作用的主要 

话性物质。两个多糖成分(黄芪多糖和当归多糖)则 

表现为明显的浓度依赖性作用方式，其中，二者对静 

息细胞和 B淋巴细胞的增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 

对 T淋巴细胞增殖无明显作用，黄芪多糖的作用要 

强于当归多糖。 

尽管黄芪多糖是 目前公认的免疫促进剂，但是， 

本实验发现其对 T和 B淋巴细胞的增殖作用和抗 

体生成以及对血虚模型小鼠的调节作用均不如黄芪 

皂苷和黄芪黄酮两个组分。尤其是黄芪皂苷具有较 

强的免疫调节作用，可以认为是当归补血汤中药效 

的主要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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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皂苷一Rg。对中性粒细胞与血小板之间粘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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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 耍：目的 探讨人参皂苷一Rg 对大鼠血小板与中性粒细胞之问粘附及颈动脉血栓形成的影响。方法 采用 

Char[ton等方法评价人参皂苷一Rg 对电刺激大鼠颈动脉血栓形成的作用f应用玫瑰花结试验观察对大鼠血小板与 

中性粒细胞之间粘附的影响。结果 25mg／kg人参皂苷一Rg 使血拄形成时间从对照组的 (18．7士1．8)min延长到 

(36．4士2．1)min(P<O．05)；显著降低凝血酶激活的血小板与中性粒细胞间的粘附率+其 lc 为 81．2 gmol／L 结 

论 人参皂苷一Rg 具有较强的抗血栓的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抑制中性粒细胞与血小板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 

荚■词：人参皂苷一Rg }中性粒细胞}血小板；粘尉}血桂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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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ets of ginsenoside—Rg1 on adhesion of neutrophil to plate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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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unnan Pharmacological Laboratory of Natural Products，Kunming Medical College，Kunming Yunnan 65003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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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ginsenoside—Rg1 on adhesion of neutrophil to platelet， 

and on carotid thrombosis in rat．M ethods Charlton and Rosette test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ginsenoside—Rgi On carotid thrombosis induced by electrica1 stimulation and to observe its effect on the ad— 

hesion ot neutrophil to platelet in rat respectively．Results Ginsenoside—Rg 25 mg／kg iv prolong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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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mbotic time from (18．7± 1．8)min in control group to (36．4± 2．1)min in treatment groups 

(P<0．05)‘the adhesion of neutrophil to thrombin—stimulated platelets was inhibited significantly with 

IC5o一81．2~mol／L．Conclusion The inhibition of ginsenoside—Rg1 on the adhesion of neutrophil to 

plateht may contribute to its potent anti—thrombotic effects． 

Key words：ginsenoside-Rg1；neutrophil；platelets；adhesion}thrombosis 

人参皂苷一Rg 对心肌缺血再灌损伤具有保护作 

用，并可防治心脑血管血栓栓塞性疾病 ，近年关于 

其抗血栓机制的研究大多佣重探讨其抗血小板活化 

作用 ]。目前，中性粒细胞与血小板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血栓形成与发展中的地位倍受关注 ]，这为抗栓 

药新作用机制的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本研究探讨了 

人参皂苷一Rg 对电刺激大鼠颈动脉血栓形成的影 

响，并从细胞分子水平探讨其抗血栓形成的作用 

机制。 

1 材料 

1．1 雄性 SD大鼠，体重 25O～300 g，由云南省天 

然药物药理重点实验室动物室提供(合格证号：滇实 

动证 9805)。 

1．2 药品及主要试剂：人参皂苷一Rg ，由中科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杨崇仁教授提供(纯度 ：98．7 )，用前 

以生理盐水溶解，pH值约 7．0 淋巴细胞分离液(质 

量体积比 1．077)购自上海华精生物高科技有限公 

司。凝血酶系 Sigma公司产品。 

1．3 仪器 电刺激仪 (SEN 7203型)、二道血流速 

度流量仪 (DlvM一4200型)及 Olympus像差显微镜 

均为日本生产。 

2 方法与结果 

2．1 对电刺激大鼠颈动脉血栓形成的影响：动物分 

3组，每组 6只，即 0．9 生理盐水组，10 mg／kg阿 

司匹林组和 25 mg／kg人参皂苷一Rg】组。用改进的 

Charhon方法⋯，即 ip 30 mg／kg戊巴比妥钠麻醉 

大鼠后，上述各组份均经股 iv，给药 10 min后，分离 

左颈总动脉，测定正常的血流量及血流速度，然后置 

两根银制电极于血管两端，适以直流电刺激，以 1．5 

mA连续刺激 7 min，同时于近头端测量血流量和速 

度。从刺激开始至血流量为零的时间为血栓形成时 

间 (occlusion time，OT)。结果 25 mg／kg人参皂 

苷一Rg 使 0T从对照组的 (18．7土1．8)min延长到 

(36．4±2．1)min，阿司匹林亦有显著作用(表 1)。 

2．2 血小板制备：大鼠颈动脉取血．以 2．7 ED- 

TA抗凝收集于塑料离心管中．血与抗凝剂体积比 

为 9：1。室温下以 l 000 r／min离心 10 min得富血 

小板 血浆 (plateht—richplasma，PRP)。PRP以 

寰 1 人参皂苷一R Iv对电刺激太■两动脉 

血栓形成的影响 ( 土 ． 一6) 

与生理盐水比 ： P<O．05l 与阿司匹林比： P<O-05 

3 000 r／min离心 10 min得血小板团块 。用 含 1 

小牛血清蛋白及 1．4 mmol／L EDTA的磷酸缓冲液 

(PBS)洗涤血小板 3次，最后悬浮于上述 含 1 

mmol／L CaC1。的PBS中。上述试验，血小板数控制 

在 10 cell／mL左右，用台盼蓝排斥试验证实其成活 

率 >95 

2．3 中性粒细胞的制备：在上述吸出 PRP后的抗 

凝血中，加入与 PRP等体积的生理盐水，再加入 

1／6体积的 6 右旋糖酐 (dextran T 500)混匀。 

37℃ 静置 30 min，沉淀红细胞，将上层白细胞吸出 

轻浮于 3 mL淋巴细胞分离液中，2 000 r／min离心 

30 min，取出底部中性粒细胞，加入 1 mL双蒸水溶 

血 30 s，使红细胞破膜，再加 2倍浓 度的 PBS 

1 mL，离心 10 min，中性粒细胞团块用 PBS洗 3 

次，悬浮于 Hanks液 中(生 理盐水组 胞外 含 1 

mmol／L CaC1 2或 5 mmol／L EGTA 分别反应有钙 

或无钙的情况)并调数 2×10 ce11／mL，用台盼蓝排 

斥试验证实其成活率>9 

2．4 玫瑰花结试验 ：改 良 Hamburger 和 Jungi 

等方法，即取 50 uL血小板与凝血酶 (0．2 U／mL) 

37 C温育 15 min，然后分别加入 0．9 生理盐水 

或药液各 50 ，继续静置 15 min，再加人中性粒细 

胞悬液 i00止 ，于 4 C振荡 30min。取出少许细胞 

悬液，在常规计数板上于 40倍镜下随机计数 100 

个中性粒细胞，其周围粘附有 2个或 2个以上血小 

板者为玫瑰花结试验阳性。每样本计数 3次，取其 

均值．并计算花结形成百分率，以反映粘附率大小 

结果显示，胞外存在 1 mmol／L CaC1￡或 5 mmol／L 

EGTA时，生理盐水组用凝血酶激活的血小板与中 

性粒细胞之间形成的玫瑰花结比率分别为 6s．4 

和 ¨．8 。在胞外吉 1 mmol／L Ca。 时，人参皂苷一 

Rg 和阿司匹林均显著降低粘附率，其 Icso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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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和 70．3~mol／L (表 2)。 

裒 2 对凝血一 (O．2 U／mL)徽活的太曩血小板 

与中性牲棚胞闻粘附的影响 ( ± 。 一5) 

浓 度 塑呈!：坠 
(gmo[／L)牯附辜 ( )ICs。(gmo[／L) 

阿 可匹林 

粘附率 ( )lC sc(~mohq 

与生 理盐 水 比 i’尸<O-05 一 < O．Ol 

3 讨论 

国内就人参皂苷一Rg 的药理研究基本侧重其对 

血小板活化这～单一因素的探讨 近来研究表明血栓 

形成是由包括血小板、白细胞及内皮细胞等多细胞问 

相互作用所致 ]，因此有必要从多细胞多因子去探讨 

血栓的形成与发展，以阐明药物作用的新机制。 

电刺激大鼠颈动脉所形成的血栓与人体动脉血 

栓相似。采用血流量仪替代点式温度计来判断 OT， 

则排除了室温的影响，其结果更精确可靠。人参皂 

苷一Rg 25 mg／kg明显延长动脉 OT，效果明显强于 

10 mg／kg阿司匹林，表明人参皂苷-Rg 具有较强的 

抗动脉血栓形成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人参皂苷一Rg 显著降低凝血 

酶激活的血小板与白细胞间的牯附率，提示人参皂 

苷一Rg 的抗栓作用与其抑制该两细胞间的粘附作用 

密切相关。在细胞外存在 l mmol／L Ca 时生理盐 

水组的牯 附率为 65．4 ，而胞外含有 5 mmol／L 

EGTA 时，则牯附率仅为 l1．8 ，说明激活的血小 

板与白细胞间的粘附是钙离子依赖性的，同时揭示 

人参皂苷一Rg 抑制两细胞间的粘附可能与阻抑血小 

板或白细胞内的钙动员有关，本研究组将对此作进 
一 步的探讨。心肌梗死时的血循环中的血小板一白细 

胞花结明显增加 ，加重梗死程度和范围’ ，人参皂 

苷一Rg 能显著减少花结形成，显然为其防治缺血性 

心脑血管等疾病提供了又一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人参皂苷一Rgt通过抑制白细胞与血 

小板间的粘附而发挥较强的抗血栓形成作用，这为 

其用于防治心脑血管血栓栓塞性疾病提供了进一步 

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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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多糖增强肿瘤杀伤效应细胞的增殖活性和细胞毒活性 

魏虎来 ，姚小健 ，赵怀顺 ，贾正平。 

(1．兰州医学院 医学实验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2．兰州医学院血液病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00；3．兰州军 

区总医院 药材科，甘肃 兰州 730050) 

摘 要：目的 观察红景天、红芪、地黄、枸杞子、沙参和芦荟的多糖成分对 T-AK细胞增殖活性和杀瘪活性的增强 

作用。方法 用抗 CD。单抗 (CD。McAb)和 rIL一2撒活诱生 T-AK细胞，观察 6种植物多糖在诱生、扩增和杀瘤过 

程中对 T—AK细胞增殖活性、IL一2R表达水平以及杀伤 Raji细胞和 L Ⅲ细胞活性的影响。结果 6种植物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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