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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五味子及其不同炮制品对 Ｄ⁃半乳糖诱导衰老小鼠的影响。 方法 　 腹腔注射 Ｄ⁃半乳糖 （０ ５ ｇ ／ ｋｇ）
构建大鼠衰老模型。 大鼠随机分成空白对照组、 模型组、 阳性对照组、 生五味子组、 酒五味子组、 醋五味子组 （０ ９、
１ ８、 ３ ６ ｇ ／ ｋｇ）。 从第 １１ 天开始， 阳性对照组灌胃 ２００ ｍｇ ／ ｋｇ 维生素 Ｅ， 生、 酒、 醋五味子组分别灌胃低、 中、 高剂

量的五味子水煎液， 连续给药 ３２ ｄ。 末次给药后， 检测各组小鼠抓力、 体质量及脾脏、 肝脏系数， 检测小鼠血清中

ＣＡＴ、 ＳＯＤ、 ＧＳＨ、 Ｔ⁃ＡＯＣ 水平， 测定脑匀浆中 ＬＤＨ、 ＡｃｈＥ、 ＳＯＤ、 ＭＤＡ、 Ｄ⁃ＬＡ 水平； 光镜下观察各组小鼠脑组织形

态变化。 结果　 各给药组小鼠体质量、 抓力大小及脏器系数高于模型组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各给药组均能提高血清

中 ＣＡＴ、 ＳＯＤ、 ＧＳＨ、 Ｔ⁃ＡＯＣ 水平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提高脑组织匀浆中 ＳＯＤ、 Ｄ⁃ＬＡ 水平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降低 ＡｃｈＥ、 ＭＤＡ、 ＬＤＨ 水平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其中酒五味子作用最佳， 中剂量效果较好。 结论　 五味子及不同

炮制品均有抗衰老作用， 酒五味子抗衰老作用最好。
关键词： 五味子； 醋五味子； 酒五味子； 抗衰老； Ｄ⁃半乳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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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味 子 为 木 兰 科 植 物 五 味 子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Ｔｕｒｃｚ．） Ｂａｉｌｌ． 的干燥成熟果实， 归肺、 心、 肾经。 具有收

敛固涩、 益气生津、 补肾宁心的功效［１］ 。 传统理论有五味

子 “入嗽药生用， 入补药熟用” ［２］ 的说法。 酒五味子和醋

五味子是其常见的炮制品种， 课题组前期已经通过补肾阳、
补肾阴等系列药效学实验证明了酒五味子的补益作用［３⁃４］ 。
五味子及其不同炮制品抗衰老作用进行比较研究， 从延缓

衰老方面进一步证明酒五味子 “入补药熟用” 的传统理

论， 为五味子临床上的 “生熟异用” 提供现代药理学

依据。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机体内各抗氧化防御系统机能

均有一定程度的减退， 从而引起各组织和器官的氧化损伤，
进一步导致组织及器官甚至机体的衰老［５］ 。 因此， 本实验

采用 Ｄ⁃半乳糖建立实验动物衰老模型， 对衰老引起的机体

内各抗氧化防御系统及五味子抗衰老作用进行研究。
１　 材料

１ １　 仪器　 数控超声波清洗机 （ＫＱ⁃２５０ＤＢ 型， 昆山市超

声仪器有限公司）； 移液器 （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 公司）； Ｄ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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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Ｗ１００ 卧式超低温保存箱 （青岛海尔电器有限公司）；
ＭｕｌｔｉｓｋａｎＭＫ３ 酶标仪 （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 公司）； ＢＸ５１、 ＢＸ６０
光学 显 微 镜 （ 日 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 公 司 ）； 电 热 恒 温 水 浴

（ＤＺＫＷ⁃Ｄ⁃２ 型， 北京永光明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１ ２　 药物与试剂 　 五味子饮片购自辽宁省大梨树五味子

ＧＡＰ 基地， 经辽宁中医药大学王冰教授鉴定为北五味子的

干燥成熟果实。 Ｄ⁃半乳糖 （北京索来宝科技有限公司公

司， 批号 ２０２３１１１６）； 超氧化物歧化酶试剂盒 （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 ＳＯＤ） （ 批 号 ＢＰＥ２０３４８ ／ Ｔ）、 丙 二 醛 试 剂 盒

（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ＭＤＡ） （批号 ＢＰＥ２０３４７ ／ Ｔ）、 还原型谷

胱 甘 肽 试 剂 盒 （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ＧＳＨ ） （ 批 号

ＢＰＥ２００６４ ／ Ｓ）、 总抗氧化能力试剂盒 （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ｃａ⁃
ｐａｃｉｔｙ， Ｔ⁃ＡＯＣ） （批号 ＢＰＥ２０７１６）、 乙酰胆碱酯酶试剂盒

（ａｃｅｔ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ｓｔｅｒａｓｅ， ＡｃｈＥ） （批号 ＢＰＥ２０３５１ ／ Ｔ）、 Ｄ⁃乳酸

试剂盒 （Ｄ⁃ｌａｃｔａｃｅ， Ｄ⁃ＬＡ） （批号 ＢＰＥ２００７２ ／ Ｔ）、 乳酸脱

氢 酶 试 剂 盒 （ ｌａｃｔ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ＬＤＨ ） （ 批 号

ＢＰＥ２００３４ ／ Ｔ）、 过氧化氢酶试剂盒 （ｃａｔａｌａｓｅ， ＣＡＴ） （批号

ＢＰＥ２０８８０ ／ Ｓ） 均购于上海郎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 ３　 动物　 ＳＰＦ 级昆明种小鼠 １２０ 只， 雌雄各半， 体质量

（２０±２） ｇ， 由辽宁长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动物生产

许可证号 ＳＣＸＫ （辽） ２０１５⁃０００１。 小鼠分笼饲养， １２ ｈ ／
１２ ｈ昼夜循环， 自由饮水、 进食， 适应性饲养 １ 周。
２　 方法

２ １　 样品溶液的制备

２ １ １　 Ｄ⁃半乳糖、 维生素 Ｅ 溶液制备 　 用生理盐水将 Ｄ⁃
半乳糖配成 ５０ ｍｇ ／ ｍＬ 溶液， 玉米油将维生素 Ｅ 配制成

２０ ｍｇ ／ ｍＬ药液， 贮存于 ４ ℃冰箱备用。
２ １ ２　 五味子及炮制品水煎液制备　 按照前期确定的炮制

工艺制备酒五味子、 醋五味子［６］ 。 取一定量的生五味子、
酒五味子、 醋五味子， 分别加 １０ 倍量水， 加热回流提取 ３
次， 每次 １ ｈ， 合并滤液， 浓缩， 得到质量浓度分别为 ９０、
１８０、 ３６０ ｍｇ ／ ｍＬ 的水煎液。
２ ２　 造模和给药　 将小鼠随机分为 １２ 组， 每组 １０ 只， 即

空白对照组、 模型组、 阳性对照组、 生五味子 （低、 中、

高） 剂量组、 酒五味子 （低、 中、 高） 剂量组、 醋五味子

（低、 中、 高） 剂量组。
模型组及各给药组小鼠每天腹腔注射 Ｄ⁃半乳糖

０ ５ ｇ ／ ｋｇ （０ １ ｍＬ ／ １０ ｇ 体质量）， 空白对照组注射等量生

理盐水， 连续 ４２ ｄ。 从造模开始后的第 １１ 天开始给药， 阳

性对照组灌胃维生素 Ｅ 溶液， 生、 酒、 醋五味子组分别灌

胃不同剂量的五味子水煎液 （０ １ ｍＬ ／ １０ ｇ 体质量）。 空白

对照组和模型组灌胃等容量的生理盐水， 连续给药 ３２ ｄ。
每 ３ ｄ 称定质量 １ 次， 给药剂量根据体质量变化而调整。
２ ３　 检测指标　 最后 １ ｄ 给药 ２ ｈ 后 （禁食不禁水 １２ ｈ），
进行小鼠体质量、 抓力测试。 摘眼球取血， 离心， 取上清，
测定血清中 ＣＡＴ、 ＳＯＤ、 ＧＳＨ、 ＭＤＡ 水平。 摘眼球取血处

死后常规解剖， 取出肝脏、 脾脏进行称重， 计算脏器系数

（脏器系数＝脏器质量 ／体质量）， 断头， 迅速取出全脑， 称

重， 分离左右脑， 左脑于 １０％ 甲醛溶液中固定， 石蜡包埋，
切片， ＨＥ 染色， 光镜下观察各脑组织的形态变化； 右脑以

１ ∶ ９ 比例加入冷冻灭菌的生理盐水中， 用匀浆机反复匀浆

制成 １０％ 脑组织匀浆， 于冷冻式离心机中 １２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

心 （４ ℃） １０ ｍｉｎ， 取上清液， 测定脑匀浆中 ＡｃｈＥ、 ＳＯＤ、
ＭＤＡ、 ＬＤＨ、 ＬＡ 水平。
２ 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进行分析， 数据以 （ｘ±
ｓ）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３　 结果

３ １　 五味子及不同炮制品水煎液对小鼠体质量的影响　 在

小鼠造模期间， 体质量的增长变化是反应其健康状况及生

长发育的重要指标［７］ 。 各组小鼠初始体质量无差异

（Ｐ＞０ ０５）， 从第 ８ 天开始， 模型组小鼠体质量增加幅度开

始下降， 其余各组小鼠体质量均有不同幅度的增加， 且模

型组小鼠体质量低于其余各组， 随着时间的增加， 差异呈

增大趋势； 模型组小鼠开始表现出毛色暗淡， 毛发脱落，
反应迟钝， 精神萎靡， 行动迟缓等明显的衰老特征。 见

表 １。

表 １　 五味子及不同炮制品水溶液对 Ｄ⁃半乳糖致衰老小鼠体质量的影响 （ｘ±ｓ， ｎ＝８）

组别
体质量 ／ ｇ

第 ０ 天 第 ８ 天 第 １６ 天 第 ２４ 天 第 ３２ 天 第 ４０ 天

空白对照组 ２６ ３６±０ ３７ ３１ ２３±２ ３０∗∗ ３４ ６２±０ ２３∗∗ ３６ ５８±０ ４３∗∗ ３８ ４３±０ ６１∗∗ ４１ １６±１ １７∗∗

模型组 ２５ ５９±０ ４７ ２８ ７９±０ ５６ ３０ ９２±０ ７４ ３１ ８７±０ ９６ ３１ ９２±０ ６５ ３２ ９３±０ ５９
阳性对照组 ２６ ９６±１ １９ ３０ ５５±２ ０４ ３５ ４３±０ ７０∗∗ ３７ ０８±０ ３７∗∗ ３９ ７４±０ ８８∗∗ ４２ １９±０ ４８∗∗

生五味子低剂量组 ２５ ７５±１ ０８ ２９ ０３±０ ５１ ３０ １６±０ ８４ ３１ ０４±１ ０１ ３４ ９１±１ ２２∗∗ ３９ ６６±１ ９７∗∗

生五味子中剂量组 ２７ ４３±１ ８７ ３０ ３６±１ ８９ ３３ ５４±１ ３５∗∗ ３３ ４１±１ ８６ ３６ １０±２ １３∗∗ ３９ ４２±０ ９３∗∗

生五味子高剂量组 ２５ ８７±１ ３７ ２８ ９０±０ ７７ ３１ １５±０ ３７ ３２ ６６±０ ８８ ３３ ８２±０ ５３∗ ３９ ５３±１ ６１∗∗

酒五味子低剂量组 ２７ １７±１ ８７ ３０ ４９±２ ０５ ３３ ８３±２ ０２∗∗△△ ３４ ８１±１ ５０∗∗△△ ３６ ６２±１ １６∗∗ ３９ ４１±１ ０６∗∗

酒五味子中剂量组 ２５ ３０±１ ８０△ ２９ ４７±１ ８２ ３５ １５±１ ５０∗∗△ ３７ ２２±１ ７６∗∗△△ ３８ ７３±１ ８７∗∗△△ ４０ ６８±１ ００∗∗

酒五味子高剂量组 ２６ ５９±１ ５９ ３０ ０８±１ ６４ ３３ ６２±１ ０５∗∗△△ ３５ ０５±１ １７∗∗△△ ３６ ４８±３ ３１∗∗△△ ３９ ４８±１ ０１∗∗

醋五味子低剂量组 ２６ ５１±１ ５９ ２９ ８５±０ ７１ ３３ １８±１ ０７∗∗△△ ３２ ３６±１ ０７ ３６ ７６±１ ３９∗∗△ ３９ ４９±０ ８８∗∗

醋五味子中剂量组 ２７ ０１±１ ２１ ３０ ４８±１ １４ ３３ ２８±２ ４２∗∗ ３４ ８３±０ ８５∗∗ ３６ ３８±１ ０５∗∗ ３９ ４２±１ ２６∗∗

醋五味子高剂量组 ２７ ２０±１ ６１ ３０ ５２±１ ３２ ３３ ５５±０ ９３∗∗△△ ３４ ３３±２ ８０∗∗△ ３６ ０９±１ １３∗∗△ ３９ ５５±１ ０８∗∗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与同剂量生品组比较，△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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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五味子及不同炮制品水煎液对小鼠抓力及脏器指数的

影响　 小鼠的抓力系数是反应衰老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抓力系数＝抓力 ／体质量）。 末次给药后 ２ ｈ 使用抓力器进

行抓力测试， 由表 ２ 可知，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模型组小

鼠的抓力系数及脾脏指数降低 （Ｐ＜０ ０１）， 肝脏指数升高

（Ｐ＜０ ０１）； 与模型组比较， 其余各组的抓力系数及脾脏指

数均上升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肝脏指数均显著下降 （Ｐ＜
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表 ２　 五味子及不同炮制品水溶液对抓力系数及脏器指数的影响 （ｘ±ｓ， ｎ＝８）

组别 抓力系数 肝脏指数 脾脏指数

空白对照组 ０ ０８６ ９±０ ００７ ８∗∗ ３６ １８±３ ０６∗∗ ３ ９７±０ ８９∗∗

模型组 ０ ０６３ ９±０ ００２ １ ４０ ９４±１ ５９ ２ ６５±０ ３６

阳性对照组 ０ ０８０ ９±０ ００２ ６∗∗ ３４ ９１±３ ０４∗∗ ３ ５１±０ ５４∗

生五味子低剂量组 ０ ０７７ ６±０ ００９ ２∗∗ ３８ ４４±２ ４０∗ ３ ６７±０ ８２∗∗

生五味子中剂量组 ０ ０７８ ８±０ ００６ ７∗∗ ３８ １６±１ ４６∗ ３ ６９±０ ６０∗∗

生五味子高剂量组 ０ ０７７ ３±０ ００５ ８∗∗ ３８ ４５±１ ３５∗ ３ ３３±０ ５７∗

酒五味子低剂量组 ０ ０８０ ５±０ ００５ ６∗∗ ３８ ４７±１ ７７∗ ３ ５０±０ ２２∗

酒五味子中剂量组 ０ ０８３ １±０ ００４ ２∗∗ ３８ ４３±１ ８６∗ ３ ３２±０ ３４∗

酒五味子高剂量组 ０ ０８１ ０±０ ００８ ７∗∗ ３８ ２３±０ ４７∗ ３ ３２±０ ４４∗

醋五味子低剂量组 ０ ０７９ ９±０ ０１２ ５∗∗ ３８ ２０±１ ８６∗ ３ ３２±０ ３１∗

醋五味子中剂量组 ０ ０８０ ０±０ ００７ ３∗∗ ３８ １２±１ ５３∗ ３ ３６±０ ４９∗

醋五味子高剂量组 ０ ０７９ ５±０ ００４ ０∗∗ ３８ ５０±２ １４∗ ３ ３８±０ ７６∗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

３ ３　 五味子及不同炮制品对衰老小鼠血清 ＣＡＴ、 ＳＯＤ、
ＧＳＨ、 Ｔ⁃ＡＯＣ 水平的影响 　 如表 ３ 所示， 与模型组比较，
空白和阳性对照组， 生五味子中剂量组、 酒五味子中剂量

组、 醋五味子中剂量组小鼠 ＣＡＴ 水平升高 （Ｐ＜０ ０５， Ｐ＜
０ ０１）； 除生五味子低剂量组外， 其余各组 ＳＯＤ 水平均高

于模型组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除生五味子低、 高剂量，
醋五味子高剂量组外， 其余各组 ＧＳＨ 水平高于模型组

（Ｐ＜０ ０５， Ｐ＜ ０ ０１）； 各组 Ｔ⁃ＡＯＣ 水平高于模型组 （Ｐ＜
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模型组与生、 酒及醋品各剂量比较， 中

剂量 ＣＡＴ、 ＧＳＨ、 ＳＯＤ、 Ｔ⁃ＡＯＣ 水平最高。 制品组与同剂

量生品组比较， 制品中剂量组高于生品中剂量组， 其中酒

五味子中剂量组优于醋五味子； 制品中剂量组 ＳＯＤ 水平虽

高于生五味子中剂量组，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表 ３　 五味子及不同炮制品对血清中各指标的影响 （ｘ±ｓ， ｎ＝８）

组别 ＣＡＴ ／ （Ｕ·ｍＬ－１） ＳＯＤ ／ （Ｕ·ｍＬ－１） ＧＳＨ ／ （μｇ·ｍＬ－１） Ｔ⁃ＡＯＣ ／ （Ｕ·ｍＬ－１）
空白对照组 ３ ４３±０ ４０∗∗ ６ ６１±０ ８８∗∗ ５１ ９２±２ ５５∗∗ １１ ０８±０ ８７∗∗

模型组 ２ ４０±０ ５６ ３ ５１±０ ４１ ３３ ７９±３ ０５ ８ ７０±０ ２７
阳性对照组 ４ ４１±０ ２９∗∗ ６ ７７±０ ９６∗∗ ５０ ７８±６ ０６∗∗ １０ ４１±０ ５２∗∗

生五味子低剂量组 ２ ４４±０ ８３ ３ ６１±０ ５８ ３６ ９２±６ ４０ ９ ４１±０ ７２∗

生五味子中剂量组 ３ ５６±０ １３∗ ４ ８０±０ ９７∗∗ ３８ ７３±１ ７４∗ ９ ４７±０ ５０∗

生五味子高剂量组 ２ ４９±０ ７９ ４ ５１±０ ５８∗ ３６ ９７±５ １６ ９ ４３±０ ５２∗

酒五味子低剂量组 ２ ９８±０ ９０ ４ ６１±０ ２５∗∗△ ３８ ６６±１ ０８∗ ９ ８０±０ ３０∗∗

酒五味子中剂量组 ４ ６１±０ ３２∗∗△ ５ １５±１ １０∗∗ ４２ ９３±１ ９８∗∗△ １０ １４±０ １８∗∗△

酒五味子高剂量组 ３ １７±１ ７２ ４ ７３±０ ２５∗∗ ３８ ９０±１ ９４∗ ９ ８１±０ ２６∗∗

醋五味子低剂量组 ２ ５９±０ ９７ ４ ５４±０ ２６∗∗△ ３８ ００±３ ０３∗ ９ ４２±０ ４７∗

醋五味子中剂量组 ３ ５８±０ １７∗ ４ ６８±０ ３０∗∗ ３８ ７７±２ ７６∗ １０ １１±０ ７４∗∗△

醋五味子高剂量组 ２ ６１±０ ６８ ４ ５３±０ ４７∗∗ ３７ ７４±１ ７２ ９ ４６±０ ４１∗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与同剂量生品组比较，△Ｐ＜０ ０５。

３ ４　 五味子及不同炮制品对衰老小鼠脑组织 ＡｃｈＥ、 ＳＯＤ、
ＭＤＡ、 ＬＤＨ、 Ｄ⁃ＬＡ 水平的影响　 如表 ４ 所示， 与模型组比

较， 除生五味子低、 高剂量， 醋五味子低剂量组外， 其余

各组 ＡｃｈＥ 水平降低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除生五味子低、
高剂量组外， 其余各组 ＳＯＤ 水平高于模型组 （Ｐ＜ 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除生五味子低、 高剂量， 醋五味子高剂量组外，
其余各组 ＭＤＡ 水平低于模型组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各

组 ＬＤＨ 水平均低于模型组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除生五味

子高剂量组外， 其余各组 Ｄ⁃ＬＡ 水平均高于模型组 （Ｐ＜
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模型组与生、 酒及醋品各剂量比较， 中

剂量 ＡｃｈＥ、 ＭＤＡ、 ＬＤＨ 水平最低， ＳＯＤ、 Ｄ⁃ＬＡ 水平最高。
制品组与同剂量生品组比较， 制品中剂量组的 ＡｃｈＥ、
ＭＤＡ、 ＬＤＨ 水平低于生品中剂量组， ＳＯＤ、 Ｄ⁃ＬＡ 水平高于

生品中剂量组， 其中酒五味子中剂量组优于醋五味子。
３ ５　 五味子及不同炮制品对衰老小鼠脑组织病理形态的影

响　 如图 １ 所示， 在光学显微镜下， 空白对照组脑皮质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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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五味子及不同炮制品对脑组织各指标的影响 （ｘ±ｓ， ｎ＝８）
组别 ＡｃｈＥ ／ （Ｕ·ｍＬ－１） ＳＯＤ ／ （Ｕ·ｍＬ－１） ＭＤＡ ／ （ｎｍｏｌ·ｍＬ－１） ＬＤＨ ／ （Ｕ·ｍＬ－１） Ｄ⁃ＬＡ ／ （μｍｏｌ·ｍＬ－１）

空白对照组 ０ ８６±１ １７∗∗ ９ ６７±０ ８２∗∗ １７ ４１±２ ２４∗∗ ８ ０５±１ ８５∗∗ ０ ８１±０ ２０∗∗

模型组 ４ １１±１ ０８ ５ ７４±０ ３１ ３４ ６６±５ ８０ ８ ４９±０ ２０ ０ ３９±０ ０９
阳性对照组 １ ４３±０ ６０∗∗ ９ ９１±１ ３４∗∗ ２２ １４±１ ８８∗∗ ７ ８５±０ １９∗∗ ０ ７７±０ １８∗∗

生五味子低剂量组 ３ ７９±１ ００ ６ ６０±１ １２ ３３ ０６±４ ７６ ８ ２８±０ ０７∗ ０ ５３±０ ０４∗

生五味子中剂量组 ２ ８７±１ ２２∗ ７ １２±０ ０９∗ ２８ ５７±１ １６∗ ８ ２８±０ １０∗ ０ ５３±０ １２∗

生五味子高剂量组 ３ ５９±０ ５６ ６ ８７±１ ３１ ３２ ７８±３ ６８ ８ ２９±０ １０∗ ０ ５１±０ ０６
酒五味子低剂量组 ２ ６６±０ ６９∗ ８ ２４±１ ４６∗∗△ ２４ ８３±４ ８５∗∗△△ ８ １５±０ １４∗∗ ０ ７２±０ １３∗∗△△

酒五味子中剂量组 １ ０６±０ ４８∗∗△△ ８ ４８±１ ５３∗∗△ ２１ ４１±２ ６５∗∗△ ８ ０１±０ １２∗∗△△ ０ ７６±０ ０９∗∗△△

酒五味子高剂量组 １ ４９±０ ７７∗∗△△ ８ １５±０ ２７∗∗△ ２２ ９５±７ ５４∗∗△△ ８ １５±０ １２∗∗ ０ ７５±０ １６∗∗△△

醋五味子低剂量组 ３ ２２±０ ８９ ７ ０２±１ ０２∗ ２７ ７９±５ ７１∗ ８ ２３±０ ２１∗∗ ０ ６１±０ ０３∗∗

醋五味子中剂量组 ２ ７１±０ ２７∗ ７ ２２±１ ７７∗ ２７ ２８±６ ２２∗∗ ８ １９±０ １０∗∗ ０ ７２±０ ０６∗∗△△

醋五味子高剂量组 ２ ８２±２ ３０∗ ７ １１±０ １０∗ ２７ ３０±５ ４１∗∗△ ８ ２１±０ １９∗∗ ０ ７２±０ ０８∗∗△△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与同剂量生品组比较，△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

薄适度， 各层细胞分布规律， 神经元分布均匀， 细胞结构

清晰， 核大而圆且位于中央， 可见 １～ ２ 个核仁； 模型组脑

组织大量神经元变性坏死， 脑皮质明显变薄， 神经元数量

明显减少， 细胞体积缩小， 三角形或多角形， 染色加深，

嗜伊红增强， 染为蓝紫色， 细胞核偏位或结构不清， 核仁

不见； 各给药组脑皮质轻度变薄， 神经元数量略减少， 细

胞体积缩小， 三角形或多角形， 染色加深， 嗜伊红增强，
染为蓝紫色， 细胞核偏位或结构不清。

图 １　 五味子及不同炮制品对小鼠脑组织病理形态学的影响 （ＨＥ 染色，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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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

衰老是一种不可逆的功能减退性的生理过程， 是自然

界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 但衰老诱导的多种年龄相关退行

性疾病， 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因此找到一种质优

价廉的抗衰老药物势在必行。
Ｄ⁃半乳糖致衰老模型是目前国内最常用的一种制备动

物亚急性衰老的模型［８⁃９］ 。 小鼠连续长期腹腔注射 Ｄ 半乳糖

会导致体内多种生化指标发生改变。 氧化应激在脑老化及

各种衰老相关的退行性疾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动物体

内不断地进行着新陈代谢， 从而产生 活 性 氧 副 产 物

（ＲＯＳ）， ＲＯＳ 的积聚导致一些细胞大分子发生氧化损伤，
从而加剧老化。 ＳＯＤ 和 ＣＡＴ 在活性氧的代谢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机体内的 ＭＤＡ 能引起细胞结构和功能的破坏，
其含量可间接反应体内自由基对机体的氧化损伤程度［１０］ ；
ＡｃｈＥ 能使脑组织中在调节学习记忆功能中起重要作用的

Ａｃｈ 含量降低； ＧＳＨ 能有效缓解机体内的氧化损伤， 是重

要的抗氧化剂和自由基清除剂。 机体的免疫功能也与衰老

密切相关。 脾脏和肝脏是机体重要的免疫器官， 免疫系统

在衰老过程中经历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各免疫器官功能减

弱是衰老的特征之一， 因此脾脏和肝脏指数的高低在一定

程度上能反映机体免疫功能状况及衰老程度。
Ｄ⁃半乳糖是一种氧化剂， 可以诱导各器官的衰老。 陈

慧等［１１］考察了 Ｄ⁃半乳糖致小鼠衰老的最佳剂量， 因此选择

５００ ｍｇ ／ ｋｇ 作为本实验造模药给药剂量。 本实验中， 我们观

察到五味子及不同炮制品水煎液可以通过抑制 ＲＯＳ 的积聚

和脂质过氧化反应， 使复杂的抗氧化系统抵抗氧化应激，
通过调节 ＳＯＤ、 ＧＳＨ、 ＭＤＡ 及 ＣＡＴ 等指标， 从而使体内完

成了自我进化， 达到了抗衰老的目的。
本实验首次进行了酒五味子的抗衰老作用研究， 首次

全面系统的采用五味子及两种不同炮制品水煎液对 Ｄ⁃半乳

糖致衰老小鼠进行抗衰老作用研究。 关于造模方式， 是在

查阅文献的基础上筛选出的现有使用最多且造模成功率最

高的一种方法， 并在预实验中进行验证。 综上所述， 五味

子及不同炮制品水煎液对 Ｄ⁃半乳糖致衰老小鼠具有抗衰老

作用， 并且酒五味子作用更为显著， 为酒五味子 “入补药

熟用” 提供了有力的现代药理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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