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茯苓木香配伍增强免疫实验研究 

倪莺萍  赵  星 

北京惠蜂高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0024 

【摘  要】目的 研究茯苓、木香及配伍增强免疫的作用及安全性。方法 增强免疫实验：参考 2003 版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进行实验，茯

苓、木香及茯苓、木香配伍组分别以 0.27g/kg.BW 剂量给予小鼠灌胃，平行设置阴性对照组，采用 MTT 法检测 ConA 诱导的小鼠淋巴细胞增殖转化功能，

耳肿胀法检测小鼠的迟发型变态反应，Jerne 改良玻片法检测小鼠抗体生成细胞数，血凝法检测小鼠血清溶血素水平，内眦静脉注射法检测碳廓清能力，

半体内法检测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能力，乳酸脱氢酶测定法检测 NK 细胞活性。以茯苓木香复配物灌胃小鼠进行急性毒性实验，并以 0.83、

1.67、3.33g g/kg.bw（相当于人体推荐剂量的 25 倍、50 倍、100 倍）剂量对大鼠进行 30d 喂养，观察生长发育情况，进行血液学及血液生化指标检测，

脏器系数和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 各组小鼠体重及实验期间小鼠体重增长与阴性对照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生理体征、外观、行为等均未见异

常；茯苓组、木香组及茯苓、木香配伍组 ConA 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试验、迟发型变态反应（DTH）试验结果阳性；木香及配伍组抗体生成试验

结果阳性；茯苓及配伍组血清溶血素试验结果阳性；各实验组碳廓清试验、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试验结果阳性、NK 细胞活性测定结果阳性。茯苓

木香复配物灌胃给药最大耐受剂量＞15g/kg.bw，无急性毒性作用；30d 喂养实验未见明显毒副作用。结论  茯苓、木香二者均具有增强免疫力作用，二

者合用免疫增强效果更佳，且安全无毒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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茯苓在我国食用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神农本草经》中将茯苓列为

“上品”，称其“久服安魂养神，不饥延年”。茯苓性甘、淡、平，入心、

脾、肾经，也是著名的食用菌，药理实验表明茯苓具有渗湿利尿、合胃

健脾、宁心安神、抑菌、增强机体抗病能力及降低血糖的功效[1-5]；木香

系菊科植物木香的干燥根，性辛、苦、温，入脾、胃经，具有行气止痛、

消食健脾之功效，是治疗胃肠疾病的常用药[6]。药理实验表明木香具有利

胆、增强免疫力等功效[7-8]。 

本实验分别对茯苓、木香及其配伍进行增强免疫的实验研究，参考

《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2003 版）试验方法进行相关实验，并

对其配伍的安全性进行实验研究，为茯苓、木香的临床应用提供一定的

数据基础。 

1 仪器与试药 

1.1 试药 

试剂：RPMI1640 培养液、小牛血清、ConA、异丙醇、PBS 缓冲液、

MTT、Hank's 液、DNFB、鸡红细胞、补体（豚鼠血清）、绵羊红细胞（SRBC）、

Gimsa 染液、2-ME、青霉素、链霉素、YAC-1 细胞、硝基氯化四氮唑、

乳酸锂、氧化型辅酶 I。 

茯苓、木香均采购自湖南省南国药都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2 实验动物 

选用苏州大学新药研究中心培育的 SPF 级 BALB/c 雄性小鼠 60 只（

合格证编号 202100955），体重为 18～22g，Wistar 大鼠 60 只，雌雄各半

，体重为 180～220g。 

1.3 仪器 

电子分析天平、洁净工作台、离心机、显微镜、酶标仪、二氧化碳

培养箱、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 

2 方法 

2.1 动物分组与样品配制 

2.1.1 动物分组 

小鼠随机分四组，茯苓组（0.27g/kg.BW）、木香组（0.27g/kg.BW）、

茯苓木香配伍组（0.27g/kg.BW），同时设 1 个阴性对照组，增强免疫力

实验每组 10 只动物。 

阴性对照组给予等体积的生理盐水，每天灌胃 1 次，连续 30d。 

2.1.2 样品配制 

茯苓组：称取茯苓 100g，加 10 倍量水煎煮两次，合并提取液，进行

浓缩至浓度 1g/ml；木香组：称取木香 100g，加 10 倍量水煎煮两次，合

并提取液，进行浓缩至浓度 1g/ml；茯苓木香配伍组：称取茯苓、木香各

100g，加 10 倍量水煎煮两次，合并提取液，进行浓缩至浓度 1g/ml，所有

药液配制好后分装放置在-18℃环境中冷冻保存，给药前取出室温解冻并

恢复至室温相同温度。 

2.2 动物生长和脏器 / 体重比值测定 

末次给药结束后 2h，将称重后的小鼠处死，摘取胸腺和脾脏，在电

子分析天平上精确称重，计算脏 / 体比值。 

2.3 增 强 免 疫 力 实 验 

采用 MTT 法检测 ConA 诱导的小鼠淋巴细胞增殖转化功能，耳肿胀

法检测小鼠的迟发型变态反应，Jerne 改良玻片法检测小鼠抗体生成细胞

数，血凝法检测小鼠血清溶血素水平，内眦静脉注射法检测碳廓清能力，

半体内法检测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能力，乳酸脱氢酶测定法

检测 NK 细胞活性，参照《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2003 版）试

验方法进行。 

2.4 毒理学评价 

2.4.1 急性毒性实验：小鼠随机分两组，每组 10 只，禁食 16h，于 24h

内灌胃给药 3 次，累计给药量 15g/kg。给药后观察 14d 内小鼠的行为活动、

精神状态，眼口鼻有无异常分泌物，体重变化及死亡情况。 

2.4.2 30 天喂养试验：大鼠 60 只，雌雄各半，随机分为茯苓木香配伍

0.83、1.67、3.33g/kg.bw（相当于人体推荐剂量的 25 倍、50 倍、100 倍）

3 个剂量组和空白对照组，自由饮食，连续喂养 30d，每天观察并记录动

物的外观行为，对体重增长、饮食量、摄食量、血液学（红细胞计数、

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含量、中性粒细胞、血小板计数、淋巴细胞、单

核细胞）、血液生化学（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尿素氮、肌酐、总胆

固醇、总蛋白、白蛋白、甘油三酯、血糖）检测、并解剖进行脏器系数

和病理组织学检查。 

3 实验结果 

3.1 样品对小鼠生长、体重和免疫器官脏器/体重比值的影响 

在增强免疫力方面的实验中各组小鼠的生长状况良好，各组小鼠体

重及实验期间小鼠体重增长与阴性对照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生

理体征、外观、行为等均未见异常。增强免疫力实验不同实验组的胸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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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及脾脏 / 体重比值与阴性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3.2 增强免疫力功能实验结果 

3.2.1 样品对小鼠细胞免疫的影响 

ConA 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试验：茯苓组、木香组及茯苓木香

配伍组小鼠的淋巴细胞转化能力均高于阴性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迟发型变态反应（DTH）试

验：茯苓组、木香组及配伍组小鼠的左右耳片重量差值均高于阴性对照

组，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判定细

胞免疫试验结果阳性，结果见表 1。 

3.2.2 样品对小鼠的体液免疫的影响 

抗体生成细胞测定：木香组及茯苓木香配伍组小鼠的抗体生成细胞

数均高于阴性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血清溶血素测定：茯苓组及配伍组小鼠的抗体积数均高于阴性

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显

示体液免疫试验结果阳性，结果见表 1。 

表 1  小鼠细胞免疫功能、体液免疫功能实验结果（n=10， sx  ） 

分组 淋巴细胞增殖能力（OD 值） 左右耳片重量差（mg） 溶血空斑数（1x10/106 脾细胞） 抗体积数 

阴性对照组 0.13±0.06 10.45±0.88 156.7±21.5 122.2±21.7 

茯苓组 0.18±0.05* 15.71±1.39* 175.6±13.8 195.6±32.1* 

木香组 0.20±0.08* 14.65±1.57* 202.6±16.4* 147.4±36.4 

茯苓木香配伍组 0.24±0.07** 19.18±1.42** 243.8±24.6** 221.5±46.2**

*p＜0.05；**p＜0.01 

3.2.3 单核-巨噬细胞功能试验 

小鼠碳廓清试验：茯苓组、木香组及茯苓木香配伍组小鼠的吞噬指

数均高于阴性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试验：样品各剂量组小鼠的腹腔巨噬细胞

对鸡红细胞的吞噬指数和吞噬率均高于阴性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判定单核-巨噬细胞功能试验结果阳性，

结果见表 2。 

3.2.4 样品对小鼠 NK 细胞活性的实验 

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各组小鼠的 NK 细胞活性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茯苓组、木香组差异明显（p＜0.05）、茯苓木香配伍组差异显著（p＜

0.01），NK 细胞活性测定结果阳性，结果见表 2。 

表 2  小鼠单核-巨噬细胞吞噬与 NK 活性细胞实验结果（n=10， sx  ） 

腹腔巨噬细胞吞噬红细胞 
分组 碳廓清吞噬指数 

吞噬率（%） 吞噬指数 
NK 细胞活性（%） 

阴性对照组 8.01±1.49 16.2±2.1 0.51±0.07 31.2±10.4 

茯苓组 11.88±2.14* 24.9±1.1* 1.02±0.04* 39.5±11.2* 

木香组 11.65±2.46* 26.9±2.3* 1.18±0.06* 40.6±13.5* 

茯苓木香配伍组 13.22±1.56* 29.7±1.7* 1.24±0.05* 46.9±14.7** 

*p＜0.05，**p＜0.01 

3.3 毒理学评价 

3.3.1 急性毒性实验 

试验期间各组动物活动自如，毛色光泽、饮食正常、体重增长正常

。未见明显异常反应，无死亡。灌胃给药最大耐受剂量＞15/kg，无急性

毒性作用。 

3.3.2  30 天喂养试验 

各组实验动物活动、行为正常，毛色光泽、饮食正常，体重增长、

摄食量、饮食量均无异常，与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各组实

验动物的血液学及血液生化指标均在正常参考值范围内，与对照组比较

均无明显差异（P＞0.05）。经系统解剖、肉眼观察，各剂量组动物心、肝、

肾、胃、脾和睾丸等主要脏器外观形态、色泽、轮廓体积等均未见异常

病理改变，各组间未见显著性差异（P＞0.05）。动物组织器官的病理组织

学检查也未发现与受试品有关的毒性反应发生。 

3.4 实验数据统计 

所有实验数据经 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并做方差分析处理。 

4.小结与讨论 

茯苓是一种药食两用的真菌，茯苓多糖是茯苓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

有研究表明，茯苓多糖确有针对性地保护免疫器官、增加细胞免疫的功

能，从而改善机体状况，增强抗感染能力；茯苓多糖在一定程度上加快

造血机能的恢复，并可改善老年人免疫功能，增强体质，保护骨髓，减

轻和预防化疗的毒副作用，达到扶正固本、健脾补中的作用。木香行气

止痛、健脾消食，是一种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含有木香的健脾消食

丸可以有效地提高大黄所致脾虚小鼠的体液免疫功能[9]，有研究表明，木

香能升高免疫器官指数，增加抗体生成细胞数，具有减缓老年小鼠的免

疫力降低的功效。 

本次实验结果表明，茯苓木香复配物灌胃给药最大耐受剂量＞

15g/kg.bw，无急性毒性作用；30d 喂养实验未见明显毒副作用。茯苓组、

木香组及茯苓、木香配伍组 ConA 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试验、迟发

型变态反应（DTH）试验结果阳性；木香组及配伍组抗体生成试验结果阳

性；茯苓组及配伍组血清溶血素试验结果阳性；茯苓组、木香组及茯苓、

木香配伍组碳廓清试验、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试验、NK 细胞活性

测定结果阳性。茯苓、木香二者均具有增强免疫力作用，且二者合用免

疫增强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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