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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茶氨酸与两种药材免疫作用的比较 
刘文娜  苏林梁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 目的：观察比较茶叶茶氨酸与黄芪、大枣对正常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正常 KM 小鼠随机分为正常空白组、茶叶茶氨酸组、

大枣组、黄芪组，连续灌胃 30d 后，测定各组小鼠体质量及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小鼠碳廓清及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NK 细胞活性。结果：

与正常空白组比较，三个实验组小鼠足趾肿胀度显著增加（P＜0.05，P＜0.01)，NK 细胞活性显著增高（P＜0.05)；茶叶茶氨酸组小鼠溶血空

斑数、淋巴细胞增值加与不加 conA 吸光度差值及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吞噬指数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均显著增加（P＜0.05) 。结论：茶

叶茶氨酸、黄芪、大枣均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增强正常小鼠免疫能力的作用，茶叶茶氨酸在小鼠体液免疫抗体生成细胞（溶血空斑数）方面、

淋巴细胞增强能力及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能力，较黄芪、大枣作用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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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氨酸是茶树中的一种非蛋白氨基酸，为茶叶的主要呈味物质之

一。茶氨酸具有广泛的药理功效如抗肿瘤、脑神经保护、抗抑郁、增

强免疫、改善认知、降血压、抗运动性疲劳等[1]。许多研究报道 L-

茶氨酸可通过提高细胞免疫因子的分泌，增强免疫功能。Bukowski

等[2]研究表明 L-茶氨酸可诱导人体的免疫应答和免疫记忆。L-茶氨酸

在体内代谢成乙胺后，识别并激活外周血中的γδT 细胞，使γδT

细胞增殖并分泌干扰素γIFN-γ）和肿瘤坏死因子-α，提高机体非

特异性免疫力。Li 等研究显示，L-茶氨酸通过改变血液中 Th2/Th1

细胞因子的平衡，降低血清皮质酮水平，提升大脑中多巴胺和 5-羟

色胺含量从而改善大鼠免疫功能[3]。研究发现，茶氨酸能效提高小鼠

的碳廓清能力和显著增加小鼠迟发型超敏反应（DTH）程度。且谭俊

峰等进行急性毒性试验，结果茶氨酸对雌雄小鼠经口最大耐受量

（MTD）均大于 20.0g/kg，说明茶叶茶氨酸属无毒类[4]。 

黄芪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为补气的要药，《本草纲目》曾记载

“可治一切气衰血虚之症”它有补气固表的功能。现代医学发现其药

理作用甚广，除能增加  

机体免疫功能、增加细胞代谢，还有强心、降压、辅助抗癌治疗

的功能。黄芪作为常用的“扶正固本，补益中气”的药物，主要的药

理成分是多糖、皂甙、黄酮、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可作用于多种免疫

活性细胞，有促进细胞因子的分泌，促进机体非特异性免疫、细胞免

疫及体液免疫的功能[5]。大枣为鼠李科植物枣的成熟果实，它是我国

的传统中药，应用历史悠久，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大枣

为诸药之上品，民间誉大枣为“益寿果”。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大枣中

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包括氨基酸类、糖类、维生素和 Ca、Fe、K、

Mg、Mn、Al 等多种微量元素，且大枣中还含有大量的核苷酸衍生物，

在临床医学中具有重要的应用，大枣具有延缓衰老、抗氧化、提高免

疫、保护肝脏、抗Ι型变态反应和抑制中枢神经作用[6]。 

本实验观察比较茶叶茶氨酸与黄芪、大枣对正常小鼠免疫功能的

影响。 

1 仪器与材料  

1.1 仪器与设备 旋转蒸发仪、电子分析天平、光吸收酶标仪、生

物显微镜等。  

1.2 实验动物 SPF 级健康 KM 小鼠，体重 18-22g，由中国医学

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1.3 受试物 茶叶茶氨酸 批号 20170423,由陕西森弗天然制品有

限公司提供。黄芪批号 20161106，大枣批号 20160918，均购自安国

市佳盛中药材销售有限公司。黄芪和大枣分别粉碎后进行受试物的配

制。 

1.4 分组与剂量 将小鼠随机分成五个大组，每个大组再重新分成

4 个小组，分为正常空白组、茶叶茶氨酸组、大枣组、黄芪组。茶叶

茶氨酸组灌胃 0.025g/kg·bw 的茶叶茶氨酸；大枣组灌胃 0.66g/kg·bw

的大枣粉；黄芪组灌胃 0.82g/kg·bw 的黄芪粉；临用前用蒸馏水配制。

正常空白组给予等体积蒸馏水。各组小鼠灌胃体积为 20mL/kg。每天

灌胃 1 次，连续 30d 后，进行各免疫相关指标测试。 

2 方法 按照《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 2003 版》之增强免

疫力功能检验方法进行小鼠细胞免疫、体液免疫、NK 细胞活性实验、

小鼠碳廓清吞噬实验及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实验。 

2.1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7.0 处理实验数据，实验数据采用(x±s)

表示,P＜0.05 表示有显著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对小鼠体重、脏器及脏体比的影响 各实验组小鼠实验初期、

实验中期、实验末期体重与正常空白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各实验组小鼠胸腺/体重比值、脾脏及脾脏/体重比值与正

常空白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2 对小鼠细胞免疫的影响 连续灌胃不同的受试物 30 天后，茶

叶茶氨酸组小鼠的淋巴细胞增殖能力显著高于正常空白组(P＜0.05)；

三个实验组小鼠的足趾肿胀度与正常空白组比较均显著增厚，差异有

显著性(P＜0.05，P＜0.01)。 

表 1 对小鼠细胞免疫的影响          

组别 
动物数

（只） 

加与不加 ConA 孔吸

光度差值（OD) 

足趾肿胀

度，mg 

正常空白组 10 0.040±0.016 0.36±0.11 

茶叶茶氨酸组 10 0.061±0.019* 0.70±0.16** 

大枣组 10 0.046±0.017 0.63±0.15* 

黄芪组 10 0.048±0.017 0.60±0.09* 
* 与正常空白组比较 P＜0.05，**与正常空白组比较 P＜0.01 

3.3 对小鼠体液免疫的影响  茶叶茶氨酸组小鼠溶血空斑数，显

著多于正常空白组(P＜0.05)；三个实验组小鼠的血清溶血素与正常空

白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表 P＞0.05)。  

表 2 对小鼠体液免疫的影响          

组别 
动物

（只） 

溶血空斑数 

（×103/全脾） 

HC50 

（×103 全脾） 

正常空白组 10 115.83±22.50 170.63±29.27 

茶叶茶氨酸

组 
10 156.95±19.22* 185.50±38.31 

大枣组 10 130.92±20.31 180.44±36.45 

黄芪组 10 134.03±24.20 178.84±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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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正常空白组比较 P＜0.05 

3.4 对小鼠 NK 细胞活性、碳廓清及巨噬细胞吞噬能力的影响  三

个实验组小鼠的 NK 细胞活性较正常空白组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三个实验组小鼠碳廓清吞噬指数与正常空白组

比较，无明显影响；茶叶茶氨酸组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

指数显著高于正常空白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大枣组、黄

芪组两个组的小鼠则无明显变化（P＞0.05)。 

表 3. 对小鼠单核-巨噬细胞功能的影响（ sx ± ） 

组别 
动物 

（只） 

NK 细胞 

活性 

碳廓清吞噬 

指数（a） 

吞噬鸡红吞噬

指数 

正常空白组 10 40.7±13.0 6.10±1.55 0.35±0.14 

茶叶茶氨酸组 10 65.0±15.1* 6.55±1.80 0.59±0.16* 

大枣组 10 58.7±15.3* 6.37±2.05 0.42±0.20 

黄芪组 10 61.6±17.5* 6.76±1.79 0.44±0.21 
* 与正常空白组比较 P＜0.05 

4 讨论 

免疫功能是机体防御和清除各种有害因素的能力，即体内“正气”

的主要体现。现代医学对机体的免疫功能进行评价主要通过观察对机

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巨噬细胞吞噬活性)和特异性免疫功能的影响，

其中特异性免疫功能又包括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7］。本实验通过与

黄芪、大枣两种中药材对比，发现茶叶茶氨酸、黄芪、大枣均能增加

小鼠的免疫能力，其中茶叶茶氨酸在小鼠体液免疫抗体生成细胞（溶

血空斑数）方面、淋巴细胞增强能力及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能

力，较黄芪、大枣作用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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