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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利用动物炎症模型评价屏边三七总皂苷的抗炎活性。方法 对二甲苯所致的耳肿胀模型小鼠进行给药实验，计算模型小鼠的耳

肿胀度和耳肿胀抑制率，检测耳肿胀组织中炎症因子的含量，分析其各小组的变化差异，以探讨其抗炎的作用效果及机制。结果 除模型组

外其余各组小鼠炎症耳肿胀度均显著降低（P＜0.05 )；其炎症组织中 TNF-α、IL-1β、PGE2、NO 和MDA 含量均显著降低（P＜0.05 )。结

论：屏边三七总皂苷具有一定的抗炎活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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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边三七为五加科人参属多年生阴生草本植物，有民间调查显

示其在治疗跌打损伤方面药用价值显著［1-3］。但有关屏边三七的抗

炎作用及临床研究尚未见系统报道。基于此，本研究拟通过炎症小鼠

模型做动物实验验证，初步考察屏边三七皂苷的抗炎作用及机制，为以

后的临床研究开发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1.材料：

1.1 动物

昆明小鼠，性别各半，年龄约为 6-8 周左右。（由湖南省长沙

市天勤生物技术公司提供）

1.2 药品、试剂与仪器

1.2.1 主要的实验药品：

布洛芬、佛波酯（TPA)、二甲苯、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检测试剂盒、一氧化氮（NO）检测试

剂盒、E2（PGE
2
）ELISA 检测试剂盒、白细胞介素 1β（IL-1β）

ELISA 检测试剂盒、丙二醛（MDA）检测试剂盒，

1.2.2 主要的仪器：

电子天平CP114，万能高速粉碎机，超纯水器，超声波清洗仪

BL10-250A，旋蒸器，Epoch 型酶标仪，G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电热恒温干燥箱，台式离心机，血管钳，眼科镊子。

2.方法

2.1 屏边三七总皂苷的制备

2.1 屏边三七总皂苷的制备

屏边三七根茎洗净后阴干打粉，称取粉末 1000g，提取液浓度

为 70%乙醇（10L），超声提取 3次，每次提取时间 40 min。合并浓

缩形成浸膏[5]。按柱总体积的 1/5 体积比的水溶解后大孔树脂上样，

用纯净水、30%浓度的乙醇、70%浓度的乙醇依次进行洗脱后收集

最后洗脱部位，经旋干后的黄白色粉末即得含量约为 31.69%的屏

边三七总皂苷[7-8]。

2.2 动物试验

2.2.1 屏边三七皂苷对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的影响考察

取小鼠 50 只，适应性喂养 2天后，观察其生理活动为正常后，

平均分为 5组，（模型对照组、阳性对照组、高、中、低三个剂量

实验药物组。阳性对照组灌喂布洛芬（10mg/kg），实验药物三个剂

量组分别按屏边三七皂苷（100mg/kg）、（50mg/kg）、（25.0 mg/kg）

灌喂，模型对照组小鼠灌喂 0.9%生理盐水，每天 1 次，连续给药

一周，最后一次给药后 1小时在小鼠右耳内、外侧各均匀涂抹 10uL

二甲苯，用左耳作为对照（涂抹生理盐水）[9-12]。涂抹致炎药物 1.0h

后，剪下小鼠左右耳廓，用 7mm打孔器在两耳相同部位处取下耳

片并称定其质量，按照以下公式计算耳肿胀度和肿胀抑制率：

耳肿胀度（mg）＝致炎后右耳片质量－未致炎左耳片质量[6]；

肿胀抑制率（％）＝（[模型对照组肿胀度平均值－给药组肿胀

度平均值）/模型对照组平均肿胀度]×100％[6]。

2.2.2 屏边三七对二甲苯致炎小鼠耳肿胀组织中 TNF-α、

IL-1β、PGE
2
含量的影响考察：

将上述打孔取下的肿胀小鼠模型耳肿胀组织，去皮后绞碎放入

装有冰生理盐水的试管中，匀浆处理后离心分离，取上层清液放置

－80 ℃冰箱保存备用。室温解冻后采用 ELISA 法以酶标仪测定相

关 T炎症因子[12-13]

。

2.2.3 屏边三七总皂苷对小鼠耳耳肿胀组织中MDA、NO含量的

影响变化试验

取上述上清液室温解冻，采用硫代巴比妥酸微量法测定MDA含

量，采用硝酸还原酶法测定NO含量[13-14]

2.3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sx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t检

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9]。3.结果与分析

表 1各试验组小鼠耳肿胀度及肿胀抑制率的测定分析（ sx  ，n＝10）

组别 给药剂量/mg.kg-1 耳肿胀度/mg 抑制率%

模型对照组 -- 6.9±0.4 --

布洛芬松组 10 2.1±0.2** 71.24%

屏边三七皂苷高剂量组 100 2.4±0.2** 65.71%

屏边三七皂苷中剂量组 50 3.4±0.6* 51.42%

屏边三七皂苷低剂量组 25 5.2±0.18* 40.01%

注：表格中＊表示 P＜0.05，＊＊表示 P＜0.01 ，下同

分析表 1中的数据可知，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布洛芬组及屏边三七皂苷高中低剂量组小鼠耳肿胀度及肿胀抑制率均表现出显著差异（P

＜0.05），表明屏边三七皂苷对耳肿胀模小鼠型具有抗炎作用。

表 2各组模型小鼠耳肿胀组织中炎症因子 TNF-α、IL-1β和 PGE2的测定结果（ sx  ，n＝10）

组别

剂量/mg.kg-1 TNF-α pg/mg IL-1βpg/mg PGE
2
pg/mg

模型对照组 -- 197.14±7.1 298.54±1.1 110.34±1.6

布洛芬组 10 92.23±0.9** 209.34±1.9** 53.34±1.4**

屏边三七皂苷高剂量组 100 110.45±2.5** 213.33±1.8** 68.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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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边三七皂苷中剂量组 50 124.17±1.7* 236.73±1.4* 89.34±4.8*

屏边三七皂苷低剂量组 25 162.67±2.5 253.56±1.7 96.34±5.5

分析表2的数据可知，布洛芬组和屏边三七皂苷高、中剂量组中炎症组织的炎症因子含量均显著降低（P＜0.05）；低剂量组上述指标

下降不明显（P＞0.05）。

表 3各组模型小鼠耳肿胀组织中 NO 和MDA 的含量测定结果（ sx  ，n＝12）

组别 剂量/mg.kg-1 NO umol/mg MDA nmol/mg

模型对照组 -- 6.81±0.9 12.97±1.1

布洛芬组 10 3.77±1.4** 7.32±1.7**

屏边三七皂苷高剂量组 100 4.11±3.2** 8.03±4.1**

屏边三七皂苷中剂量组 50 4.99±7.4* 9.14±3.9*

屏边三七皂苷低剂量组 25 6.17±2.9* 11.01±4.6

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阳性药物组和屏

边三七皂苷高、中剂量组小鼠的NO和MDA含量均显著降低（P＜0.05

或P＜0.01）。

4.讨论

炎症反应的实质是机体受侵染或损伤时因防御机制被激活而

释放出过量自由基的过程，机体受刺激后释放炎症因子刺激组织，

引起机体局部发生红肿和热痛[10]。进一步引起肿瘤坏死因炎症因子

释放，造成炎症级联放大反应[12-15]，从而导致机体各种病变的发生。

本实验中，屏边三七总皂苷实验组与模型对照比较，变化差异

显著，表明屏边三七总皂苷具有一定抗炎活性，其抗炎机制与抑制

TNF-α、IL-1β、PGE2、NO 和MDA 的释放有关[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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