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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大鼠肝组织中抗氧化应激指标变化，分析“汗渍法”炮制了哥王前、后大鼠肝脏的抗氧化能

力变化。方法：将健康SD雄性大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了哥王生品提取物高、中、低浓度组(0.4050、
0.2025、0.1013 g/kg)、了哥王炮制品提取物高、中、低浓度组(0.4050、0.2025、0.1013 g/kg)，每

组6只。灌胃给药15天后，取肝脏，检测大鼠肝组织抗氧化相关因子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
过氧化氢酶(CAT)、谷胱甘肽(GSH)含量或活性。结果：与空白对照组比较，给药了哥王生品组的SOD、

CAT、GSH相对降低，MDA含量相对升高，炮制品组各指标无显著性差异。结论：了哥王经“汗渍法”

炮制后，降低了药物对大鼠肝组织的毒性，修复大鼠肝脏抗氧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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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the changes of the anti-oxidative stress indexes in the liver tissues of rats, the 
changes in the anti-oxidation ability of the livers of rats before and after processing by the “Sweat 
Soaking Method” of W. indica were analyzed Methods: Healthy male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
vided into a blank control group, a high, medium, and low concentration group of W. indica raw 
product ethanol extract (0.4050, 0.2025, 0.1013 g/kg), and a high, middle and low concentration 
group of W. indica raw product ethanol extract ( 0.4050, 0.2025, 0.1013 g/kg). After 15 days of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the liver was taken, and the antioxidant-related factors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malondialdehyde (MDA), catalase (CAT) and glutathione (GSH) in rat liver tissue 
were detect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the anti-oxidation test of rat liver 
tissue showed that the SOD, CAT, GSH of the W. indica raw material group were relatively lower, 
and the MDA content was relatively high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dicators of 
the processed product group. Conclusion: After being processed by the “Sweat Soaking Method” of 
W. indica, the toxicity of the drug to the liver tissue of rats is reduced, repairing the antioxidant 
capacity of rat 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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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了哥王(Wikstroemia indica (L.) C. A. Mey.)来源于瑞香科荛花属植物干燥根或根皮[1]，其味苦、微辛，

性寒，有大毒，归肝、肺经。具有抗菌、抗炎、抗病毒、抗肿瘤、镇咳袪痰、降低心肌耗氧量等药理作

用[2] [3]。了哥王作为毒性药材，其果实、茎、叶、根皮均有毒，若服用过量或处理不当可导致中毒[4]，
时常伴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不良反应。了哥王的毒性在历代本草中曾有记载，如《生草药性备要》记

载其“有毒，能杀人，不可乱服，此药毒狗，犬食必死”。了哥王化学成分复杂，药理作用广泛，疗效

确切，但因其毒性较大，临床应用受到限制。目前，研究者对了哥王的研究集中于化学成分、药理药效，

在毒性方面的研究较少。课题组前期急性毒性实验发现了哥王经“汗渍法”炮制后，有减少药物的毒性

的作用[5]。此外，药效学发现了哥王“汗渍法”炮制后有减毒存效的作用[6] [7]。 
据文献报道，冯果等人发现了哥王不同极性部位提取物对大鼠肝脏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其中了哥王

乙醇、乙酸乙酯提取部位具有明显的肝毒性[8]。临床用药了哥王片致重症多形红斑型药疹伴药物性肝损

伤 1 例[9]，说明了哥王对肝脏有一定毒副作用。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过氧化氢酶(CAT)、
谷胱甘肽(GSH)为抗氧化应激指标，存在于各种生物体内，本次研究以肝组织中抗氧化应激指标的变化对

比了哥王“汗渍法”炮制前和炮制后的乙醇提取物对大鼠肝脏抗氧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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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 

2.1. 实验动物 

健康 SPF 级 SD 雄性大鼠，动物许可号：SCXK (湘) 2019-0013，购买后在实验室适应性饲养 5 天，

室内采取 12 h 光照，12 h 避光循环饲养，且控制室内温度为(25 ± 1)℃，相对湿度为(50 ± 10)%，期间自

由饮水、进食。本研究动物实验已通过相关伦理许可。 

2.2. 仪器 

电热恒温水浴锅(批号 09444)购自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高速冷冻离心机(批号 12316030028)
购自湖南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公司；LC-SFJ-10 手持匀浆机(批号 201912680)购自上海力辰邦西仪器

科技有限公司；全自动酶标仪(批号 TO9-1S)Thermo scientifie 公司；JM-A10002 电子天平(批号 00000792-1)
购自诸暨市超泽衡器设备有限公司。 

2.3. 试剂 

了哥王生品乙醇提取物及炮制品提取物(批号 20190725)均由贵州中医药大学药剂实验室自制；氯化

钠注射液(批号 E120121712)购自贵州科伦药业有限公司；SOD 试剂盒(批号 0313A21)上海茁彩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MDA 试剂盒(批号 20210310)购自北京索莱宝；CAT 试剂盒(批号 20210301)购自索莱宝生化试

剂盒事业部；GSH 试剂盒(批号 20210312)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CMC-Na(批号 20170110)购自

天津恒兴化学试剂制造有限公司。 

3. 方法 

3.1. 了哥王生品及炮制品样品制备 

了哥王按照课题组前期的“汗渍法”炮制，并采用乙醇渗漉提取得到了哥王生品与炮制品的醇提物

[10]。 

3.2. 动物分组与给药 

将雄性 SPF 级 SD 大鼠(许可证号：SCXK(湘) 2019-0013) 42 只，随机分为 7 组，即生品高、中、低

剂量组、炮制品高、中、低剂量组、空白组。通过灌胃的方式给药(生品给药剂量高：0.4050 g/kg、中：

0.2025 g/kg、低：0.1013 g/kg，炮制品给药剂量与生品组一致，以 1.0% CMC-Na 溶液为溶剂)，空白组(灌
胃等体积 1% CMC-Na)，一次/d，连续给药 15 天。 

3.3. 组织采集 

大鼠给药 15 天后，取材前 12 h 禁食，麻醉后取肝脏组织于−80℃条件保存。 

3.4. 肝组织中 SOD 含量检测 

称取肝脏组织 0.1 g，加入 1 ml 提取液冰浴匀浆，得肝组织匀浆液，8000 g，4℃离心 10 min，取上

清液备用。用准备好的上清液按 SOD 试剂盒操作，测定样品中 SOD 含量。 

3.5. 肝组织中 MDA 含量检测 

按 3.4 项下方法制备肝组织样品，按 MDA 试剂盒操作，测定样品中 MDA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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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肝组织中 CAT 含量检测 

按 3.4 项下方法制备肝组织样品，按 CAT 试剂盒制备各组肝组织样品，并测定各组样品中 CAT 含量。 

3.7. 肝组织中 GSH 含量检测 

先称取肝脏组织，按照牛血清白蛋白(BSA)标准试剂盒说明书制定标准曲线并测定大鼠肝组织蛋白含

量。按照 GSH 试剂盒测定各组样本组织 GSH 活性。用酶标仪检测 405 nm 波长处各孔 OD 值。GSH 含

量按试剂盒说明书公式计算。 

3.8. 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结果采用 SPSS 分析，P < 0.05 或 P < 0.01 具有统计学差异。 

4. 结果 

4.1. 了哥王生品及炮制品对大鼠肝组织 SOD 含量的影响 

了哥王生品与炮制品对大鼠肝组织中 SOD 含量影响，如表 1 所示，了哥王生品组随着给药浓度的升

高，SOD 值逐渐下降，且生品低剂量组与生品高剂量组有显著性差异(P < 0.05)；了哥王炮制品高、中、

低剂量组随着浓度变化无显著性差异，炮制品高、中、低剂量组 SOD 值较生品相应浓度组高，且炮制品

各剂量组与生品高剂量组均有显著性差异(P < 0.05)；各给药组与空白组比较，生品高剂量组比空白组SOD
值显著下降(P < 0.05)，生品中剂量组比空白组 SOD 值稍有降低，但无显著性变化。生品低剂量组与炮制

品各浓度组比空白组稍有上升，但无显著性变化。 
 

Table 1. The effect of the “Sweat Soaking Method” on the SOD enzyme before and after 
processing by W. indica ( x s± , n = 4) 
表 1. 了哥王“汗渍法”炮制前后对 SOD 酶的影响( x s± , n = 4) 

组别 SOD/(U/g) 

生品高剂量 575.8631 ± 57.4938* 

生品中剂量 635.8710 ± 29.4585 

生品低剂量 645.0644 ± 41.0062# 

炮制品高剂量 650.9996 ± 48.6431# 

炮制品中剂量 645.8091 ± 48.1465# 

炮制品低剂量 670.1925 ± 25.963# 

空白组 640.6407 ± 39.381  

注：与空白组对比，*P < 0.05；与生品高剂量组对比，#P < 0.05。 

4.2. 了哥王生品及炮制品对大鼠肝组织 MDA 含量的影响 

了哥王生品与炮制品对大鼠肝组织中 MDA 含量影响，如表 2 所示，了哥王生品组随着给药浓度的

升高，MDA 值逐渐上升，生品高剂量组与低剂量组有显著差异(P < 0.05)；了哥王炮制品各组随着浓度变

化无显著性差异，与生品组比较，各剂量组 MDA 值相对较低，且炮制品各剂量组与生品高剂量比较有

显著性差异(P < 0.05)；各给药组与空白组比较，生品高剂量组显著上升(P < 0.05)，其余各组无显著性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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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effect of the “Sweat Soaking Method” on the MDA enzyme before and after 
processing by W. indica ( x s± , n = 4) 
表 2. 了哥王“汗渍法”炮制前后对 MDA 的影响( x s± , n = 4) 

组别 MDA/nmol/g 

生品高剂量 62.3409 ± 2.7694* 

生品中剂量 55.7103 ± 5.2393 

生品低剂量 53.6028 ± 5.969# 

炮制品高剂量 52.0821 ± 3.9851# 

炮制品中剂量 51.1598 ± 6.4521# 

炮制品低剂量 53.5479 ± 4.0269# 

空白组 53.9978 ± 4.5222  

注：与空白组对比，*P < 0.05；与生品高剂量组对比，#P < 0.05。 

4.3. 了哥王生品及炮制品对大鼠肝组织 CAT 含量的影响 

了哥王生品与炮制品对大鼠肝组织中 CAT 含量影响，如表 3 所示，了哥王生品组随着给药剂量升高

CAT 值下降，生品高剂量组与低剂量组有显著差异(P < 0.05)；炮制品组随着给药剂量升高稍有降低，但

无显著性差异，炮制品各组 CAT 值较生品组高，且与生品高剂量组比较，炮制品各剂量组显著性升高；

各给药组与空白组比较，生品高、中剂量组显著降低(P < 0.01、P < 0.05)，其余各组与空白组比较无显著

性差异。 
 

Table 3. The effect of the “Sweat Soaking Method” on the CAT enzyme before and after 
processing by W. indica ( x s± , n = 4) 
表 3. 了哥王“汗渍法”炮制前后对 CAT 的影响( x s± , n = 4) 

组别 CAT 活性(U/g) 

生品高剂量 153.4734 ± 9.5766** 

生品中剂量 160.6406 ± 10.2206* 

生品低剂量 173.7326 ± 20.1797# 

炮制品高剂量 178.2241 ± 3.7110# 

炮制品中剂量 180.8043 ± 12.3785## 

炮制品低剂量 184.8179 ± 14.8291## 

空白组 182.7155 ± 11.1357 

注：*表示与空白组比较，*P < 0.05，**P < 0.01；#表示与生品高剂量组比较，#P < 0.05，
##P < 0.01。 

4.4. 了哥王生品及炮制品对大鼠肝组织 GSH 含量的影响 

了哥王生品及炮制品对大鼠肝组织 GSH 含量的影响如表 4 所示，了哥王生品组随着给药剂量升高，

GSH 值稍有下降。生品组与空白组比较，其中生品高、中剂量组显著性下降(P < 0.01、P < 0.05)；炮制组

与空白组比较无显著差异。炮制品组与生品组比较，炮制品各剂量组 GSH 值较生品高剂量组显著性升高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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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effect of the “Sweat Soaking Method” on the GSH enzyme before and after 
processing by W. indica ( x s± , n = 4) 
表 4. 了哥王“汗渍法”炮制前后对 GSH 的影响( x s± , n = 4) 

组别 GSH 含量(μmol/gprot) 

生品高剂量 34.6681 ± 2.6291** 

生品中剂量 36.1637 ± 1.6609* 

生品低剂量 37.5108 ± 4.0197 

炮制品高剂量 39.6895 ± 3.5287# 

炮制品中剂量 39.7472 ± 2.5396# 

炮制品低剂量 40.3144 ± 3.8643# 

空白组 41.2123 ± 1.7663 

注：*表示与空白组比较，*P < 0.05，**P < 0.01；#表示与生品高剂量组比较，#P < 0.05，
##P < 0.01。 

5. 讨论 

古人曰：“用药如用兵”，有毒中药素有“将军”之称，是因用之得法，效捷力宏,“以毒攻毒”，

非寻常药物所能比[11]。根据古往今来中药炮制经验可知，合理的炮制工艺可以起到一定的降低药材毒性、

提升药物效果等作用[12]。了哥王为毒性药材，化学成分复杂，药理作用广泛，临床用药疗效确切，但因

其毒性较大，临床曾发现口服了哥王可导致死亡[13]，使得了哥王的临床应用受限制。课题组前期研究发

现“汗渍法”炮制可降低了哥王毒性，“汗渍法”来源民间，即将药材捆于人腰部，以汗液浸渍、以体

温温煦药材，从而达到降低药材毒性的目的。了哥王的毒性可体现在体内肝脏组织中造成一定肝损伤，

于是本次实验比较了了哥王经“汗渍法”炮制前、后对大鼠肝毒性影响。 
SOD、CAT、GSH 酶是生物体内的抗氧化酶，广泛存在各种生物内，对人体存在抗氧化、抗衰老、

抗辐射等作用。大量的自由基堆积会造成细胞损伤，SOD、CAT、GSH 酶均能清除过量的自由基，修复

细胞损伤。MDA 是自由基与脂质结合发生过氧化反应的产物，MDA 的堆积造成细胞毒性。因此本实验

以 SOD、MDA、CAT、GSH 为肝组织损伤的检测指标，当肝组织受到损伤时，使得抗氧化因子 SOD、

CAT、GSH 等活力显著下降，MDA 升高[14]。基于此，实验以肝组织抗氧化应激指标的变化，判断了哥

王炮制前、后对肝脏损伤情况。 
实验结果发现，生品组和炮制品组各组间因浓度的变化无显著性差异，可能与实验设计的给药剂量

有关，但总体整个实验，炮制品组的抗氧化效果较生品组好。和空白对照组比较，了哥王生品组的 SOD、

CAT、GSH 酶活力都相对较低，MDA 活力相对升高，且生品高、中剂量组 CAT、GSH 显著性差异(P < 0.01, 
P < 0.05)，生品高剂量 SOD，MDA 有显著性差异(P < 0.05)；了哥王炮制品组各指标和空白组比较无显著

性差异，与生品高剂量组比较，SOD、CAT、GSH 活力显著上升，MDA 活力显著下降。本实验结果说

明了哥王生品乙醇提取物降低大鼠肝脏的抗氧化能力，经“汗渍法”炮制后了哥王有修复肝脏抗氧化的

效果。了哥王对大鼠存在肝毒性，本实验进一步证明大鼠肝脏的抗氧化能力与肝损伤有关，了哥王毒性

致肝损伤引起氧化与抗氧化平衡的紊乱，“汗渍法”炮制后可上调肝脏抗氧化因子 SOD、CAT、GSH 活

力或含量，下调 MDA 含量，从而减轻肝脏损伤，增加肝脏的抗氧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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