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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maca (Lepidium meyenii)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on 
the sexual function of male mice, seventy male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7 groups: control 
group (0.9% NS), vigra group (0.013 g/kg BW), low dosage of maca (M1) group (2.5 g maca/kg BW), 
high dosage of maca (M2) group (5 g maca/kg BW), TCM formula with no maca (P0) group (17 g 
TCM/kg BW), TCM formula with low dosage of maca (P1) group (17 g TCM + 2.5 g maca/kg BW), 
TCM formula with high dosage of maca (P2) group (17 g TCM + 5 g maca/kg BW). After all groups of 
mice were given by gavage for 28 days, the latent periods and frequencies of chasing and inter-
course were recorded, and the organ coefficients and sperm production capacity were tested. Re-
sults showed that for M2, P0 and M1 groups, the latent periods of chasing and intercourse were 
shortened, and the frequencies of chasing and intercourse were increased with an increased 
sperm production. No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 existed in organ coefficients among groups. The ca-
pacities of intercourse and sperm production of P1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P0. So, it can conclude 
that a dose of maca can improve the effect of TCM formula on sexual capacity of male mice and its 
mechanism may be relevant with promoting sperm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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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玛咖与中药配方使用对雄性小鼠性功能的影响。70只成年雄性小鼠随机平均分为7组：对照组

(0.9%生理盐水)、万艾可组(0.013 g/kg BW)、玛咖低剂量组(M1组，2.5 g玛咖/kg BW)、玛咖高剂量组

(M2组，5 g玛咖/kg BW)、无玛咖配方组(P0组，17 g配方中药/kg BW)、玛咖低剂量配方组(P1组，17 g
配方中药 + 2.5 g玛咖/kg BW)、玛咖高剂量配方组(P2组，17 g配方中药 + 5 g玛咖/kg BW)。灌胃给药

28 d，观察雄鼠捕捉潜伏期、捕捉次数、交配潜伏期和交配次数，计算雄鼠体重及性器官脏器系数并检

测精子生成情况。结果表明，M2、P0和M1组均可显著缩短雄鼠捕捉潜伏期和交配潜伏期、增加捕捉雌鼠

次数和交配次数(P < 0.05)，并可显著提高雄鼠睾丸总精子数、睾丸精子日生成量以及附睾尾总精子数(P 
< 0.05)；各试验组对雄鼠体重及性器官脏器系数无显著影响(P > 0.05)；P1组的交配能力及精子生成能

力显著高于P0组(P < 0.05)。上述结果表明，一定剂量的玛咖能提高中药配方在增强雄鼠性功能方面的药

用效果；玛咖和中药配方使用,可大幅度降低玛咖的用药剂量；玛咖及配方用药提高雄鼠性功能的机制可

能与其促进精子生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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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玛咖(Lepidium meyenii Walp)为十字花科独行菜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海拔 3500 米以上的秘鲁

安第斯山脉地区。该植物在原产地作为当地主要农产品已有上千年的栽培历史，并因其具有增强生育力

和提高性功能而闻名[1]。上世纪 80 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建议世界各国推广玛咖的种植[2]，2011
年开始，该作物被卫生部作为新资源食物和保健品被引入国内，并开始在我国大量推广人工种植。

2012~2014 年，玛咖被引入四川攀枝花市高山地区进行规模化种植，并因其稳定的产量和较高的品质闻

名国内外，给当地边远高山少数民族聚居区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2015 年后，因为我国各地盲目大规

模发展玛咖种植及国内外市场变化等原因，玛咖产业一落千丈，面临破产。目前，关于玛咖的实际药用

保健价值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玛咖较高的药用价值不容否认，也有人认为玛咖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药

用功效。本文以攀枝花产玛咖为研究对象，通过动物药理试验，对其单独使用及与中药配伍使用时，对

雄性动物交配能力、主要性器官脏器系数及精子生成能力的影响进行实验分析，以实际试验数据回应目

前国内外对玛咖药用功效的多种争论，为科学开发和使用玛咖这种新资源食品提供理论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动物 

实验经本院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许可后，在专用动物试验房中进行。6~8 周龄清洁级昆明系小

鼠，由重庆市中药研究所动物中心(合格证号 SCXK(渝)20150006)提供，雌、雄各半，体重 18~22 g。雌

鼠群养，雄鼠单笼饲养，控制光照时间为每日 7:00~18:00，饲喂普通饲料，自由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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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药物、试剂与仪器  

玛咖由攀枝花三博士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为产自四川省攀枝花市海拔 3300 的格萨拉风景区的正品晒

干黄玛咖切片。其他药材饮片购自攀枝花鸿翔药业有限公司。苯甲酸雌二醇由宁波第二激素厂生产(批号

20151121)。其它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SZX7 型体视显微镜(日本，Olympus 公司)；DMIL-LED 型倒置显

微镜(德国，Leica 公司)，SC-100-01-02-C 型一次性精子计数板(荷兰，Leja 公司)，Direct-Q5 型 MilliQ 超

纯水器(美国，Millipore 公司)。其它有低温高速离心机、电子天平、微量移液器、手术器械、眼科剪、眼

科镊、持针钳、酒精灯等。 

2.3. 供试样品的制备  

玛咖低剂量组(M1 组)供试样品：直接将玛咖片加水浸泡 2 h 后，煮沸提取 3 次，每次 1 h。将三次提

取液合并，浓缩到相当于含玛咖生药 125 mg/mL。玛咖高剂量组(M2 组)供试样品：制备方法同 M1 组，但

将三次提取液合并后，浓缩到相当于含玛咖生药 250 mg/mL。无玛咖配方组(P0 组)供试样品：配方组成：

黄精、枸杞、桑椹、覆盆子、蛹虫草、橘皮、猴头菇、山楂、茯苓等 8 种食药两用中药(本院医师自拟配

方)。将配方药材加水浸泡 2 h 后，煮沸提取 3 次，每次 1 h。将三次提取液合并，浓缩到相当于含各种生

药 850 mg/mL。玛咖低剂量配方组(P1 组)供试样品：在 P0 组配方中加入低剂量的玛咖，制作方法与 P0 组

同，制成的样品中玛咖生药含量为 125 mg/mL。玛咖高剂量配方组(P2 组)供试样品：在 P0 组配方中加入

高剂量的玛咖，制作方法与 P0 组同，制成的样品中玛咖生药含量为 250 mg/mL。 

2.4. 对交配能力的影响  

70 只成年雄性小鼠随机平均分为 7 组：对照组(0.9%生理盐水)、万艾可组(0.013 g/kg BW)、M1 组(2.5 
g 玛咖/kg BW)、M2 组(5 g 玛咖/kg BW)、P0 组(17 g 生药/kg BW)、P1 组(2.5 g 玛咖/kg BW)、P2 组(5 g 玛

咖/kg BW)。除万艾可组于试验前 1 h 灌胃给药外，其余各组均连续灌胃给药 28 d。灌胃容积均为 0.2 mL/10 
g BW，qd。实验前 48 h 雌鼠皮下注射苯甲酸雌二醇(0.02 mg/只)，再于晚上 7~11 时将雄性小鼠混合放入

笼中 5 min，使其适应环境，然后每笼加入 1 只雌鼠，观察并记录捕捉潜伏期(雄鼠第 1 次捕捉雌鼠的

时间)、20 min 内雄鼠捕捉雌鼠的次数、交配潜伏期(雄鼠第一次与雌鼠交配的时间)、20 min 内交配次

数[3]。 

2.5. 对雄鼠体重及性器官重量的影响  

交配后雄鼠单笼饲养，并继续给药 7 d 后称重并与初始体重(给药前)进行对比。随后将雄鼠颈椎脱臼

致死，并解剖分离雄性性器官及附属组织(睾丸，附睾，精囊和腹侧前列腺)，清洗附着的结缔组织，精确

称重并计算脏器系数[4]。 

2.6. 对雄鼠精子生成的影响  

雄鼠睾丸置于 4 mL 37℃、0.9%生理盐水中，用眼科剪剪碎，37℃温育 20 min，使精子游离出来，

过滤残余组织后充分混匀，覆盖矿物油至 37℃保存。附睾尾精子悬液的制备同上[5]。采用一次性精子计

数板分别对睾丸、附睾尾精子悬液进行精子计数，计算睾丸精子日生成量(Daily Sperm Production, DSP)，
其计算公式为：DSP = 睾丸总精子数/精子平均生成时间。其中，小鼠精子平均生成时间为 4.84 d [6]。 

2.7.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以 x  ± s 表示，使用 SPSS 17.0 版软件，通过 t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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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对交配能力的影响  

试验结果见表 1。M1 组和 P2 组对雄鼠捕捉潜伏期、捕捉雌鼠次数、交配潜伏期及 20 min 内交配次

数无显著影响(P > 0.05)，而 M2 组、P0 组、P1 组均可显著降低雄鼠捕捉潜伏期和交配潜伏期(P < 0.05)，
并增加捕捉雌鼠次数和 20 min 内交配次数(P < 0.05)。P1 组和 P0 组相比，前者的捕捉潜伏期和交配潜伏

期显著低于后者，前者的捕捉雌鼠次数和 20 min 内交配次数显著高于后者(P < 0.05)。 

3.2. 对雄鼠体重及性器官重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见表 2。各试验组对雄鼠体重及睾丸、附睾和精囊脏器系数的影响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

异。 

3.3. 对雄鼠精子生成的影响  

试验结果见表 3。M1 组、P2 组对雄鼠睾丸总精子数、DSP 以及附睾尾总精子数无显著影响，而 M2

组、P0 组、P1 组都可以显著提高雄鼠睾丸总精子数、DSP 以及附睾尾总精子数(P < 0.05)。P1 组都的雄鼠

睾丸总精子数、DSP 以及附睾尾总精子数显著高于 P0 组(P < 0.05)。 
 
Table 1. Effect on the mating ability of male mice 
表 1. 对雄性小鼠交配能力的影响( x  ± s，n = 10) 

组别 捕捉潜伏期/s 捕捉次数 交配潜伏期/s 交配次数 

对照 132.3 ± 12.14 8.7 ± 1.42 317.3 ± 14.26 4.2 ± 1.23 

M1 131.3 ± 11.54 8.6 ± 2.08 320.2 ± 12.91 4.4 ± 1.54 

M2 105.3 ± 10.16** 11.1 ± 1.83** 283.4 ± 18.21** 7.2 ± 1.64** 

P0 118.9 ± 12.21* 10.5 ± 2.02* 300.2 ± 10.54* 5.9 ± 0.89* 

P1 96.4 ± 11.60** 13.1 ± 1.38** 278.3 ± 12.18** 7.8 ± 1.46** 

P2 132.6 ± 12.56 8.6 ± 1.74 319.2 ± 13.92 4.3 ± 1.21 

万艾可 94.6 ± 11.21** 13.5 ± 1.79** 251.3 ± 12.66* 8.3 ± 1.25** 

注：与对照组比较，*代表 P < 0.05，**代表 P < 0.01。 
 
Table 2. Effect on the body weight and organ coefficients of male mice 
表 2. 对雄鼠体重及性器官脏器系数的影响( x  ± s，n = 10) 

组别 增加体重/g 睾丸脏器系数 附睾脏器系数 精囊脏器系数 

对照 18.53 ± 1.87 0.617 ± 0.019 0.232 ± 0.038 0.122 ± 0.072 

M1 17.28 ± 1.96 0.685 ± 0.079 0.223 ± 0.095 0.111 ± 0.064 

M2 17.97 ± 1.79 0.675 ± 0.074 0.227 ± 0.088 0.113 ± 0.068 

P0 18.21 ± 2.10 0.646 ± 0.036 0.224 ± 0.047 0.121 ± 0.096 

P1 17. 80 ± 2.41 0.618 ± 0.048 0.213 ± 0.049 0.118 ± 0.018 

P2 18. 79 ± 1.97 0.657 ± 0.047 0.221 ± 0.082 0.116 ± 0.086 

万艾可 18.21 ± 1.65 0.626 ± 0.045 0.228 ± 0.048 0.113 ± 0.047 

注：与对照组比较，*代表 P < 0.05，**代表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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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Effect on the sperm production capacity of male mice 
表 3. 对雄鼠精子生成的影响( x  ± s，n = 10) 

组别 睾丸总精子数(106/g) 睾丸精子日生成量(106/g) 附睾尾总精子数(107/g) 

对照 89.32 ± 6.17 18.45 ± 1.26 13.53 ± 1.33 

M1 88.21 ± 8.47 19.42 ± 1.49 14.51 ± 1.76 

M2 128.93 ± 5.78** 25.37 ± 1.18** 18.49 ± 1.09** 

P0 116.51 ± 7.71* 22.86 ± 1.94* 16.13 ± 1.72* 

P1 129.39 ± 5.87** 25.73 ± 1.81** 18.95 ± 1.34** 

P2 91.65 ± 6.45 18.29 ± 1.63 13.82 ± 2.12 

万艾可 91.12 ± 5.49 18.26 ± 1.12 14.19 ± 1.88 

注：与对照组比较，*代表 P < 0.05，**代表 P < 0.01。 

4. 结论与讨论 

交配实验是评价雄性动物性功能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使用不同剂量玛咖及其和中药的配方组合物灌

服雄性小鼠，通过其对雄鼠交配能力、体重及性器官重量、精子生成情况影响的观测分析，得到如下重

要结论： 
1) 玛咖单独使用需要达到一定剂量才能起到提高雄性小鼠性功能的作用。以往的很多试验都证明，

玛咖能显著提高试验动物的性功能[3] [4] [6] [7] [8] [9]。本试验中，M1 组对雄鼠捕捉潜伏期、捕捉雌鼠次

数、交配潜伏期及 20 min 内交配次数、睾丸总精子数、DSP 以及附睾尾总精子数无显著影响，但 M2 组

则显著降低了雄鼠捕捉潜伏期和交配潜伏期、增加了捕捉雌鼠次数和 20 min 内交配次数、提高了雄鼠睾

丸总精子数、DSP 以及附睾尾总精子数。这说明，玛咖单独使用必须达到一定剂才能提高雄性小鼠性功

能。曹东、王曦晨等人的研究结果虽证明玛咖有提高小鼠性功能的作用[3] [4]，但并没有发现这种作用与

剂量有关系。 
2) 一定剂量的玛咖能提高中药配方在增强雄鼠性功能方面的药用效果。试验中，P0 组和 P2 组对雄鼠

捕捉潜伏期、捕捉雌鼠次数、交配潜伏期及 20 min 内交配次数、睾丸总精子数、DSP 以及附睾尾总精子

数无显著影响，但 P1 组则显著降低了雄鼠捕捉潜伏期和交配潜伏期、增加了捕捉雌鼠次数和 20 min 内交

配次数、提高了雄鼠睾丸总精子数、DSP 以及附睾尾总精子数。这说明，玛咖能起到增强中药配方在提

高雄鼠性功能方面的作用，但玛咖在配方中的用量不能过大，否则反而会影响中药配方药效的发挥。 
3) 玛咖和中药配方使用，可大幅度降低玛咖的用药剂量。试验中，M1 组和 P1 组都能显著降低雄鼠

捕捉潜伏期和交配潜伏期、增加捕捉雌鼠次数和 20 min 内交配次数、提高雄鼠睾丸总精子数、DSP 以及

附睾尾总精子数，二者在药用功效方面不存在极限值的差异，但 P1 组中玛咖的用量仅相当于 M1 组的一

半。可见，玛咖和中药配方使用，确实可大幅度降低玛咖的用药剂量。 
4) 玛咖及其配方用药提高雄鼠性功能的机制可能与其促进精子生成有关。试验中，M2、P0、P1 组在

提高雄性小鼠交配能力的同时，其体重及主要器官脏器系数都没有显著变化，而睾丸总精子数、DSP 以

及附睾尾总精子数都有显著增加，这充分说明玛咖及其配方用药提高雄鼠性功能的机制可能与其促进精

子生成有关。事实上，Gonzales C 等人的研究结果也证实，玛咖提高雄鼠性功能主要是通过提高精子生

成能力来实现的[8]。还有研究资料表明，玛咖提高雄性小鼠精子数量的机制可能与其中含有的玛咖酰胺、

玛咖烯以及丰富的精氨酸和果糖等关系密切[10] [11]。我们以往对攀枝花产玛咖的测定分析表明，玛咖中

生物碱、水溶性多糖、精氨酸、Zn 的含量都较高[12]。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这些成分本身与动物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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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精子的生成或活力等都有一定关系。 
综上所述，本试验充分表明，玛咖单独使用需要达到一定剂量才能起到提高雄性小鼠性功能的作用；

一定剂量的玛咖能提高中药配方在增强雄鼠性功能方面的药用效果；玛咖和中药配方使用，可大幅度降

低玛咖的用药剂量；玛咖及配方用药提高雄鼠性功能的机制可能与其促进精子生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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