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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三七黄精膏对正常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将150只SPF级雄性昆明小鼠随机平均分为3
批。每批动物随机分为溶剂对照组(溶剂灌胃)、阳性对照组(灌胃给予盐酸左旋咪唑25 mg/kg)、三七黄

精膏低剂量组(灌胃给予三七黄精膏200 mg/kg)、中剂量组(灌胃给予三七黄精膏400 mg/kg)、高剂量

组(灌胃给予三七黄精膏800 mg/kg)，每组10只小鼠，各组连续灌胃30天。第一批动物进行体质量、脏

器指数测定、血清溶血素测定；第二批动物进行小鼠淋巴细胞增殖转化和自然杀伤细胞活性测定；第三

批动物进行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检测。结果：不同剂量的三七黄精膏对正常小鼠体质量、胸腺指数和

脾脏指数、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指数和吞噬百分率无明显影响(P > 0.05)；不同剂量的三七黄精膏能明显

提高正常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能力、血清溶血素滴度水平和自然杀伤细胞活性(P < 0.05)。结论：三七黄

精膏具有免疫增强作用，能明显增强正常小鼠细胞免疫功能、体液免疫功能和自然杀伤细胞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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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anqi-Huangjing ointment on immune function of normal 
mice. Methods: 150 SPF grade male Kunming mice were divided into 3 batches on average. Each 
batch of animals was randomly divided into solvent control group (solvent intragastric adminis-
tration), positive control group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levamisole hydrochloride 25 mg/kg), 
low dose group of Sanqi-Huangjing ointment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Sanqi-Huangjing 
ointment 200 mg/kg), medium dose group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Sanqi-Huangjing oint-
ment 400 mg/kg) and high dose group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Sanqi-Huangjing ointment 
800 mg/kg), n = 10 in each group, all mice received continuous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for 30 
days. The body weight, organ indexes and serum hemolysin of the first batch of mice were meas-
ured; The second batch of mice were tested for lymphocyte transformation and NK cell activity; 
The third batch of mice were tested for phagocytic function of peritoneal macrophages. Results: 
Different doses of Sanqi-Huangjing ointmen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body weight, spleen in-
dex spleen index and thymus index, phagocytosis percentage and phagocytosis index of peritoneal 
macrophages (P > 0.05). Different doses of Sanqi-Huangjing ointmen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transformation ability of spleen lymphocytes, serum hemolysin titer and natural killer cell activity 
in normal mice (P < 0.05). Conclusion: Sanqi-Huangjing ointment has immune enhancement effect, 
it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cellular immune function, humoral immune function and natural 
killer cell activity of normal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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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三七(Panax notoginseng)为我国传统中药，来源于五加科人参属植物三七，入药部位为干燥根和根茎，

主要产地为云南省文山州和广西百色等地。三七也是一种名贵的药食同源中药材，其主要成分有三七总

皂苷、挥发油、氨基酸、三七多糖等[1] [2]。三七性温，味辛，传统中医认为其有活血化瘀、消肿定痛等

功效，现代医学发现，三七及其活性成分具有保护心血管、抗炎、抗肿瘤和免疫增强等活性[3]。多糖是

许多中药发挥免疫调节作用的主要成分，三七多糖作为三七的重要活性成分之一，同样也具有增强机体

免疫力的功效。研究已经证实，三七多糖能够从体液和细胞免疫功能、自然杀伤细胞活性和单核–巨噬

细胞吞噬功能等多方面，提高小鼠的免疫功能[4] [5]。 
黄精也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是为百合科黄精属植物的根状茎[6] [7]。黄精性平、味甘，中医临床

用于滋阴补气、健脾润肺、益肾等。作为中医常用的一种补益药，黄精在我国用药历史悠久。多糖、皂

苷、氨基酸等是黄精的主要活性成分，其中黄精多糖是其发挥药理作用的主要成分之一[7]。黄精多糖具

有许多药理活性，如免疫调节(增强小鼠免疫功能)、抗衰老(延缓大鼠衰老)、抗氧化(降低 MDA 含量，减

少自由基生成，增强 SOD 和 GSH-Px 活力)、抗菌(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枯草杆菌、伤寒沙门

氏菌、副伤寒杆菌、藤黄微球菌等均有抑制作用)、抗炎(抑制二甲苯诱导的小鼠耳廓肿胀)作用等[8]。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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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黄精多糖能明显提高小鼠淋巴脏器指数及脾淋巴细胞增殖指数、增强自然杀伤细胞活性，明显

增强小鼠的免疫功能[9]。 
传统中医认为，三七味辛、性温，熟食可补血养血；黄精味甘、性平，可滋养肺肾、补益脾胃；因

此三七黄精配伍可补益脾胃虚弱，符合中药配伍原则。三七黄精配伍对机体免疫功能调节是否有影响，

未见文献报道。因此，本研究拟从体液和细胞免疫功能、单核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和自然杀伤细胞活性方

面综合评价三七黄精膏对正常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2. 仪器与材料 

2.1. 受试样品 

三七黄精膏由云南三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生产批号：20210802。样品为棕褐色膏状，色泽均匀，

置于常温阴凉处、避光保存。 

2.2. 实验动物 

SPF 级(specific pathogen free，无特定病原体)雄性昆明小鼠(体质量 18~22 g) 150 只，由昆明医科大学

实验动物学部提供，生产许可证号：SCXK (滇) K2020-0004。动物饲养温度 20℃~22℃，相对湿度 50%~70%，

动物自由进食和饮水，正式实验前先进行适应性喂养 7 天。本研究经昆明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伦理审查委

员会批准(KMMU2020111)。 

2.3. 细胞株 

YAC-1 细胞(用于自然杀伤细胞活性检测)购自武汉普诺赛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2.4. 试剂 

胎牛血清、PBS 缓冲液、脂多糖(LPS)、刀豆蛋白(Con A)、绵羊红细胞(SRBC)、鸡红细胞(CRBC)、
LDH 试剂盒(南京建成公司)；RPMI1640 培养基、PBS 磷酸盐缓冲液、CCK-8 试剂盒、96 孔血凝板(U 型

有机玻璃)可溶性淀粉、瑞氏–姬姆萨染液、红细胞裂解液、红细胞保存液(阿氏液)、阳性药物盐酸左旋

咪唑。 

2.5. 仪器 

二氧化碳培养箱(美国 SHELLAB 公司)；Scientific Multiskan GO 酶标仪(美国 Thermoscientific 公司)；
超净工作台(珠海再鑫公司)；低温高速离心机(美国 Sigma 公司)；ESJ50-5 电子天平(沈阳神宇龙腾天平有

限公司)；倒置显微镜(日本 Olympus 公司)；NikonDS-Ri2 自动显微镜(日本 Nikon 公司)、电热恒温养箱(上
海习仁科技公司)。 

3. 方法 

3.1. 三七黄精膏的制备过程 

三七须根小分子多糖提取物 0.3 g、黄精多糖提取物 4.7 ml (按干物质计算约 2.6 g)，0.4%羧甲基纤维

素钠溶液 5 ml，山梨酸钾适量；将以上 4 种物质混合，用匀浆机混合均匀后，加热灭菌 10 g/袋规格灌装。 

3.2. 动物分组和处理 

将小鼠按体质量随机分为 3 批，每批 50 只。称量每批实验小鼠的体质量，并按照体质量，随机分为

下列 5 组：溶剂对照组(溶剂–蒸馏水)、阳性药物对照组(盐酸左旋咪唑 25 mg/kg)、三七黄精膏低剂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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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黄精膏 200 mg/kg)、三七黄精膏中剂量组(三七黄精膏 400 mg/kg)、三七黄精膏高剂量组(三七黄精

膏 800 mg/kg)，每组均为 10 只小鼠。各组小鼠均为灌胃给药，每天灌胃一次，给药体积为 20 mL/kg，连

续进行 30 d，处死小鼠检测相关免疫指标。第一批小鼠：用于小鼠体质量检测、脏器/体质量比值测定和

血清溶血素测定。第二批小鼠：进行淋巴细胞增殖转化实验和自然杀伤细胞活性测定。第三批小鼠：进

行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检测。 
三七黄精膏给药剂量和时间的确定依据：根据前期进行的三七黄精膏的急性毒性实验，确定三七黄

精膏的三个剂量(200 mg/kg、400 mg/kg 和 800 mg/kg)，最高剂量 800 mg/kg 连续给药 30 天的累计剂量不

会对小鼠产生毒性反应。给药 30 天根据《保健食品功能评价规范》规定，受试样品的给药时间一般为

30 天。文献报道调节免疫功能的药效评价大都采用给药 30 天。 

3.3. 脏器指数测定 

小鼠连续灌胃 30 天后，测定各组小鼠体质量，摘眼球进行采血，颈椎脱臼方式对动物处死，将胸腺

和脾脏摘除，剥除结缔组织后，用天平称定脏器质量，根据公式计算脏器指数：脏器指数 = 脏器质量(mg)/
体质量(g)。 

3.4. 血清溶血素测定 

在小鼠连续灌胃 26 d 后，腹腔注射绵羊红细胞(2%，0.2 mL)，继续灌胃 4 d 后摘眼球方法采集血样

于离心管内，静置 l h，使血清充分析出，于 3000 转/分离心 10 分钟，收集各组小鼠血清。用生理盐水将

血清倍比稀释(每份样本稀释 5 孔)后，转移至血凝板，每孔 50 μL，再加入 0.5%绵羊红细胞 50 μL，充分

混匀，于 37℃孵育 3 h，观察血球的凝集情况，根据公式计算抗体积数： 
抗体水平 = (S1 + 2S2 + 3S3 + ∙∙∙ + nSn)，其中 S 为凝集程度的级别，1, 2, 3, ∙∙∙, n 为倍比稀释的指数。

抗体积数待测药物组高于对照组，结果即可判定为阳性。 

3.5. 小鼠脾淋巴细胞悬液的制备 

小鼠用颈椎脱臼方法处死后，将小鼠完全浸泡于 75%的乙醇溶液中进行灭菌 5 min，无菌操作下，手

术分离取出脾脏，置于预冷的 PBS 液中，在 PBS 中剪去多余组织，用 RPMI 1640 培养基进行漂洗。将

脾脏剪碎，置于匀浆器中，加入不含血清的 1640 培养基进行研磨，再经筛网(200 目)过滤后，将细胞悬

液转移至离心管，1500 r·min−1 进行离心 5 min。弃上清，加入不含血清的 1640 培养基 2 mL，再加入红

细胞裂解液(6 mL)，充分震荡混匀，静置 5 min；于 3000 r·min−1 离心 5 min，弃上清(上述操作重复两次)。
加入不含血清的 1640 培养基 1 mL 充分混匀，转移至细胞培养瓶中，于 37℃培养箱中孵育 4 h 去除贴壁

细胞，收集未贴壁的细胞，即可得到小鼠的脾淋巴细胞悬液。采用血球计数板进行细胞计数(却保活细胞

数在 95%以上)。 

3.6. 小鼠淋巴细胞转化实验(CCK-8 法) 

用 1640 完全培养基将小鼠脾淋巴细胞的浓度调整为 1 × 106/mL，设置对照孔：加入脾淋巴细胞悬液

100 μL；刺激孔：100 μL 脾淋巴细胞悬液 + 5 μg/mL (终浓度)刀豆蛋白 A、100 μL 脾淋巴细胞悬液 + 10 
μg/mL 脂多糖(终浓度)；空白孔：100 μL 完全培养基，置于 37℃培养箱中孵育 24 h 和 48 h 后，各孔加入

CCK-8 试剂(10 μL)，继续孵育 3 h 后，450 nm 波长下测定各孔光密度值。 

3.7. 自然杀伤细胞(NK)活性检测 

小鼠连续给药三七黄精膏 30 d 后，采用颈椎脱臼法处死，完全浸泡于 75%的乙醇溶液中进行灭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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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提取分离制备效应细胞(脾淋巴细胞)，制备方法同上。采用完全培养基将脾淋巴细胞的浓度调整为

1 × 106/mL。NK 活性测定前 24 h，传代培养靶细胞(YAC-1 细胞)，使用前用 PBS 洗 3 次，用完全培养基

将 YAC-1 细胞的浓度调整为 2 × 104/mL。在 96 孔培养板中，反应孔按照 50:1 的效靶比分别加入效应细

胞(脾淋巴细胞)和靶细胞(YAC-1 细胞)各 100 μL，在靶细胞自然释放孔中仅加入 200 μL 用培养基稀释 1
倍的靶细胞；在靶细胞最大释放孔中 1% NP40 和靶细胞各 100 μL；上述各组均设置 8 个复孔，于细胞培

养箱中孵育 4 h，然后将液体收集于 1.5 mL 的离心管中，以 4000 转/分离心 5 分钟，取上清液以备用。按

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后续操作。 
按下列公式计算 NK 细胞活性，阳性结果判定标准：待测药物的自然杀伤细胞活性明显高于对照组。 

( )NK % U B M B= − −细胞活性  

U：测定孔 LDH 单位数；B：靶细胞自然释放孔 LDH 单位数；M：靶细胞最大释放孔 LDH 单位数。 

3.8.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实验 

小鼠连续灌胃 27 d 后，腹腔注射 1 mL 淀粉溶液(2%)，每天一次。24 h 后，再进行腹腔注射 1 mL 鸡

红细胞(20%)悬液，随即轻轻按摩小鼠腹腔，30 分钟后处死小鼠，后将其固定于固定板上，切开腹壁正

中部位皮肤，腹腔注射 1 mL 无菌的生理盐水，旋转固定板 1 min 使生理盐水充分灌洗腹腔，吸出腹腔灌

洗液体。在玻片上分别滴加 1 滴生理盐水和 1 滴腹腔灌洗液，充分混匀，进行细胞涂片，然后静置 10 min，
使腹腔巨噬细胞充分贴壁，然后将玻片倾斜，用瑞氏液染色后，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对被吞噬的鸡红细胞

和吞噬鸡红细胞的巨噬细胞进行计数。并按照下式计算吞噬百分率(PP)和吞噬指数(PI)。 

( )PP 100%= ×吞噬百分率 吞噬鸡红细胞的巨噬细胞数量 计数的巨噬细胞总数  

( )PI =吞噬指数 被吞噬的鸡红细胞总数 计数的巨噬细胞总数  

待测药物的吞噬百分率或吞噬指数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判断为阳性结果。 

3.9. 结果判定标准 

根据《保健食品功能评价规范》对实验结果进行判定。增强免疫力结果总体阳性判定标准：在免疫

功能测定的四个方面(体液免疫功能、细胞免疫功能、单核–巨噬细胞功能和 NK 细胞活性)中，任意两个

方面结果阳性。各分项结果阳性判定标准：NK 细胞活性测定实验的两个剂量组结果为阳性即可判定；体

液免疫、细胞免疫和单核–巨噬细胞功能结果阳性判定标准一致，均为该项目测定实验中的两个实验结

果均为阳性，或任一个实验的两个剂量组结果阳性即可判定该免疫项目结果为阳性。 

3.10. 统计学方法 

数据均采用均数 ± 标准差( x s± )表示，使用 SPSS 23.0 统计分析软件包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

采用参数检验中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多组之间差异变化；组间则采用 SNK-q 检验进行两两比较，以 P < 
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4. 结果 

4.1. 三七黄精膏对小鼠体质量的影响 

结果显示，连续灌胃给药 30 d 后，与溶剂对照组比较，三七黄精膏各剂量组小鼠的初始体质量、试

验末体质量和体质量增重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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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ffect of Sanqi-Huangjing ointment on body weight of mice ( x s± ) 
表 1. 三七黄精膏对小鼠体质量的影响( x s± ) 

组别 
动物数 初始体质量 试验末体质量 体质量增重 

只 x s±  x s±  x s±  

溶剂对照组 8 21.78 ± 1.20 39.17 ± 2.30 17.39 ± 1.71 

阳性对照组 8 22.32 ± 0.59 36.03 ± 2.43 13.71 ± 2.23 

低剂量组 8 22.39 ± 1.10 39.82 ± 2.04 17.44 ± 1.85 

中剂量组 8 22.58 ± 0.55 39.63 ± 1.66 17.05 ± 2.00 

高剂量组 8 22.01 ± 0.91 40.16 ± 2.33 18.15 ± 2.18 

4.2. 三七黄精膏对正常小鼠胸腺、脾脏指数的影响 

与溶剂对照组相比，三七黄精膏各剂量组脾脏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胸腺指数差异也无

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Table 2. Effect of Sanqi-Huangjing ointment on organ/body weight ratio of mice ( x s± ) 
表 2. 三七黄精膏对小鼠脏器/体质量比的影响( x s± ) 

组别 
动物数 脾脏指数(mg·g−1) 胸腺指数(mg·g−1) 

只 x s±  x s±  

溶剂对照组 8 3.29 ± 0.27 3.55 ± 0.28 

阳性对照组 8 2.71 ± 0.39 2.79 ± 0.22 

低剂量组 8 2.81 ± 0.19 2.76 ± 0.24 

中剂量组 8 2.86 ± 0.26 3.10 ± 0.35 

高剂量组 8 3.40 ± 0.18 3.21 ± 0.23 

4.3. 三七黄精膏对小鼠血清溶血素的影响 

与溶剂对照组相比，三七黄精膏各剂量组抗体积数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但各剂量

组之间抗体积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Table 3. Effect of Sanqi-Huangjing ointment on serum hemolysin levels of mice ( x s± ) 
表 3. 三七黄精膏对小鼠血清溶血素水平的影响( x s± ) 

组别 
动物数 抗体积数 

只 x s±  

溶剂对照组 8 82.75 ± 35.12 

阳性对照组 8 114.25 ± 11.18* 

低剂量组 8 106.13 ± 31.33* 

中剂量组 8 112.25 ± 6.09* 

高剂量组 8 112.00 ± 4.28* 

与溶剂对照组比较，*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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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三七黄精膏对小鼠脾淋巴细胞增殖和转化的影响 

由图 1 可知，与溶剂对照组比较，24 h 后各药物组在自然和 LPS 刺激下光密度(OD)值均升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P < 0.001)；与溶剂对照组比较，除三七黄精膏低剂量组外，24 h 后各药物组在自

然和 ConA 刺激下光密度(OD)值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P < 0.01, P < 0.001)。与溶剂对

照组比较，48 h 后阳性对照组、三七黄精膏中、高剂量组自然条件下光密度(OD)值均显著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1，P < 0.001)，低剂量组未见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各药物组在 LPS
和 ConA 刺激下光密度(OD)值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与溶剂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P < 0.001。 

Figure 1. Effect of Sanqi-Huangjing ointment on splenic lymphocyte proliferation in mice ( x s± , n = 10) 
图 1. 三七黄精膏对小鼠脾淋巴细胞增殖转化的影响( x s± , n = 10) 

4.5. 三七黄精膏对小鼠 NK 细胞活性的影响 

与溶剂对照组相比，三七黄精膏低剂量组的 NK 细胞活性未见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三七黄精膏中高剂量组和阳性对照组 NK 细胞活性率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见图 2、
表 4。 

4.6. 三七黄精膏对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低、中、高剂量的三七黄精膏对正常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的吞噬百分率(PP)和吞噬指数(PI)
未见明显影响，与溶剂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表明三七黄精膏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的吞噬能力无明显影响，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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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溶剂对照组比较，**P < 0.01。 

Figure 2. Effect of Sanqi-Huangjing ointment 
on NK cell activity in mice ( x s± , n = 8) 
图 2. 三七黄精膏对小鼠自然杀伤(NK)细胞

活性的影响( x s± , n = 8) 

 
Table 4. Effect of Sanqi-Huangjing ointment on NK cell activity in mice ( x s± ) 
表 4. 三七黄精膏对小鼠自然杀伤(NK)细胞活性的影响( x s± ) 

组别 
动物数 NK 细胞活性 

只 % 

溶剂对照组 8 54.32 ± 11.05 

阳性对照组 8 71.11 ± 9.99** 

低剂量组 8 64.77 ± 9.62 

中剂量组 8 77.48 ± 14.43** 

高剂量组 8 75.72 ± 12.14** 

与溶剂对照组比较，**P < 0.01。 

 
Table 5. Effect of Sanqi-Huangjing ointment on phagocytosis function of peritoneal macrophages in mice ( x s± ) 
表 5. 三七黄精膏对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x s± ) 

组别 
动物数 吞噬率(PP) % 吞噬指数(PI) 

只 x s±  x s±  

溶剂对照组 10 22.80 ± 3.70 0.25 ± 0.04 

阳性对照组 10 23.65 ± 4.20 0.25 ± 0.04 

低剂量组 10 23.18 ± 4.37 0.24 ± 0.04 

中剂量组 10 26.85 ± 5.24 0.30 ± 0.06 

高剂量组 10 26.80 ± 5.13 0.28 ±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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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 

三七和黄精是我国医学宝库的名贵中药，传统中医上均有悠久的用药历史，均是传统的养生补益佳

品，具有补气养阴润肺，补益脾胃的功效。多糖为三七和黄精的重要活性成分之一，具有免疫调节、抗

炎、保护心血管、降血糖、保肝、保肾等多种药理作用[10] [11]。 
免疫系统是机体抵御和杀灭外源性微生物侵入的天然防线，可包括体液免疫、细胞免疫和非特异性

免疫[12]。体液免疫即 B 细胞为主参与的免疫反应，机体血清溶血素滴度水平能够反映机体体液免疫功

能[13]。细胞免疫是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狭义来讲仅仅指 T 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广义上来讲还包括

其他细胞如 NK 细胞和巨噬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14]。脾淋巴细胞的增殖和转化情况、NK 细胞活性可反

映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非特异性免疫是机体固有的生理防御反应，可对入侵的病原微生物和异物作出

免疫应答。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的强弱反映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情况[15] [16]。 
本研究采用 200 mg/kg、400 mg/kg 和 800 mg/kg 的三七黄精膏对正常昆明小鼠连续灌胃 30 天，通过

检测多方面的免疫学指标，综合评价了三七黄精膏对正常小鼠的免疫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体液免疫功

能试验中，不同剂量的三七黄精膏能增加血清溶血素滴度水平；细胞免疫功能实验中，不同剂量的三七

黄精膏明显促进脾淋巴细胞增殖和转化；NK 细胞活性实验中，不同剂量的三七黄精膏明显增加小鼠 NK
细胞杀伤能力。根据《保健食品功能评价规范》，本研究中三七黄精膏至少 2 个剂量在细胞免疫功能实

验、体液免疫功能实验和 NK 细胞活性实验中结果呈阳性，表明三七黄精膏能够增强正常小鼠的细胞免

疫功能、体液免疫功能和自然杀伤(NK)细胞活性。根据《保健食品功能评价规范》中增强免疫功能的阳

性结果判定标准，三七黄精膏在免疫功能测定的四个方面中有 3 个方面结果呈阳性，因此可判断三七黄

精膏具有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 
综上所述，三七黄精膏具有免疫增强作用，能够明显增强正常小鼠细胞免疫功能、体液免疫功能和

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但三七黄精膏增强免疫功能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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