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收稿日期：#$$# % $& % !’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特别资助项目 ( $##$$!$$#!$##) *
作者简介：魏登邦，男+ )& 岁，讲师，博士生+ 研究方向, 资源动物学。

而摄入适量 -./ % 0 后，其体内的 122 3451 水平得

到了极显著 （6 7 $8 $!）的提高，因此，-./ % 0 的降脂

减肥作用可能是通过调节体内能量代谢来实现的。但

为什么过多摄入 -./ % 0 却会使 122 3451 的含量减

少，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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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轭亚油酸抗缺氧效果及其机制的探讨
魏登邦，张宝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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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讨共轭亚油酸的抗缺氧效果，分别以浓度为 !8 ’[ 、$8 ’[ 、$8 ![ 和 $[ （对照）的共轭亚油酸给小鼠灌

胃，连续 !$A，在常压缺氧条件下测定小鼠存活时间，并测定小鼠心肌和骨胳肌肌红蛋白含量，结果显示，在浓度为

$8 ’[ 时，H-1 能显著提高小鼠在缺氧条件下的生存时间，并显著提高小鼠心肌和骨胳肌肌红蛋白含量。

关键词, 共轭亚油酸\ 抗缺氧\ 肌红蛋白

!"#$%&’$：WE BFX>CDBO@D> DQ> @FDB % QR6EMB@ >NN>2DC @FA 3>2Q@FBC3 EN 2EF]PO@D>A IBFEI>B2 @2BA+ DQ> 3B2>
K>?> ABXBA>A BFDE NEP? O?EP6C @FA @A3BFBCD?@D>AE?@IIRKBDQ!8 ’[ + $8 ’[ + $8 ![ + $[ H-1 ?>C6>2DBX>IR NE?
CP22>CCBX> D>F A@RC8 WQ> CP?XBX@I DB3> EN 3B2> PFA>? DQ> QR6EMB@ 2EFABDBEF @C K>II @C DQ> 2EFD>FDC EN
3REOIEJBF BF Q>@?D 3PC2I> @FA C^>I>DEF 3PC2I> K@C A>D>?3BF>A8 WQ> ?>CPIDC CQEK>A DQ@D $8 ’[ H-1
6?EIEFO>A DQ> CP?XBX@I DB3>+ @FA BF2?>@C>A DQ> 2EFD>FDC EN 3REOIEJBF BF Q>@?D 3PC2I> @FA C^>I>DEF
3PC2I> EN DQ> 3B2> 3@?^>AIR8
()*+,%-#：2EF]PO@D>A IBFEI>B2 @2BA；@FDB % QR6EMB@；3REOIEJBF
中图分类号：_0<) 文献标识码：1 文章编号：!$$# % &&)$ (#$$) *$) % $!!" % $)

共轭亚油酸 ( H-1* 是一种天然的活性物质 9 ! :，主

要存在于反刍动物的脂肪和奶制品中，其含量分别约

占脂肪的 $8 ’[ 和 $8 " [ ，共轭亚油酸 ( 2EF]PO@D>A
IBFEI>B2 @2BA+ H-1*包括多种是具有共轭双键的亚油酸

的位置异构体和立体异构体。动物研究表明，共轭亚

油酸具有抑制癌症 9 # :，降低动物脂肪 9 ) :，增加机体蛋白
9 0 ‘ " :，减少动脉粥样硬化 9 =+ < :，防免疫刺激引起的分解

效应和抗糖尿病等生理作用 9 !$+ !! :。其生物学活性主要

归功于共轭亚油酸的两种主要异构体，即：顺 % <+ 反 %
!! % H-1 和反 % !$+ 顺 % !# % H-1。

本 文 通 过 测 定 不 同 浓 度 （$[ 、$8 ![ 、$8 ’[ 和

!8 ’[ ）H-1 对小鼠心肌和骨骼肌肌红蛋白 (UREOIEJBF+

UJ*含量的影响，初步讨论 H-1 的抗缺氧机制。

! 材料与方法

!8 ! 仪器及试剂 aZ % !&$!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日本产），-b!$ % #0 离心机 （北京医用离心机厂），匀

浆器。W?BC，cHI，TGW1 % 5@#，dc#/e0，d#c/e0 均为国产

分析纯试剂，H-1 为 YBO3@ 公司产品。

!8 # 动物抗缺氧方法 选体重 != ‘ ##O 昆明种小

鼠 (青海地方病研究所动物中心 * 0$ 只+ 雌雄各半+ 随

机 分 为 高 剂 量 组 （!8 ’[ H-1）、 中 剂 量 组 （$8 ’[
H-1）、 低 剂量 组 （$8 ![ H-1）、空 白 对 照 组 （$[
H-1）。高、中、低三个剂量组分别以浓度为 !8 ’[ 、



!!"

#$

%&&’，()*+ %,，-)+ ’ !营养卫生

分 组

./0 12 3
!+ 4
&+ 4
&+ !
&+ &

心肌肌红蛋白含量

1 56)* 7 8 3
!%&9+ ’:; < ’9+ :,
!!"%+ ’4; < ’"+ :!
!!,"+ 4=; < ’=+ 9,
!&99+ ""> < 9&+ ,’

骨骼肌肌红蛋含量

1 56)* 7 8 3
’"=+ ’&; < ’’+ %!
’":+ 9"; < !=+ %&
,%"+ =,; < %4+ &!
’&=+ !,> < !,+ ’=

表中值为平均值 < 标准误差，各组间进行相互比较，平均值上标

字母不同表示组间差异显著，上标字母同表示组间差异不显著

1 ?@5A)5 B C检验，! D &+ &4 3。

表 % ./0 对小鼠心肌和骨骼肌蛋白质含量的影响（5 D !&）

表中值为平均值 < 标准误差，各组间进行相互比较，平均值上标字母不同表示组间差异显著，上标字母同表示组间差异不显著

1 ?@5A)5 B C检验，! D &+ &4 3。

分组

./012 3
!+ 4
&+ 4
&+ !
&+ &

给药前体重

1 8 3
!=+ 4& < &+ %%
%&+ %& < &+ %=
!=+ ’& < &+ !4
%&+ ’& < &+ %!

给药后体重

1 8 3
%&+ && < &+ 4%
%!+ =& < &+ ,!
%&+ =& < &+ 4:
%%+ && < &+ ,=

给药剂量

16* 7 8 3
&+ &%
&+ &%
&+ &%
&+ &%

抗缺氧时间

16E5 3
’%+ =,>; < %+ ’’
’4+ 9&; < !+ ’’
’,+ =4; < !+ :9
%"+ "&> < !+ !9

表 ! ./0 抗缺氧效果 1 5 D !& 3 分组

&+ 42 和 &+ !2 的 ./0 灌胃 1 EF 3，空白对照组灌蒸馏

水，灌胃剂量为 &+ &%6* 7 8 体重，灌胃时间为 !&G，每天

一次，实验前禁食 !%H，最后一次给药 !H 进行常压抗

缺氧实验。

!+ ’ 肌红蛋白测定 每只动物取其心脏和肱二头

肌，剪去血管及脂肪，用冷蒸溜水洗去血污，用滤纸吸

干 ， 准 确 称 取 心 肌 和 骨 骼 肌 各 &+ 48， 加 入 46*
&+ &46)* 7 / IJEC # K.* 缓冲液 1 FK :+ % 3 匀浆后高速离

心 1 ,L!& &&&8 3 !&6E5M 上清液用框式微过滤器过滤M
按文献 N !% O介绍测定 P; 含量。

!+ , 统计学处理 数据用 QRQQ (!&+ & 统计软件处

理，除体重数据外其余数据在作进一步统计分析前，采

用 /STS5S 和 U)*6)8)J)T # QE6EJ5)T 分别检验正态性和

方差的同质性。经检验数据附和正态分布并具有同质

性。数据用 V5S # W>X 05)T> 进行方差分析，R)CY # H)C
比较采用 ?@5A)5 B C 多重比较，以 < Q+ Z 表示。

% 结 果

%+ ! ./0 抗缺氧结果 不同浓度共轭亚油酸对小

鼠抗缺氧结果见表 ! 统计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相

比，在三种不同浓度下，./0 都能不同程度地提高小

鼠抗缺氧时间，其中 &+ 42 和 &+ !2 ./0 能显著提高小

鼠在常压缺氧条件下存活时间，!+ 42 ./0 虽然延长

小鼠在缺氧条件下的生存时间M 但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没有显著性差异；另外，从表 ! 发现，在实验结束时，补

食 !+ 42 ./0 组小鼠体重增加最小M 解剖学观察中M
我们发现M 所有 ./0 组小鼠心脏、肾脏、睾丸周围及腹

部脂肪沉积较少。

%+ % 肌红蛋白含量 不同浓度共轭亚油酸对小鼠心

肌和骨胳肌肌红蛋白含量的影响见表 %。结果显示，与

空白对照组相比，./0 能显著（F [ &+ &4 3提高小鼠心

肌和骨胳肌中肌红蛋白的含量。但 !+ 42 、&+ 42 和

&+ !2 ./0 对小鼠心肌和骨胳肌肌红蛋白的含量影响

无显著性差异。

’ 讨 论

动物研究发现，./0 不仅能够促进动物机体脂肪

的分解，降低动物血脂水平 N’ O，而且能促进动物组织（尤

其是肌肉组织）中蛋白质的合成 N, \ : O。肌红蛋白是存在

于心肌和骨骼肌中具有血红素辅基的蛋白质，它的主要

功能是为肌组织摄取和贮存氧气，在同样的氧分压下，

肌红蛋白对氧的亲合力比血红蛋白高六倍 N!% O。因此，心

肌和骨骼肌肌红蛋白含量的多少，直接影响肌肉细胞摄

取氧的能力，从而影响动物在缺氧条件下的适应能力。

本文实验结果发现共轭亚油酸能显著提高小鼠在缺氧

条件下的生存时间，我们认为，其机制之一是 ./0 能促

进心肌和骨骼肌肌红蛋白的表达，增加肌红蛋白含量，

因而在缺氧条件下能为组织提供较多的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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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蜂胶制剂调节肠道功能的
体外实验研究

王南舟 \杭州商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 杭州 1!$$1’ ]

摘 要0 本文利用蜂胶乙醇提取液与中药芍药甘草汤配伍制成复合蜂胶制剂。以此为样品，进行离体肠肌运动试验，并

以福氏痢疾杆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绿脓杆菌、变形杆菌等肠道致病菌和条件致病菌为对象，进行

体外抑菌试验。实验结果表明：本制剂对小肠平滑肌蠕动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和明显的解痉镇痛作用，通过本制剂与

神经递质乙酰胆碱、肾上腺素和受体阻断剂阿托品对小肠平滑肌的作用相比较，显示本制剂对小肠平滑肌运动的上述

影响不是通过 ! 受体、"# 受体和 Z 受体来实现的，可能是肌源性的或其它途径。 体外抑菌试验的结果显示：本制剂对

上述各菌株均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其最低抑菌浓度 （ZQB）均小于 ’$$ _ !$ % K/ 其中对沙门氏菌、福氏痢疾杆菌的 ZQB 为

#’$ _ !$ % K。本试验为本制剂作为调理消化功能的功能性食品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实验依据。

关键词0 蜂胶‘ 解痉试验‘ 抑菌试验‘ 功能性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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