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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不同剂量的魔芋葡甘露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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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胃昆明种小鼠#采用
"DNU()

红星二锅头灌胃方法

进行造模#研究
HE,

对小鼠的抗醉解酒作用及机理$结果

表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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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组可有效延长醉

酒潜伏期#显著缩短醉酒小鼠的睡眠时间和醒酒时间#且高%

中剂量组的血清乙醇浓度显著低于模型组小鼠#高剂量组小

鼠肝 组 织 匀 浆 中 乙 醇 脱 氢 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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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均显著升高&

中%高剂量组小鼠胃黏膜组织和血清中丙二醛!

,F4S-9FM85

0-76(:

.

)80-)MFS

.

MF

#

,OP

"含量显著降低#过氧化物歧化酶

!

13

?

F7(:8MFO8;<34-;F

#

1ZO

"活力%一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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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前列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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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2

)-9M8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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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

"含量显

著升高$其解酒机理'

%

可能是其抑制酒精的吸收#降低血

清中乙醇浓度&

&

小鼠胃黏膜和血清中
,OP

含量的降低#

1ZO

活力%

+Z

和
=EK

的升高减轻了酒精对胃黏膜的损伤#

并提高了肝脏中
PO@

%

P/O@

%

=A"$

含量#通过乙醇脱氢酶

和乙醇氧化酶系统加速酒精代谢#发挥其防醉解酒作用$

关键词!魔芋葡甘露聚糖&抗醉解酒&作用机理&动物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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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量饮酒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脉'助气健胃'散湿

止痛等功效&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际交往的增加!嗜

酒人群所占比例上升!酒精所引发的疾病和问题也日益严

重!急性酒精中毒己经成为节假日发病率最高的疾病之

一0

%

1

&开发安全'高效的抗醉解酒制品!并对其作用效果和

作用机理进行探索!更好地服务消费者!极为必要&

目前中国关于解酒药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中药的

复方及初提物方面!如复方葛根合剂0

#

1

'葛花0

!

1

'枳蓂子水提

物0

A

1

'茶及提取物0

"YD

1

'橄榄解酒饮0

&

1等&而对于一种普通

食品原料(((

HE,

!其研究报道主要集中在作为增稠剂'保

D"%



水剂'胶凝剂'成膜剂'改善食品品质'模拟天然食品'改性等

方面0

>

1

!在解酒功效研究方面还比较少&梁娜等0

I

1对
HE,

防醉解酒作用进行了评价&本试验拟进一步确定试验小鼠

的醉酒剂量!并研究
HE,

抗醉解酒作用机理!以期为
HE,

及其相关解酒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

试验原料

HE,

*

%D$

"

#$$

目+)含量
&

I$N

!重庆康家客食品有限

公司,

红星二锅头)

"DNU()

!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

!

试验试剂

氯化钠)分析纯!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

乙醇'异丙醇)色谱纯!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

乙醇脱氢酶*

PO@

+试剂盒'乙醛脱氢酶*

P/O@

+试剂

盒'细胞色素*

=A"$

+试剂盒'丙二醛*

,OP

+试剂盒)南京建

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一氧化氮*

+Z

+试剂盒'超氧化物歧化酶*

1ZO

+试剂盒'

前列腺素*

=EK#

+试剂盒)郑州唯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

主要设备和仪器

台式高速离心机)

">%$

型!德国
K

??

F9M(7V

公司,

数显恒温水浴锅)

@@5A

型!金坛市富华仪器有限公司,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O@E5I$&$P

型!上海齐欣科学仪

器有限公司,

电子天平)

eWR$$$%

型!上海精天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气相色谱仪)

EB5#$%$

型!日本岛津公司,

酶标仪)

@R,E

型!基因有限公司&

%*%*A

!

试验动物
!

试验动物昆明种小鼠!雄性!体重范围

*

#$p#

+

2

!由腾鑫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动物合格证号)

1B_H5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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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后备用&小鼠饲料'垫料!由腾鑫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饲养环境)动物饲养房温度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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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相对湿度
A$N

"

D$N

!定时通风换气!自然明暗

周期
%#S

*开灯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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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恒湿!标准饲料!自由

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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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的解酒作用

%*#*%

!

醉酒剂量的确定
!

取昆明种小鼠
A$

只!经
%

周的适

应性喂养后!随机分为
A

组!每组
%$

只&禁食
%#S

后!各组

按体重分别灌胃
"DNU()

白酒
%!

!

%A

!

%"

!

%D</

/

^

2

2

G[

&

记录小鼠的醉酒率和死亡率&选择醉酒率最高死亡率最低

的灌酒剂量&翻正反射消失即为醉酒!反之为不醉&

%*#*#

!

醉酒治疗试验
!

A$

只昆明种小鼠!适应性喂养
%

周

后!将小鼠随机分为
A

组!每组
%$

只&

A

组小鼠处理前
%#S

禁食不禁水&每组小鼠按
%A</

/

^

2

体重灌胃
"DNU()

红星

二锅头!再分别给药)模型组小鼠*灌服等容积生理盐水+!

低'中'高剂量组小鼠分别按
$*A</

/

#$

2

体重灌胃浓度为

%&$

!

#A$

!

A$$<

2

/

^

2

的
HE,

溶液&试验前对各组小鼠进行

称量'标号并记录&

观察各组小鼠的活动情况0

IY%$

1并记录小鼠醉酒数'死亡

数'给酒时间'翻正反射消失时间和翻正反射恢复时间&醉

酒潜伏期
k

翻正反射消失时间
Y

给酒时间,睡眠时间
k

翻正

反射恢复时间
Y

翻正反射消失时间,醒酒时间
k

翻正恢复时

间
Y

给酒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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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的解酒机理探究

%*!*%

!

试验动物分组及给药
!

昆明种雄性小鼠
"$

只!适应

性喂养
%

周后!将小鼠随机分为
"

组*正常组!模型组!

HE,

低'中'高剂量组+!每组
%$

只&试验前对各组小鼠进行称

量'标号并记录&试验前
%#S

禁食不禁水&试验组分别按

$*A</

/

#$

2

体重灌胃浓度为
%&$

!

#A$

!

A$$<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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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HE,

溶液!空白组和模型组以等容积的生理盐水灌胃!

!$<89

后

模型组和
HE,

组均以
"DNU()

红星二锅头白酒灌胃&各组

均一次性灌胃给药!灌胃容积均按
%A</

/

^

2

体重执行&

%*!*#

!

样本采集和处理
!

各组小鼠造模后!于
$*"

!

%*$

!

%*"

!

#*$

!

#*"S

各时间节点进行眼眶静脉采血!并将其置于
!&\

的水浴锅中!静置
#S

后!于
!$$$

"

A$$$7

/

<89

离心

%$<89

!取上层血清!分装于
A\

冰箱保存&灌酒
#*"S

后!

脱臼处死小鼠!剖腹!分离出肝组织以制备肝组织匀浆,剖腹

取胃!沿胃大弯剪开!用冷生理盐水漂洗!滤纸吸干!将胃组

织制备组织匀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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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对小鼠血清乙醇浓度的影响

*

%

+标准曲线的制作)取浓度梯度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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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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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水乙醇溶液*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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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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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加浓度为
%$$<

2

/

%$$</

的内标物

异丙醇溶液*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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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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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7

/

<89

离心
"<89

!取上清液
$*D

#

/

进样&并记录各自的峰面积!

每个梯度的样品平行进样
!

次!绘制内标标准曲线!纵坐标

为待测组分*乙醇+与内标物*异丙醇+的峰面积之比!横坐标

为乙醇与异丙醇的含量之比&标准曲线见图
%

&

图
%

!

乙醇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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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品处理)取血清
%$$

#

/

!并于
$*A"

#

<

滤膜滤过&

加内标物质
"$$

#

/

!

!$$$7

/

<89

离心
" <89

!取上清液

$*D

#

/

注入进样瓶0

%#

1

&

*

!

+分析条件)

EB5#$%$

型气相色谱仪!柱子)

=KE5#$,

融硅石英毛细管柱,内标物质)

%$$<

2

/

%$$</

异丙醇,进样

口温度
%I$\

,分流进样,检测器*

]RO

+温度
#A$\

,气体流

速)空 气
A$$ </

/

<89

!氢 气
A$ </

/

<89

!尾 吹 *氮 气+

A$</

/

<89

!色谱柱流量
$*I&</

/

<89

,进样量
$*D

#

/

,柱温)

程序升温!

""\

保留
D<89

!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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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升温至
&$\

!保

&"%

提取与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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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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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留
A$;

!然后以
!$\

/

<89

升温至
%%$\

0

%!

1

&

%*!*A

!

对胃组织生化指标的检测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

定小鼠血清'胃组织匀浆中
1ZO

活性'

+Z

含量'

=EK#

含

量,采用
WGP

法测定小鼠血清'胃组织匀浆中
,OP

含量!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

!

对肝组织生理指标的检测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

定小鼠肝组织匀浆中
PO@

'

P/O@

'

=A"$

的水平!严格按照

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A

!

数据处理

采用
1=11%>*$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用平均

数
p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1O

+&当

=

#

$*$"

时!有统计学意义!有显著性差异&

#

!

结果与分析
#*%

!

HE,

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的解酒作用

#*%*%

!

醉酒剂量的确定
!

小鼠醉酒剂量的确定试验!结果见

表
%

&

%!</

/

^

2

灌胃剂量组醉酒率和死亡率分别为
D$N

和

$N

!说明灌胃剂量偏小!未达到小鼠醉酒剂量&

%D</

/

^

2

灌胃剂量组小鼠醉酒率达到
%$$N

!但由于剂量太高!小鼠死

亡率达到了
A$N

&而
%A</

/

^

2

灌胃剂量组小鼠的醉酒率

最高达到
I$N

!而死亡率最低只有
%$N

&因此选择此剂量

为后续小鼠急性酒精中毒试验的最适灌酒剂量!与文献0

%$

1

所得结果一致!与梁娜等0

I

1的结果稍有差异&

#*%*#

!

醉酒治疗试验
!

为了研究
HE,

抗醉酒效果!试验采

取先酒后药的处理!结果见表
#

&与模型组比较!高'中剂量

组能显著*

=

#

$*$"

+缩短小鼠的睡眠时间和醒酒时间!并且

高剂量组可以显著*

=

#

$*$"

+延长小鼠的醉酒潜伏期&低剂

量组小鼠较模型组无显著性差异*

=

&

$*$"

+&进一步比较可

见!高'中剂量组入睡小鼠数减少&结果揭示!

HE,

具有解

酒的效果&

表
%

!

酒精剂量对小鼠醉酒的影响

W-6)F%

!

WSFFVVF04;(VF4S-9()M(;-

2

F(9<80F

F678F4

.

"

,k%$

#

灌胃量/

*

</

2

^

2

Y%

+

动物数/

只

醉酒数/

只

死亡数/

只

醉酒率/

N

死亡率/

N

%! %$ D $ D$ $

%A %$ I % I$ %$

%" %$ I # I$ #$

%D %$ %$ A %$$ A$

#*#

!

HE,

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的解酒机理探究

#*#*%

!

HE,

对小鼠血清乙醇浓度的影响
!

各试验组小鼠血

清中乙醇浓度变化见表
!

&与模型组相比!

HE,

各试验组

可降低血清中乙醇含量)在
D$

!

I$

!

%"$<89

时!高'中剂量组

小鼠血清中乙醇含量显著*

=

#

$*$"

+减少,而
%#$<89

时!虽

然没有显著减少!但有减少的趋势&模型组在
I$<89

时!血

清中乙醇含量最高!而各
HE,

组在
%#$<89

时!达到最高!

但高'中剂量组均低于模型组&而低剂量组小鼠血清中乙醇

浓度较模型组变化无显著性意义*

=

&

$*$"

+&结果揭示

HE,

具有抑制乙醇吸收!降低血清中乙醇浓度的作用!且

高'中剂量组效果更显著!优于低剂量组&

#*#*#

!

各组小鼠胃组织匀浆的生化指标

*

%

+小鼠胃组织匀浆中
1ZO

活力和
,OP

含量)文献报

道0

%A

1表明胃黏膜损伤与自由基有关&酒精代谢过程中会产

生大量的自由基!因而氧化损伤是酒精对机体产生毒性效应

的重要原因之一0

%"

1

&

,OP

是重要的脂质过氧化反应产物

之一!可反映机体内脂质过氧化程度!测定其含量常能间接

反映细胞损伤的程度&

1ZO

是对机体氧化与抗氧化系统保

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的抗氧化酶之一!具有清除氧自由基!

并保护细胞免受损伤的功能0

%D

1

&细胞受损伤的程度可由

1ZO

活力水平间接地反应0

%A

!

%&

1

&因此!

1ZO

活性和
,OP

含

表
#

!

HE,

对小鼠的醉酒治疗效果c

W-6)F#

!

WSF7-

?

F3480FVVF04(V̂ (9

L

-0

2

3<

?

(TMF7(9F678F4

.

(V<80F

"

,

'

&

#

组别 醉酒数/只 死亡数/只 醉酒潜伏期/
<89

睡眠时间/
<89

醒酒时间/
<89

模型组
!

I % #D*$Ip%"*!"

6

!%"*$>p&"*D%

-

!!D*"#p"$*$"

-

低剂量组
%$ $ #!*I>p>*A$

6

#>A*!&pA>*$#

-6

!##*>&p%"*&%

-

中剂量组
> $ !#*#%p%D*&&

-6

##"*%&p"I*!%

60

#"&*!>p"D*&"

6

高剂量组
& $ "$*%>p#&*$%

-

%I%*!#pD!*&>

0

#!&*A#pA#*#D

6

!!!!!!!!!!

c

!

同列不同字母的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

#

$*$"

+&

表
!

!

HE,

对小鼠不同时间点血清中乙醇浓度的影响c

W-6)F!

!

WSFFVVF04;(V̂ (9

L

-0

2

3<

?

(TMF7(9F4S-9()0(90F947-48(9(V48<F0(37;F;89

;F73<89<80F

"

,

'

>

#

<

2

'

</

组别
!$<89 D$<89 I$<89 %#$<89 %"$<89

模型组
!

A*>##p$*A#$

-

&*&>>p$*!!A

-

>*"AIp$*$A$

-

&*>%Ip$*%D$

-6

&*D&"p$*%!!

-

低剂量组
A*>D"p$*%"#

-

&*&DIp$*!DD

-

>*$AAp$*%$&

-

>*$A>p$*%D&

-

&*D"#p$*#A>

-

中剂量组
A*D##p%*$&>

-

"*&#Dp$*#II

6

D*%A!p$*IA$

6

&*&%Ap$*%&$

-6

&*%A&p$*#"#

6

高剂量组
A*$&$p$*%%%

-

"*"""p$*"A"

6

"*>%>p$*#>!

6

&*!&$p$*"&&

6

&*$&$p$*#&D

6

!!!!!!!!!

c

!

同列不同字母的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

#

$*$"

+&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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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测定被认为是衡量由于脂质过氧化作用和超氧自由基

引起的胃黏膜损伤程度的#黄金标准$

0

%>

1

&

!!

HE,

对酒精致胃黏膜损伤小鼠胃黏膜组织
,OP

含量

和
1ZO

活力的影响见表
A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小鼠胃黏

膜组织中
,OP

含量显著*

=

#

$*$"

+升高!

1ZO

活力显著

*

=

#

$*$"

+降低!说明酒精致胃黏膜损伤模型的形成与胃黏

膜
,OP

含量升高和
1ZO

活力降低有关&与模型组比较!

低'中'高剂量组小鼠胃黏膜组织中
,OP

含量显著*

=

#

$*$"

+降低!高剂量组
1ZO

活力显著*

=

#

$*$"

+升高!中剂量

组
1ZO

活力也有增高的趋势&而低剂量组小鼠
1ZO

水平

较模型组变化无显著性差异*

=

&

$*$"

+&中'高剂量组小鼠

胃黏膜组织中
1ZO

和
,OP

水平分别与空白组小鼠比较无

显著性意义*

=

&

$*$"

+&说明
HE,

可以减少脂质过氧化物

反应!保护胃黏膜,降低胃黏膜中
,OP

含量!提高
1ZO

活力

是保护胃黏膜的有效途径!且呈一定的量效关系!当剂量达

到中'高剂量组效果更优&由此提示!

HE,

可能通过降低小

鼠胃黏膜组织中
,OP

含量!提高
1ZO

活力来预防小鼠胃黏

膜损伤&

表
A

!

HE,

对酒精致胃黏膜损伤小鼠胃黏膜组织
,OP

含量和
1ZO

活力的影响c

W-6)FA

!

KVVF04(V̂ (9

L

-0

2

3<

?

(TMF7(9,OP0(94F94-9M

1ZO-048U84

.

89<80F

2

-;4780<30(;-T84S-)0(S()5

89M30FM89

L

37

.

"

,

'

>

#

组别
,OP

含量/

*

9<()

2

<

2

Y%

2

=7(

+

1ZO

活力/

*

a

2

</

Y%

2

=7(

+

空白组
!

#*"##p$*D#$

0

#!*!#ApA*>>"

-

模型组
!

"*A%$p%*"!D

-

%&*>"!p!*&%%

6

低剂量组
!*I!Dp$*&>D

6

%&*&I$p#*#&%

6

中剂量组
!*!ADp%*%$&

60

%I*A$&pA*%I>

-6

高剂量组
#*>AIp%*$!!

60

#!*D#Ip"*!$"

-

!!!

c

!

同列不同字母的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

#

$*$"

+&

!!

*

#

+小鼠血清中
1ZO

活力和
,OP

含量)

HE,

对酒精

致胃黏膜损伤小鼠血清中
,OP

含量和
1ZO

活力的影响见

表
"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小鼠血清中
1ZO

活力显著*

=

#

$*$"

+降低!

,OP

含量显著*

=

#

$*$"

+升高!说明酒精致胃黏

膜损伤模型的形成与小鼠血清中
,OP

含量升高和
1ZO

活

力降低有关&与模型组小鼠比较!中'高剂量组小鼠血清中

,OP

含量显著*

=

#

$*$"

+降低!

1ZO

活力显著*

=

#

$*$"

+升

高&而低剂量组小鼠较模型组小鼠血清中
,OP

含量和

1ZO

活性变化无显著性意义&高剂量组小鼠血清中
1ZO

和

,OP

水平分别与空白组小鼠比较无显著性意义*

=

&

$*$"

+&

由此提示!

HE,

可能通过降低小鼠血清中
,OP

含量!提高

1ZO

活力来预防小鼠胃黏膜损伤!且呈一定的量效关系!当

达到中'高剂量时发挥作用&

!!

*

!

+小鼠胃组织匀浆及血清中
+Z

含量)

+Z

是胃黏膜

重要的防御因子之一!具有自由基化学特性!是胃肠道非肾

上腺素能使神经释放的一种信使分子和神经递质&有研

究0

%IY#$

1表明!

+Z

对胃黏膜起到保护作用可能与其具有调节

表
"

!

HE,

对酒精致胃黏膜损伤小鼠血清
,OP

含量

和
1ZO

活力的影响c

W-6)F"

!

KVVF04(V̂ (9

L

-0

2

3<

?

(TMF7(9,OP0(94F94-9M

1ZO-048U84

.

89 <80F;F73< T84S-)0(S()589M30FM

89

L

37

.

"

,

'

>

#

组别
,OP

含量/

*

9<()

2

</

Y%

+

1ZO

活力/

*

a

2

</

Y%

2

=7(

+

空白组
!

%A*AI#p#*>A$

6

">*%IIp%*I>#

-

模型组
!

%>*##Ap#*"DD

-

AI*I%#p!*I%I

0

低剂量组
%>*$DAp#*>"I

-

"%*!IAp#*A&%

60

中剂量组
%A*I$Dp#*!#A

6

"!*>#"p%*">$

6

高剂量组
%!*D>Ap#*#&I

6

D$*A!%pA*I&!

-

!!!!

c

!

同列不同字母的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

#

$*$"

+&

胃十二指肠黏膜血流量'胃脉管系统的基础张力和胃的酸碱

平衡!维持胃黏膜完整性和微血管屏障正常功能!改善血管

通透性!减轻炎症反应的作用有关&此外!

+Z

可以降低胃

黏膜中过氧化物酶活性!促进胃黏液分泌起到保护胃黏膜

作用0

#%

1

&

由图
#

'

!

可知!模型组小鼠胃黏膜和血清中
+Z

含量显

著*

=

#

$*$"

+低于空白组小鼠!说明酒精致胃黏膜损伤模型

的形成和
+Z

含量过低有关&中'高剂量组小鼠血清中
+Z

含量与模型组小鼠相比均显著*

=

#

$*$"

+升高!高剂量组小

鼠胃黏膜中
+Z

含量较模型组小鼠显著*

=

#

$*$"

+升高!说

明升高胃黏膜及血清中
+Z

含量是
HE,

预防酒精致胃黏

膜损伤的一个途径&低剂量组对小鼠胃黏膜和血清中
+Z

含量升高作用不明显*

=

&

$*$"

+,中'高剂量组小鼠血清和胃

黏膜中
+Z

含量较空白组小鼠差异不显著*

=

&

$*$"

+&提示

HE,

只有达到一定的剂量作用效果才明显,

HE,

可能通过

升高小鼠胃黏膜和血清中
+Z

含量来预防酒精致胃黏膜

损伤&

!!

*

A

+小鼠胃组织匀浆及血清中
=EK#

含量)前列腺素

*

=E;

+是胃黏膜另一重要防御因子!广泛分布于胃和十二指

肠等消化道!研究0

##

1表明其与溃疡病的发生有密切关系!具

有很强的细胞保护作用&

=EK#

是花生四烯酸的衍生物!由

胃黏膜上皮细胞和十二指肠黏膜不断合成'释放!是首先被

不同字母表示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

#

$*$"

+

图
#

!

HE,

对酒精致胃黏膜损伤小鼠胃黏膜组织
+Z

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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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字母表示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

#

$*$"

+

图
!

!

HE,

对酒精致胃黏膜损伤小鼠血清
+Z

含量的影响

]8

2

37F!

!

KVVF04(V (̂9

L

-0

2

3<

?

(TMF7(9+Z0(94F9489

<80F;F73<T84S-)0(S()589M30FM89

L

37

.

!

,

'

>

"

发现具有细胞保护作用的内源性物质&

=EK#

通过增强胃黏

膜的屏障作用!增加黏膜表面黏液分泌和黏膜血流量!刺激

胃'十二指肠黏膜基底细胞向表面移动以促进其修复!清除

氧自由基!抑制胃酸等来保护胃黏膜0

#!Y#"

1

&有研究0

#D

1表

明!乙醇通过抑制内源性前列腺素合成所必需的环氧化酶活

性来干扰前列腺素的合成!从而削弱其对胃黏膜的保护作

用!导致胃黏膜损伤如溃疡'出血'糜烂'穿孔等&

由图
A

'

"

可知!模型组小鼠胃黏膜和血清中
=EK#

含量

显著*

=

#

$*$"

+低于空白组小鼠!说明酒精致胃黏膜损伤模

型的形成和
=EK#

含量过低有关&与模型组比较!高剂量组

小鼠胃黏膜中
=EK#

含量显著*

=

#

$*$"

+升高!中'高剂量组

小鼠血清中
=EK#

含量均显著*

=

#

$*$"

+升高&虽然中剂量

组小鼠胃黏膜
=EK#

含量较模型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有

升高的趋势&说明升高胃黏膜及血清中
=EK#

含量是
HE,

不同字母表示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

#

$*$"

+

图
A

!

HE,

对酒精致胃黏膜损伤小鼠胃黏膜组织

=EK#

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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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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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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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酒精致胃黏膜损伤的一个途径&低剂量组对小鼠胃黏

膜和血清中
=EK#

含量较模型组小鼠差异不显著*

=

&

$*$"

+!试验结果与黄进波等0

#&

1的一致&提示
HE,

只有到

一定的剂量作用效果才明显,

HE,

可能通过升高小鼠胃黏

膜和血清中
=EK#

含量来预防酒精致胃黏膜损伤&

#*#*!

!

各组小鼠肝组织匀浆中
PO@

'

P/O@

及
=A"$

的含

量
!

肝脏既是人体中最大的腺体也是极其重要的代谢器官&

血液中
I$N

的乙醇都在肝脏中代谢!当肝脏中乙醇浓度较低

时!主要通过乙醇脱氢酶*

PO@

+和乙醛脱氢酶*

P/O@

+代

谢&

PO@

将乙醇转化为乙醛!在
P/O@

参与下乙醛转变成

乙酸!最后氧化成
BZ

#

和
@

#

Z

!排除体外0

#>

1

&当乙醇浓度超

过
%$<<()

/

/

!乙醇氧化系统*

,KZ1

+被激活成主要的酒精

代谢途径!在细胞色素
=A"$

存在和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

磷酸*

+PO=@

+参与下乙醇转化为乙醛!

=A"$

主要分布在内

质网和细胞线粒体内!其中含量最高的是肝脏微粒体0

#I

1

&

其中
=A"$

.

K%

是
=A"$

家族中重要的成员!主要在肝脏中表

达!可被乙醇诱导活化!参与酒精代谢!产生大量自由基!导

致脂质过氧化,并可以活化多种异源性物质产生有毒物质&

近年来有研究0

!$

1将其与酒精性肝病联系起来!发现在乙醇

的作用下!

=A"$

.

K%

酶含量增强0

!$

1

&

各试验组小鼠肝组织匀浆中
PO@

'

P/O@

含量以及细

胞色素
=A"$

含量的变化见表
D

&由表
D

可知!与模型组小鼠

比较!高剂量组小鼠肝脏组织匀浆中
PO@

和
=A"$

含量均

显著*

=

#

$*$"

+升高,中剂量组中
PO@

含量显著*

=

#

$*$"

+

升高!

P/O@

'

=A"$

含量虽然没有显著升高!但是有升高的

趋势&而低剂量组
PO@

'

P/O@

'

=A"$

含量较模型组变化无

显著性意义*

=

&

$*$"

+&结果提示一定浓度的
HE,

可以提

高肝脏中
PO@

'

P/O@

和
=A"$

含量!存在量效效应!从而加

速酒精代谢!发挥解酒作用&

表
D

!

HE,

对乙醇小鼠肝中乙醇脱氢酶%乙醛脱氢酶

和细胞色素
=A"$

含量的影响c

W-6)FD

!

WSFFVVF04;(V (̂9

L

-0

2

3<

?

(TMF7(90(94F94;(V

PO@

$

P/O@-9M=A"$89<80F)8UF7T84S-034F-)5

0(S()8;<

"

,

'

>

#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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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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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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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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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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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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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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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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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组
!

&*!"Ip$*A"#

6

"*&"$p%*#DA

6

%$>*##Dp%%*I$"

-

模型组
!

>*$I!p%*D$>

6

D*%#%p%*!&"

-6

&!*D#Ip%I*>%A

6

低剂量组
&*&IAp$*DDI

6

D*AD$p%*!$!

-6

&&*&D!p%"*#!$

6

中剂量组
%%*"#Ip#*!D#

-

&*>&Ip%*$IA

-6

I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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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剂量组
%#*%%Ip!*%D&

-

>*%$"p#*"$#

-

%$>*>"Ip!#*A$!

-

!

c

!

同列不同字母的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

#

$*$"

+&

!!

成杨等0

!%

1的研究表明)急性酒精灌胃导致大鼠肠道细

菌菌落发生明显改变!而通过进药干预!可调节酒精所致的

肠道菌群失调&

HE,

对小鼠盲肠内容物的体外厌氧发酵!

可促进发酵液
?

@

值明显降低!短链脂肪酸'乳酸菌'双歧杆

菌的数量显著增加!肠道潜在致病菌*大肠杆菌'梭状杆菌'

拟杆菌+的增值不明显0

!#

1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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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论
本试验结果提示!中'高剂量的

HE,

具有防醉'解酒功

效!作用机理)

%

可能是其抑制酒精的吸收!降低血清中乙

醇浓度,

&

减轻了酒精对胃黏膜的损伤!并提高了
PO@

'

P/O@

'

=A"$

含量!通过乙醇脱氢酶和乙醇氧化酶系统加速

酒精代谢!发挥其防醉解酒作用&但
HE,

在调节肠道微生

物菌群达到抗醉解酒作用关系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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