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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石斛胶囊延缓果蝇衰老的观察 

张 静 ，连超群。，胡明洁 ，张 鼎 ，吴守伟 

· 基 础 医 学 · 

[摘要]目的：探讨霍山石斛胶囊(dendrobium huoshenese capsule，DHC)对延缓果蝇衰老的影响作用及其机制。方法：收集羽化 

8 h内的黑腹果蝇，在普通培养基上饲喂20天后随机分为 4组，分别以添加 0．000％、0．056％、0．167％、0．500％DHC的培养 

基饲喂，用生存实验检测果蝇寿命；分别测定给药 10、20、30日龄果蝇体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及丙二醛(MDA)含量。 

结果：0．056％、0．167％、0．500％DHC能显著延长雌雄果蝇的半数死亡时间、寿命及最高寿命(P<0．叭)，给药 10、20、30日龄 

时雌雄蝇体内随着霍山石斛浓度增高，SOD活性升高、MDA含量降低(P<0．05)。结论：DHC具有抗氧化、延缓果蝇衰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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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nti—aging effect of dendrobium huoshenese capsule on drosoph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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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anti．aging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dendrobium huoshenese capsule on drosophila．Methods： 

Newly trapped and not matea drosophila melangnogaster were collected within 8 hours，the drosophilas were cultured for 20 days in 

medium，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4 groups，each cultured with 0．000％ ，0．056％ ，0．167％ and 0．500％ concentrations of 

dendrobium huoshenese capsule．The drosophila，s life span was detected with survival test．When the drosophilas were given Varied 

concentrations of Dendrobium Huoshenese capsule for 10，20，30 days，superoxide dismutase(SOD)activity and malondialdehyde 

(MDA) content were nleasured respectively．Results：When the drosophilas were treated with 0．056％ ，0．167％ ，0．500％ 

concentrations of dendrobium huoshenese capsule，the half died time，maxinlaul average life span and average life span were prolonged 

significantly(P<0．01)，and SOD activity was increased remarkably(P<0．05)while MDA content was decreased(P<0．05)in the 

drosophila given the middle and high concentrations of dendrobium huoshenese capsule for l 0，20，30 days．Conclusions：Dendrobium 

Huoshenese capsule has the anti—oxidation and anti—aging effects on drosoph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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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石斛为常用名贵中药材，主产于安徽霍山 

等地，在抗氧化、抗肿瘤、抗辐射、降血糖、降血脂、提 

高机体免疫力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J̈。“霍山石斛胶 

囊”(dendrobium huoshenese capsule，DHC)是安徽 

农业大学霍山石斛课题组以名贵中药霍山石斛为主 

要原材料，配以白参、西洋参等多种中药自行研制的 
一 种保健药品，前期研究 显示 DHC具有降低小鼠 

体内脂质过氧化的程度，提高抗氧化酶活性的能力。 

在众多衰老理论中，自由基促进衰老已是公认的事 

实，因此本研究采用果蝇为动物模型，研究 DHC对 

果蝇寿命的影响，并从其体内的超氧化物歧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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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oxide dismutase，SOD)活 性 及 丙 二 醛 

(malondialdehyde，MDA)含量变化方面，探讨 DHC 

延缓衰老作用的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DHC药液：由安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霍山石斛课题组惠赠。 

1．2 动物 野生型黑腹果蝇由本校生物科学系实 

验中心提供。收集 8 h内羽化未交配成虫，雌雄分 

开，乙醚麻醉后分养于普通培养基培养，温度(25± 

1)oC，相对湿度(60±1)％。 

1．3 果蝇培养基 普通培养基成分 ：水 150 ml， 

琼脂 1．5 g，蔗糖 13 g，玉米粉 17 g，酵母膏 1．4 g，丙 

酸 1 ml。给药培养基制备：霍山石斛胶囊按人体推 

荐用量4．5～5．5 g／d推算设计中浓度，中浓度 = 

(人体推荐量／3 000)x 100％，以3倍的浓度梯度设 

计低、高浓度，在基本培养基基础上，加入 DHC粉， 

分 别 配 制 含 DHC 0．000％、0．056％ 、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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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0％的培养基，搅拌均匀后立即分装于洁净的培 

养管中，每管培养基厚度约2．0 cm。 

1．4 试剂 SOD试剂盒、MDA测定试剂盒(批号： 

20100113)由南京建成试剂公司提供。其他试剂均 

为国产分析纯。 

1．5 实验 方法 

1．5．1 果蝇生存实验 取 20日龄的果蝇在乙醚麻 

醉下雌雄分开并随机分为4组，依次为空白对照组， 

DHC低(0．056％)、中(0．167％)、高(0．500％)浓 

度给药组。空白对照组饲喂普通培养基；给药组果 

蝇分别饲养 于添加了浓度为 0．056％、0．167％、 

0．500％DHC的培养基中。每组雌雄果蝇各有 200 

只，每个培养管 20只果蝇。置于温度为25 cC，相对 

湿度为 60％的培养箱中观察培养，每4天更换 1次 

培养基。每 24 h定时记录各组果蝇存活数和死亡 

数，过度麻醉或培养基粘住等人为因素造成死亡者 

不计算在内，直到果蝇全部死亡为止。计算各组果 

蝇平均寿命、半数死亡时间和最高寿命。全部果蝇 

存活天数的均数为平均寿命，每组中半数果蝇死亡 

天数的算术平均数为该组的半数死亡时间，每组最 

后 10只死亡果蝇的生存天数均值为最高寿命。延 

寿率 =[(给药组平均寿命 一对照组平均寿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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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平均寿命 ×100％ 。 

1．5．2 果蝇体 内 SOD活性和 MDA含量的测定 

取20日龄的果蝇 ，随机分为 4组，各组药物浓度同 

果蝇生存实验，每组雌雄各 200只，分别放入培养管 

中饲养，每4天更换 1次培养基。每组雌雄果蝇各 

取 40 mg，在冰浴 中迅速制成匀浆 ，6 000 r／min离心 

10 rain，取上清液按试剂盒说明书分别检测给药 10、 

20、30日龄各组单位重量果蝇 SOD活性及 MDA的 

含量。重复3次。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 q检验。 

2 结果 

2．1 DHC对果蝇寿命的影响 各给药组饲喂 DHC 

后，雌雄果蝇的半数死亡时间、平均寿命和平均最高 

寿命均 较对照组延 长，DHC 0．056％、0．167％、 

0．500％浓度给药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1)。0．167％、0．500％浓度可分别延 

长雌果蝇半数死亡时间 6．92、6．23天(P<0．01)， 

可分别延长雄果蝇半数死亡时间 7．13、6．38天 

(P<0．01)。0．167％、0．500％浓度对雌果蝇的延 

寿率分别为28．52％、24．57％(P<0．01)，对雄果蝇的 

延寿率分别为20．50％、20．03％(P<0．05)(见表 1)。 

表 1 不同剂量 DHC对果蝇半数死亡时间、平均寿命和平均最高寿命影响的比较 (n =200； ± ；d) 

q检验：与0．000％DHC组比较 尸<0．0l 

2．2 DHC对果蝇 体 内 SOD活性的影 响 结果显 

示，同一时间的果蝇体内总 SOD活性随着培养基中 

DHC含量增加而递增，0．167％、0．500％ DHC组与 

0．000％ DHC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见表 2)。 

表2 DHC对雌、雄果蝇总 SOD活性影响(n =3； ±s； u／L) 

q检验：与0．000％DHC组比较 P<0．05， $P<0．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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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HC对果蝇体 内 MDA含量的影响 结果显 

示，同一时间的果蝇体内 MDA含量随着培养基中 

DHC含量增加而下降。0．167％、0．500％ DHC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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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0．000％ DHC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3)。 

表 3 DHC对雌、雄果蝇 MDA含量的影响(n =3； ± ； mol／L) 

q检验：与0．000％DHC组比较 P<0．05， $P<0．01 

3 讨论 

人的衰老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现象，寿命是衡 

量衰老的一个指标。在延缓衰老实验 中，果蝇具 

有与人类相似的生存、发育 、衰老阶段。并且果蝇自 

然生命周期较短，在 25℃适宜环境下，从卵、幼虫、 

蛹到成虫不过 10天，成虫自然寿命也只有 50～60 

天；而且果蝇体形小，可以用较多样本做实验，从而 

缩小了抽样误差，因而果蝇常被用于衰老实验研 

究 。果蝇生存实验的评价指标有最高寿命 、平 

均寿命和半数死亡时间 3种。如果任一剂量组(或 

二组、三组)的任一性别(或两性)的最高寿命和 

(或)平均寿命显著长于对照组，即可判定实验样品 

对果蝇有延缓衰老功能 。本次实验结果显示 

0．056％、0．167％、0．500％ DHC组对雌雄果蝇的半 

数死亡时间、平均寿命和平均最高寿命的延长有统 

计学意义，这说明一定剂量的 DHC对果蝇有延缓衰 

老的功能。且 DHC 0．500％高剂量组对果蝇半数死 

亡时间和平均寿命的延长效果略低于0．167％中剂 

量组，这可能是 DHC在延缓衰老作用上有一定的剂 

量范围。 

Harman于 1965年首先提出生物体在细胞正常 

代谢中所产生的自由基，如果过量就会造成 DNA和 

其他大分子损伤，导致退衰性疾病 、恶性损伤及细胞 

死亡，最终使生物体衰老死亡。从衰老自由基学说 

出发，提高人体 SOD活性，降低过氧化脂质含量可 

以消除自由基对机体的老化作用。DHC富含多糖、 

生物碱、微量元素、氨基酸以及其他活性成分，具有 
一

系列复杂的、多方面的生理活性。其中 DHC多糖 

以及石斛中所含的菲醌类、联苄类和芴酮类化合物 

具有清除活性氧的作用 。DHC抗氧化作用已有 

报道 “ ，证实 DHC多糖对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和 

羟基自由基具有不同程度的清除作用，同时对烷基 

自由基引发的亚油酸氧化体系也有显著的抑制作 

用。本研究显示，0．167％、0．500％DHC在给药 l0、 

20、30天后，显著提高雌雄果蝇体内SOD的活性，减 

少自由基引起的脂质过氧化反应，使 MDA含量显 

著降低，从而延缓衰老。 

本研究结果显示，DHC可能是通过提高生物体 

内SOD等抗氧化酶的活性，降低过氧化脂质分解的 

最终产物 MDA的含量而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由 

于衰老是个复杂的过程，DHC延缓衰老的作用机制 

还有待于进一步实验和I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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