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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内酯对急性酒精性氧化应激反应的影响
刘红美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0）

【摘要】目的  探讨银杏内酯对小鼠急性酒精性氧化应激反应的影响。方法  随机选取40只SD小鼠分

为5组，分别为模型对照组、正常对照组、中、高剂量组、银杏内酯制剂低等5组，采用灌胃给药10天后，

一次性灌胃给予42%乙醇造模，取材测定指标。测定血清和肝组织谷胱甘肽含量、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

力、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丙二醛含量，观察银杏内酯制剂对乙醇氧化损伤模型小鼠抗氧化能力的影响。结

果  银杏内酯制剂3个剂量组均能增加GSH含量、提高SOD和GSH-Px活力，降低MDA含量。结论  银杏内酯

对小鼠急性酒精性氧化应激反应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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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性肝病是我国常见的肝脏疾病之一[1]。银杏

内酯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过敏等药理作用[2]。本实

验以SD雄性小鼠为研究对象，初步探讨银杏内酯对酒

精性氧化应激反应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药物与试剂

银杏内酯，酒精度42%（V/V）稻花香白酒，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离心机，谷胱甘肽（GSH）、谷胱

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检测试剂盒、肝脏丙二醛

（MDA）、肝脏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1.2 动物分组与给药方法

1.2.1 动物分组

实验动物40只SD雄性小鼠，由三峡大学实验动

物中心提供。小鼠共10只，随机分为银杏内酯高、

中、低剂量组以及空白对照组和模型组，共5组，每

组8只。

1.2.2 用药方法

空白对照组：0.9%生理盐水灌胃10天，第11天
隔夜禁食后灌胃蒸馏水0.016 L/kg；模型组：0.9%生

理盐水灌胃10天，第11天隔夜禁食后白酒灌胃0.016 
L/kg（6.72 g/kg）；银杏内酯高、低、中剂量组的小

鼠分别采用银杏内酯1.2、0.3、0.6 g/kg灌胃，持续

10天，在第11天的隔夜禁食后，银杏内酯组的小鼠

进行白酒灌胃0.016 L/kg（6.72 g/kg）；均3小时后

处死。

1.2.3 谷胱甘肽含量、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测定

和肝脏SOD、MDA测定

小鼠被断头处死后，快速将血清与肝脏分离，保

存-80℃的温度下备用。用GSH、GSH-Px、MDA、

SOD检测试剂盒进行检测。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小鼠肝匀浆中GSH、GSH-Px水平的测定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鼠肝匀浆GSH
和 G S H - P x 含量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银杏内酯中、高剂量组小鼠肝匀浆GSH
和GSH-Px含量均高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表1 银杏内酯对肝损伤小鼠肝组织GSH、GSH-Px的影响

（x±s）

组别 剂量（g/Kg） GSH（nmol/g） GSH-Px（u/g)

空白对照组 0 17.3± 5.4 188.92±27.03

模型组 0 9.1±1.9* 88.18±7.45*

银杏内酯低剂量组 0.3 11.8±2.1 127.12±13.24

银杏内酯中剂量组 0.6 13.2±3.7# 143.41±20.08#

银杏内酯高剂量组 1.2 15.9±4.3## 170.38±13.75##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5，##P＜0.01

2.2 小鼠肝匀浆中丙二醛、超氧化物歧化酶的

测定

模型组肝组织MDA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SOD明显低于空白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银杏内酯中、高

剂量组肝组织MDA均低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银杏内酯中、高剂量组肝组织SOD均高

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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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乳腺癌疾病的发病位置较为特殊，同时乳腺癌还

会对患者的生病健康及日常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影

响，使得患者在康复过程及诊疗中受到较大的心理压

力，最终使得患者出现各种心理问题，且不同阶段患

者具备的心理问题表现也不相同[3]。

根据相关医学研究表明，在乳腺癌治疗期间患者

的心理问题会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因此，应该对患者

开展有效科学积极的护理干预，削减患者在诊疗期间

的负面情绪，缓解或消除患者的心理问题，提高患者

对治疗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且可以通过护理干预减轻

患者的临症状，有效抑制患者癌症的发展，提高患者

各项免疫机能[4-5]。

本次选择我院我院接诊的60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通过研究结果表明，护理干预后患者心理问

题发生率明显低于护理干预前患者心理问题发生率，

组间差异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

见护理干预在不同乳腺癌中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心

理问题。

综上所述，针对不同乳腺癌患者心理特征采取护

理干预，不仅可以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还可以有

效缓解或消除患者负面的心理情绪，提高治疗及护理

的效果，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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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银杏内酯对肝损伤小鼠肝组织MDA和SOD活性的影响（x±s）

组别 剂量（g/Kg） MDA（nmol/g） SOD（u/g）

空白对照组 0 4.89±1.13 154.38±14.56

模型组 0 9.12±2.02* 65.24±2.55*

银杏内酯低剂量组 0.3 8.32±1.44 82.79±18.99

银杏内酯中剂量组 0.6 7.52±2.25** 103.21±16.64**

银杏内酯高剂量组 1.2 5.34±1.11*** 125.31±15.84***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5，***P＜0.01

3 讨 论

GSH不仅可以清除氧自由基，对细胞起到强有力

的保护作用，GSH还在保护肝细胞免遭过氧化损害中

起重要作用。MDA可反映肝损伤程度的有效指标，

MDA含量越高可说明肝细胞膜脂质的过氧化越强，受

损也越严重。GSH-Px和SOD是体内重要的抗氧化酶

类，可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弱机体的氧化应激

状态。

本实验探讨了银杏内酯对酒精性肝损伤小鼠

GSH、GSH-Px、SOD、MDA的变化，结果表明，银

杏内酯组和模型组比较，小鼠肝组织中SOD、GSH、

GSH-Px升高，MDA降低，可见银杏内酯对酒精诱导

急性肝损伤小鼠具有保护的作用，对体内过量的有害

自由基也可以消除，还可拮抗对酒精导致的肝细胞

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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