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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抑素 

目的：研究丝瓜叶新成分 L 6a和L-10对大鼠学习 

记忆及海马内生长抑素的影响．方法：icy大鼠分 

别用穿梭箱被动回避反应及免疫组化、图像分析 

等法进行． 结果：L~a(25 g)组记忆保持功能明 

显增强(P<0．05)，生长抑素免疫反应物(Som LI) 

的面密度和数密度显著增加(P(0．05)；其余各组 

记忆保持功能增加不显著(P>0．05)，L-10(25 

g)组 Sorn．LI的面密度及(50 gg)组 Som-LI的面 

密度和数密度值均显著增加(P(0．05)． 结论： 

L-6a(25 g)具有增强记忆保持功能和增加 Som-LI 

的作用，L-10有增强记忆保持功能的趋势，但不 

显著，却显著增加海马内的 Sore．LI． 

丝瓜提取物具有增强机体免疫、抗应激刺激、 

抗病毒等多种生理功能(见齐尚斌撰写的综述： 

“丝瓜的临床应用与药理研究进展，四JI『中草药研 

究 1996；37—38；90一s)． 现已分离出多种化学 

单体成分L ，L a和 L-10是我所首次从天然界分 

得并报道的新成分，属三萜皂苷类成分． L．6a为 

2 羟基齐墩果酸-3．0． D萄葡糖吡哺糖苷，无色 

针晶 O9 molecular weight 6,34 FAB．MS m．／z： 

687(M +K)． 唧 ：224—226℃ ． 

L-10为2l 羟基常春藤皂苷元 3．O 口．D毗喃 

葡萄糖苷． 为一新化合物，命名为丝瓜皂苷 N 

(1ucyoside N)． 为无色颗 粒状 结 晶 c36Hsa ol0 

mdecularweight 650 FAB·MS m／z 689(M +K)， 

mp：221—2Z3℃． 

丝瓜皂苷类中含有人参皂苷 Rg1和 ReL ，已 

知 Rg1能促进记忆的获得、巩固和再现 J． 本文 

研究丝瓜叶单体成分 L-6a和 L-10是否具有促智 

作用． 

大脑的许多团核中，海马与学习记忆功能的 

关系最密切 ，而海马内富含生长抑素神经元 

生长抑素 som~ostatin(S∞ )是中枢内重要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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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质或调制因子． 已证明 Som参与学习记忆过 

程，并与早老性痴呆的记忆障碍有关[ ． 本文 

旨在探讨丝瓜叶提取物对 Sore及对学习记忆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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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与手术 Wis~a"大鼠 船 只，早 2兼用，分笼饲 

养，体重 200—2．50 g． 麻醉后 于一侧侧脑室(P l 5，LR 

1．5，H 3．O)埋植不锈钢套管一个，术后2 d开始实验 

试药的配制 将L-6a与 L-10用 M岛s0少许浸润助 

溶，后加人工脑脊液配成 2．5和 5 g-LI1两种浓度备用 ． 

脑室洼射(icv) 向脑室内注射药物或NS 10 L，约 l 

rain，滞留针 lrain，注药后 l h和24 h后做行为实验 ． 

行为实验 采用被动回避行为训练避暗(步人。step 

血nu曲)法 · ． 训练箱用 5唧 厚灰色硬塑料板制成，分 

A、B两室太小均为 25锄 x舶 crflx3o锄 两室间隔正中 

靠底边设一可供开闭的门洞，A箱为暗箱，底部设有平行 

铜栅，以备通电刺激鼠爪用 B箱为明箱，其侧壁装有 40 

w 灯泡开关，用于作避暗实验 ．行为实验前将大鼠置于B 

箱内，使其适应环境 5 rain 行为实验于上午进行 ．将大 

鼠随机分为 L-6a、L-10(均设太、小剂量组)和 Ns组，共 5 

组 给大鼠 icy药物或 NS后 l h，将大鼠置于 B箱 内．开 

启门洞的门，亮灯，间隔潜伏期(h)后，大鼠将经过 门洞进 

人 A箱 避光，随即关闭门洞并电击鼠爪2～5 s 24 h后 

重新将大鼠放人 B箱内．大鼠将延长进人 A箱的时间( ) 

以避免电击． 记录每只大鼠在明室内停留的时间(b、 )， 

以b为大鼠记忆保持指标 

海马内 S唧 免疫组化法【“】检测 大鼠经行为实验 

后， 戊巴比妥钠50 rag· 。。麻醉，经升主动昧插管快速 

灌注 NS100mL和新配制的4％多聚甲醛液 700—1000mL 

(1．5—3 h)，再灌人 l0％蔗糖液 100—200mL． 取出海马 

组织置于 舶 ％蔗糖液中过夜(以上溶液均用磷酸缓 冲液 

0．1 mol-L 配制，4℃)．球冻切片，(厚40 )，切片先 

在 0 5％的 TritonX-100中温育 O 5 h，再先后在正常羊血 

清、兔抗 Som血请(1-*~000，4℃，48 h)、生物素结合羊抗 

兔血清(1：200)和链 卵白素一生物素结合辣根过氧化物酶 

(ABC)(1：100)温育 对照实验 以正常兔血清代替 Sorn抗 

体温育． 上每一步骤均用磷 酸缓冲液漂洗 3次，每次 

10rain经免疫组化染色后封片、镜检，每鼠取 2—3张切 

片经分析仪作定量分析．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用微机进行 f检验处理． 

L6a和 L．1O对大鼠记忆保持的影响 L-6a 

25 g组对大鼠24 h后的记忆保持功能明显增强， 

与对照组比较，大鼠进入 A箱的潜伏时问显著延 

长(P<0．0,5)；L-10两剂量组的潜伏期也有延长的 

趋势，(P>0．0,5)；L-6a 50 组则无改变(Tab 1)． 

Tab1． Effects of L-6a and L-10 on m口∞ kee】衄  ‘ 

flln~ton afterk'v i蚰 inmb ． 

±s． >0．05． <0．05懈 NS10pL 

对海马内 Som-LI的影响 L-6a 25他、L-10 

2s 组和 Ll0 50俺 组的 Som-LI面密度值与对 

照组比较有显著增加，L-6a 25 g组和 L_l0 5o g 

组的 Som-LI数密度值也明显多于对照组． 表明 

L-6a 25 和 L-10的两个剂量均能增加海马内 

Sore免疫反应物(Tab 2)． 

本文用穿梭箱被动回避反应和免疫组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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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2． Effects of L-6a and L-10 on S衄n_U  in 

ppo唧 叩 i ot tats． 

霉± ． >0．OS． <0．05． <0．毗 NS 

像分析法研究了丝瓜叶新成分 L．6a、Ll0在促智 

作用方面的生理活性． 结果发现：icy L6a或 L 

1O对正常大鼠学习记忆保持时间的延长和海马内 

生长抑素的增加均有一定的作用，其中L-6a 25 g 

组，不仅具有显著增强学习记忆保持功能的作用． 

且海马内Som-LI也显著增加，两者之间显示出了 

有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与文献_5 的结果相符 ． 这 

一 结果也提示丝瓜叶提取物的益智作用看来是通 

过增加海马内生长抑素来实现的． 

同样的实验中，L-IO也明显增加海马内生长 

抑素免疫反应物，而学习记忆保持时间只有延长 

的趋势，是否因两种单体的结构的差异．对促进 

海马内 Som-LI的种类不同，而表现出了生理活性 

方面的差异，还在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药物的最佳有效剂量选择 

不够准确，因而未能显示出药物明显的量效关系． 

实验样品由四川省 中 

药研究所药化研究室梁龙与刘昌瑜同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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