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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荔枝核提取物#黄酮类化合物（ OP）对乙

肝病毒的抑制作用. 方法：应用光密度测定法和细胞培养及

定量 A-Q 技术研究荔枝核提取物 OP 对 R0<E$. $. !* 细胞系

RSJTC 与 RS0TC 表达及 RSU#;LT 含量的影响. 结果：&) 孔

板试验：实验第 ,，) 日，OP 对 RSJTC 和 RS0TC 表达均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与对照组比较 5 V ". "!）. $’ 孔板试验：实验

第 ,，)，& 日 OP 对 RSJTC 表达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与对照组

比较 5 V ". "!）；实验第 )，& 日 OP 对 RS0TC 表达有明显的抑

制作用（与对照组比较 5 V ". "!）；同时采用定量 A-Q 方法检

测，OP（’"" 3C W P ）可使培养基中的 RSU#;LT 转阴. 结论：

OP 体外实验（培养细胞）有较强的抗乙肝病毒作用.
【关键词】荔枝核；黄酮类；R0<E$. $. !* 细胞；肝炎表面抗原，

乙型；肝炎 0 抗原，乙型；肝炎病毒，乙型；;LT
【中图号】Q$*). ’+ + + 【文献标识码】T

MN 引言

荔枝核 是 无 患 子 科 植 物 荔 枝（ P5>9B5 9B5?0?J5J
I:??）的成熟种子，又名荔仁或荔核，味甘、微苦，归

肝、肾经. 功效行气散结、祛寒止痛. 荔枝核的化学

成份除含有皂苷、蒜质外，还含有脂肪酸、聚合花色素

成份、氨基酸、挥发性成份、还原糖、淀粉及总糖、蛋白

质，以及钙、磷、钠、钾、锌、铜、锰、铁、镉等元素［!］. 屠

鹏飞等［$］从 %"" 3P W P 乙醇荔枝核提取物中首次分

离、鉴定了 !, 个化合物. 有文献报道荔枝核有降血

糖、调血脂和抗氧化、保肝作用，水提取物体外实验对

乙肝病毒 RSJTC、RSU#;LT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我们应用 R0<E$. $. !* 细胞系培养系统研究发现，荔

枝核提取物对乙肝病毒 RSJTC 、RS0TC 有明显的抑

制作用［’］. 肖柳英等［*］报道荔枝核对小鼠免疫性肝

炎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但有效组份尚不清楚，为了进

一步探讨荔枝核对乙型肝炎病毒的抑制作用及其有

效组份，我们研究了荔枝核提取物 OP 对 R0<E$. $. !*
细胞系 RSJTC 与 RS0TC 表达及 RSU#;LT 含量的

影响.

’N 材料和方法

’. ’N 材料+ ! 主要试剂和仪器：;G2G，E’!(（E5X#
9: 分 装），谷 氨 酰 胺、胎 牛 血 清（ I5C34），RSJTC，

!"#$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 ,-. ,/0 12-3）!445；!6（!4）7 +**8：9 9 :’()2;.< =>>(< /0(< ?2



!"#$% 试剂盒（ 上海科华），!"&’ ()$ *+’,-. 检

测试剂盒（深圳匹基公司）/ 其余为分析纯试剂/ -01

培养箱（2-0 ! 34$- 日本三洋），倒置显微镜 56"
! 7$（上海），超净工作台（ 天津尘埃净化设备厂），

细胞 培 养 盒、89 孔 细 胞 培 养 板、1: 孔 细 胞 培 养 板

（-;<=>=% 美国），酶标检测仪（日本），,?’4@AA 型定量

,-. 扩增仪，普朗洗板机，-*’4AA 酶标仪；! !#BC1/
1/ 34 细胞系：引自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病

毒研究所；" 药物：从荔枝核提取物中分离出 7D（经

波谱分析确定主要成分为黄酮类化合物，由广西师范

大学资 环 系 提 供）/ 拉 米 夫 定 片（ D$）（ 国 药 试 字

1AAAAA:，中国苏州，葛兰素史克制药有限公司产品/
批号：AEA3AA:3）/
!/ "# 方法

3/ 1/ 3 F 药物的配制 F 7D 和 D$ 分别用 3AAA GD H D
(260 溶解，配成 39A G% H D 浓度，以 4A % H D )I!-0E

或 3 G;J H D !-J 调 B! 至 9/ K L @/ 1，A/ 11 #G 针头过

滤器过滤后备用/
3/ 1/ 1F !#BC1/ 1/ 34 细胞系的培养体系F (2?2 中

加入 EKA G% H D C:3K，34A GD H D 胎牛血清，1 GG;J H D
谷氨酰胺，3A GD H D 青、链霉素，用 4A % H D )I!-0E 调

B! @/ 1 L @/ : 培养，每 3A M 传代一次/
3/ 1/ EF 药物对细胞的毒性作用试验

3/ 1/ E/ 3 F 用 6." 显色法［9］测定药物对细胞的毒性

具体方法：将 !#BC1/ 1/ 34 细胞按 3 N 3AK H D 接种于

89 孔细胞培养板，每孔 38A #D，依次将 7D，D$ 各组

份药物 3A #D（相当于 KAA，:AA，1AA，3AA G% H D 共 :
种浓度），加入培养板中，置 4A GD H D -01，E@O 培

养，每 E M 换相同浓度的相同药液和培养基，设不加

药物的 3AA GD H D (260 为对照孔，于第 9 日吸去上

清液，每孔加入 4AA GD H D 的三氯乙酸（P-$）4A #D
固定细胞，然后放入 :O冰箱中放置 EA G>=，每孔加

入去离子水洗涤 4 次，在空气中干燥后每孔加入 : % H
D 6." 染色剂 3AA #D 染色 EA G>=，弃去各孔液体后

用 3A GD H D 醋酸清洗 : 次，晾干，加入 3A GG;J P<>Q
缓冲液（B! 3A，1AA #D H 孔）在旋转振荡器上溶解 4
G>=/ 用自动酶标仪于吸收波长 434 =G 条件下测其

吸光度（$）/
3/ 1/ E/ 1F A M 板的制备：将 !#BC1/ 1/ 34 细胞按 3 N
3AK H D 接种于 89 孔细胞培养板，每孔 38A #D，（1: 孔

细胞培养板接种 84A #D），置 4A GD H D -01，E@O 培

养 EA G>=，用自动酶标仪于吸收波长 434 =G 条件下

测其吸光度（!）/ 方法同 3/ 1/ E/ 3/
3/ 1/ E/ E F 将 !#BC1/ 1/ 34 细胞按 3 N 3AK H D 接种于

1: 孔细胞培养板，每孔 84A #D，依次将 7D，D$ 各组

份药物 4A #D（相当于 :AA，1AA，3AA，4A G% H D 共 :
种浓度）加入培养板中，每 E M 换相同浓度的相同药

液和培养基，设不加药物的 3AA GD H D (260 为对照

孔，于第 8 日测定药物对细胞的毒性，方法同 3/ 1/ E/
3/ 按下列公式计算细胞存活率（R#JJ QS<T>TIJ <IU#）：

细胞存活率（V）W 实验孔 ! 值 X A M 板 ! 值
对照孔 ! 值 X A M 板 ! 值

N 3AAV

F F 4AV毒性浓度（-(4A）是实验孔存活细胞为对照

孔存活细胞的 4AV时的药物浓度/
3/ 1/ : F 7D 对 !#BC1/ 1/ 34 细胞系 !"Q$% 与 !"#$%
表达的影响F 将 !#BC1/ 1/ 34 细胞按 3 N 3AK H D 接种

于 89 孔细胞培养板中，每孔 38A #D，以 KAA，:AA，

1AA，3AA G% H D 的药物浓度将 7D，D$ 各组份加入细

胞培养板中，每个浓度设 E 孔，设 3AA GD H D (260 组

8 孔作为阴性对照，分别于第 E，9 日取培养基上清液

于 X 1AO 冻存，集中用波长为 :4A =G 酶标法测定

!"Q$% 与 !"#$% 的 ! 值；按下式计算药物对 !"Q$%，

!"#$% 分泌的抑制率（ 7=Y>Z>U>T# <IU#）：

抑制率（V）W
3AA GD H D (260 对照孔 ! 值 X药物孔 ! 值
3AA GD H D (260 对照孔 ! 值 X阴性血清 ! 值

N3AAV

F F 4AV抑制浓度（ 7-4A）为 !"Q$% 或 !"#$% 抑制率

为 4AV时的药物浓度；治疗指数（P7）W -(4A H 7-4A /
当 P7 [ 1 时为有效，P7 W 3 时为毒性作用较强，P7 \ 3
时为毒性作用强/

将 !#BC1/ 1/ 34 细胞按 3 N 3AK H D 接种于 1: 孔细

胞培养板中，每孔 84A #D，以 :AA，1AA，3AA，4A G% H
D 的药物浓度将 7D，D$ 各组份加入细胞培养板中，

每个浓度设 1 孔，设 3AA GD H D (260 组 K 孔作为阴

性对照；分别于第 E，9 和 8 日取培养基上清液于 X
1AO冻存，按 3/ 1/ E/ 3 的方法测定 ! 值，计算药物对

!"Q$%，!"#$% 分泌的抑制率和 7-4A /
3/ 1/ 4F 7D 对 !#BC1/ 1/ 34 细胞系 !"&’()$ 含量的

影响F !"&’()$ 含量检测按试剂说明书进行/
统计 学 处 理：实 验 资 料 以 " # $ 表 示，采 用

6,663A/ A 统计分析软件，对组间实验数据进行方差

分析，以及 (S==#UU 两两比较/ 若组间方差不齐，则用

非参数秩和检验，% \ A/ A4 为统计学差异显著/

"# 结果

"$ ! # %& 孔板上 ’( 对 )*+,"$ "$ !- 细胞系 )./01
和 ).*01 表达的抑制作用# 应用 !#BC1/ 1/ 34 细胞

系在 89 孔板培养系统实验证明：7D 各剂量组对 !"’
Q$% 和 !"#$% 表达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抑制率分

别 是： 在 实 验 第 E 日 为 K:/ 89V L :1/ 3AV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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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实验第 ’ 日为 !)# (*% &+$# ,)%
和!$# $$% & +,# +!%（ 与 ",, -. / . 0123 组 比 较

! 4 ,# ,"，见 567 "，*），其 89:;< 的 =>?,第 $ 日值为

",*# ,( -< / .，第 ’ 日为 )(# ,, -< / . ；5= @ *（ 第 $，’
日），对 89A;< 的 =>?,值第 $ 日为 ",+# *( -< / .，第 ’
日为 ",$# +, -< / .；5= @ *（第 $，’ 日）#

表 "B =. 对 8ACD*# *# "? 细胞系 89:;< 表达的抑制作用（)’ 孔板）

567 "B =EFG7GHIJK ALLAMH IL ANHJ6MH IL =. IE HFA ANCJA::GIE IL 89:;< GE HFA 8ACD*# *# "? MAOO: （" # $，$ % &）

DJIPC 0I:A（-< / .）
$ Q

’ =EFG7GHGRA J6HA（% ）

’ Q

’ =EFG7GHGRA J6HA（% ）>AOO :PJRGR6O J6HA（% ）

",, -. / .

B 0123
S ,# "$ T ,# "’ ,# $"" T ,# ,’ ",,# ,,,

=. !,, ,# ,* T ,# ,,7 !+# )’ ,# ,$ T ,# ,,7 !)# (* (’# "+
+,, ,# ,* T ,# ,"7 !"# )’ ,# ,+ T ,# ,,7 !’# ?, ($# ,$
*,, ,# ,$ T ,# ,"7 (?# ") ,# ,’ T ,# ,"7 !,# ,’ ($# ,?
",, ,# ,! T ,# ,"7 +*# ", ,# "! T ,# ,"7 +$# ,) !+# ",

.; !,, ,# ,’ T ,# ,"7 ?(# "+ ,# "? T ,# ,’7 ?"# (( ?(# $+
+,, ,# ,! T ,# ,,7 $(# ?) ,# ** T ,# ,*6 *)# ?! ’"# ,(
*,, ,# ,? T ,# ,"7 ’*# +" ,# *, T ,# ",6 $’# )! !*# ""
",, ,# ,! T ,# ,"7 +"# $?$ ,# *( T ,# ," ")# $+ !(# ,"

6! 4 ,# ,?，7! 4 ,# ," (& ",, -. / .0123；=.：UO6RIEIGQ:；.;：.6-GRPQGEA#

表 *B =. 对 8ACD*# *# "? 细胞系 89A;< 表达的抑制作用（)’ 孔板）

567 *B =EFG7GHIJK ALLAMH IL ANHJ6MH IL =. IE HFA ANCJA::GIE IL 89A;< GE HFA 8ACD*# *# "? MAOO: （" # $，$ % &）

DJIPC 0I:A（-< / .）
$ Q

’ =EFG7GHGRA J6HA（% ）

’ Q

’ =EFG7GHGRA J6HA（% ）>AOO :PJRGR6O J6HA（% ）

",, -. / .

B 0123
,# (? T ,# ,! "# *’ T ,# "’ ",,# ,,,

=. !,, ,# "+ T ,# ,"7 !"# $$ ,# *" T ,# ,(7 !$# $$ (’# "+
+,, ,# "$ T ,# ,*7 !*# ’( ,# *$ T ,# ,+7 !"# (? ($# ,$
*,, ,# "( T ,# ,+7 ((# $$ ,# $, T ,# ,!7 (’# ") ($# ,?
",, ,# +’ T ,# ,?7 $!# ’( ,# (? T ,# ,"7 +,# +! !+# ",

.; !,, ,# ’’ T ,# ,) "*# ,, "# +" T ,# ", S ""# ), ?(# $+
+,, ,# ’) T ,# ,? !# ,, "# $( T ,# "? S !# ($ ’"# ,(
*,, ,# ’’ T ,# ,! "*# ,, "# $’ T ,# *" S (# )+ !*# ""
",, ,# ’? T ,# ,+ "$# $$ "# $, T ,# "" S $# "! !(# ,"

6! 4 ,# ,?，7! 4 ,# ," (& ",, -. / . 0123；=.：UO6RIEIGQ:；.;：.6-GRPQGEA#

!" ! # $% 对 &’()!" !" *+ 细胞系 &,-./ 和 &,’./
表达的抑制作用（!0 孔板）# 应用 8ACD*# *# "? 细胞

系在 *+ 孔板培养系统实验证明：=. 各剂量组对 89V
:;< 表达在实验第 $，’，) 日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抑 制 率 分 别 为 (*# $!% & "!# ",%，’)# (,% &
"!# "!%和 ?,# ,,% & "+# ("%（ 与 ",, -. / . 0123
组比较! 4 ,# ,"，567 $）；=. 各剂量组对 89A;< 表达

在实验第 ’ 日和第 ) 日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抑制率分

别为 ("# (*% &$$# "’%，))# "$% & (+# ?(%（与 ",,
-. / . 0123 组比较 ! 4 ,# ,"，567 +）# 在实验第 $，

’，) 日 89:;< 的 =>?, 分为 **?# "(，$$!# !+，+"(# !(
-< / .；5= @ *（ 第 $，’，) 日）# 在 实 验 第 ’，) 日

89A;< 的 =>?,值分别为 "!$# "’，*$# ?) -< / .；5= @ *
（第 ’，) 日）# 上述结果说明了 =. 对 8ACD *# *# "? 细

胞系 89:;< 和 89A;< 表达抑制作用的可重复性#
!" 1# $% 对 &’()!" !" *+ 细胞系 &,2345. 含量的

影响（!0 孔板）# 在 8ACD*# *# "? 细胞系培养系统

中，分别于实验的第 $，’，) 日取各实验孔的上清液

",,, !. 做 89WV0X; 定量 Y>Z 含量分析，=.（+,,
-< / .）在实验第 ’，) 日使培养液中的 89WV0X; 转

为阴性# 说明 =.（+,, -< / .）有抑制 89WV0X; 复制

的作用，结果见 567 ?#

1# 讨论

荔枝是一种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果品，但随着科

技的发展，人们不仅只停留于简单的食用，而对其被

丢弃的 荔 枝 核 的 化 学 成 分 和 药 用 价 值 进 行 了 探

讨［" S +］，其中荔枝核提取物对乙肝病毒的抑制作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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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对 %&’()* )* +, 细胞系 %-./0 表达的抑制作用（)1 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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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对%&’()* )* +, 细胞系%-TUAV/ 含量的影响（)1 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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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较多［! Q ,］* 我们采用光密度测定法和细胞培养及

定量 ZI[ 技 术 研 究 荔 枝 核 提 取 物 之 一 的 #$ 对

%&’()* )* +, 细胞系 %-./0 与 %-&/0 的表达的抑制

作用和 %-TUAV/ 含量的影响，其结果表明：#$ 对

%&’()* )* +, 细胞系 %-./0 与 %-&/0 的表达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1JJ B0 C $ 于实验第 G，H 日使 %&’()* )*
+, 细胞系培养基中的 %-TUAV/ 转阴，说明 #$ 在体

外有明显的抗乙肝病毒的作用*
" " 乙型肝炎是由乙型肝炎病毒（ 6&’38787. - E7:@.，
%-T）引起的一种严重的世界范围内危害人类健康

的疾病，全世界大约有 )J 亿人感染过 %-T，在我国

感染率高达 ,JF \ OJF，%-T 持续感染会导致肝硬

化和原发性肝细胞肝癌等肝脏疾病，因此寻找安全有

效的抗 %-T 药物已成为当今医药学界一项迫切任

务* %&’()* )* +, 细胞株能长期、稳定地向培养上清

液中分泌 %-./0，%-&/0 和 %-T 颗粒及对人有感染

性，是目前各实验室广泛应用于筛选和评价体外抗

%-T 药物较好的细胞模型* 因此，我们选用 %&’()*
)* +, 细胞株作为研究荔枝核提取物之一的 #$ 抗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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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病毒的作用是合理而可行的!
有报道表明叶下珠总提取物、白马骨根水提物、

板蓝根、银黄注射液、木芙蓉、毛鸡屎藤、白花丹、山竹

子、秋海棠水提物等在一定程度上对 "#$%&! &! ’( 细

胞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有效成分均尚未明确!
从实验结果看出：荔枝核黄酮类化合物体外抗乙肝病

毒的作用明确、毒性低、治疗指数高；而荔枝作为广西

特产，资源极其丰富，目前荔枝核仍为废弃物，如能从

荔枝核中分离提纯出高效低毒的抗乙肝病毒药物，对

乙型肝炎的治疗及发展地方经济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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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洛四联症术后并发心包压塞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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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 床 资 料 # 我 院 &HH/BHI ^ &HHIBHM 共 完 成 法 洛 四 联 症

（JDK）根治术 (- 例，其中术后出现心包压塞 I（男 ’，女 /）例，

年龄 / _ ’I 岁! 通过心脏彩超确诊 JDK，术前检查血氧饱和度

M/‘ _-(‘，凝血酶原时间均延长，手术顺利，术中止血彻底，

术中常规应用抗凝剂，并给予支持等治疗，术后 &I _ I& 1 患

者胸腔引流突然变少，测激活凝血时间 a I-H C，用鱼精蛋白中

和抗凝剂、补液、输血、挤引流管等保守治疗后，效果不佳，出

现中心静脉压直线上升，心率加快，收缩压降低，脉压差减小，

尿量减少等休克症状，立即床旁拍片示心影增大呈烧瓶心，床

旁彩超确诊为心包压塞! 急诊手术，打开心包，取出积存血

块，血压立即回升! I 例患者术后恢复良好，出院!

$# 讨论# JDK 由于长期缺氧，侧支血管丰富，凝血机制障碍，

转机时间长，破坏凝血因子，术后易致出血过多［’］! 如心包腔

引流不畅时，血及血块在心包腔内积聚过多，即可急性心包压

塞，发生率为 /! I‘ _ (! -‘，多出现于手术后 /M 1 内! 术后保

持各管道通畅，防止扭曲、受压、脱落，严密观察胸腔引流的量

及性质，准确记录每小时引流液的量及性质，如引流液突然由

多变少或无，或血性引流液 a I :4（̂b3·1），伴随 7Y8 直线

上升，心率增快，血压下降等休克表现，应想到发生急性出血

或心包压塞［&］，病情危急，及早发现，分秒必争，做好二次开胸

准备，为抢救赢得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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