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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为常用中药材!有+药中之国老,的美称&

甘草应用极其广泛!在兽医临床亦是如此!例如可

以作为免疫调节剂)饲料添加剂)抗病毒制剂)肿瘤

治疗辅助药物以及抗氧化剂等& 现代研究发现!甘

草含有多种活性成分!主要是三萜类)黄酮类)甘草

多糖类!另外还有香豆素类)氨基酸类)生物碱类)

挥发油类及多种微量元素等& 甘草多糖"简称Q3#

是从甘草中提取的活性多糖!研究表明'$(

!甘草多

糖主要由鼠李糖)葡聚糖)阿拉伯糖和半乳糖组成&

甘草多糖含有大量的还原结构!这些结构决定其强

还原性'"(

& 对多糖结构的研究表明!多糖的生物活

性大多与其空间结构密切相关& 原子力显微镜分

析结果表明!甘草多糖最少有三种主要的核心结

构!分别是由含有
%

/$!% /4/半乳糖组成一个主

链的甘草多糖!支链由
%

/$!. /4/半乳糖残基组

成的结构式%以葡萄糖为主链的甘草多糖!完全由

4/葡萄糖单位通过
!

/$ !& /葡萄糖苷连接的单

一葡萄糖结构式%由
%

/$!% /4/半乳糖组成一个

主链的甘草多糖!所有支链由
!

/$!2 /阿拉伯糖

残基组成的结构式&

一般而言!水提粗糖由中性多糖组成!碱提粗

糖则含有酸性多糖& 丛媛媛'%(对新疆胀果甘草多

糖的体外免疫活性)抗肿瘤活性和抗氧化作用研究

结果表明!酸性多糖具有较强的体外免疫活性和一

定的抗肿瘤活性%甘草多糖对自由基也具有一定的

清除作用及抗氧化活性& 对其结构分析的结果表

明!甘草多糖中性糖支链结构能显著影响其体外免

疫活性以及抗肿瘤活性的表达!多糖结构中支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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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能够导致其生物学功能的差异性& 某些酸性

多糖的体外免疫活性和抗肿瘤活性可能与其结构

中所含糖醛酸基团有关& 而且!主链的结构)支链

的长度与位置)取代基的种类和数量都对多糖及其

衍生物的活性有显著影响& 近年来研究人员对甘

草多糖的药理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本文就甘草

多糖药理作用进行了全面的综述&

;<调节机体免疫作用

研究表明!多糖是一种免疫调节剂!它能激活

免疫细胞!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而对正常细胞无

毒副作用& 有报道Q3在体内和体外均能提高自然

杀伤"5R#细胞活性和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细胞毒

效应!具有激活小鼠淋巴细胞增殖的作用!选择性

增强辅助性[淋巴细胞的增殖能力和活性!调节多

种细胞因子的生成与分泌& 比较发现!体内给药的

增强作用较体外试验增强作用明显& 还有试验表

明!从甘草中分离的 % 种酸性多糖"Q*/"

*

=)

Q*/"

*

X)Q*/"

*

+#具有明显的抗补体活性!且

Q*/"

*

+具有促有丝分裂活性&

王丽荣等'&(给予试验小白鼠不同剂量的 Q3!

在试验期内Q3能明显提高小鼠体重和淋巴细胞的

;" 玫瑰花环形成率!表明甘草多糖能提高机体的

细胞免疫功能& 程安玮等'2(研究结果显示!Q3能

刺激小鼠腹腔巨噬细胞活性!且呈剂量依赖关系&

主要表现为刺激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以及激活巨

噬细胞分泌多种具有多种免疫调节功能的细胞因

子& 李发胜等'.(研究结果表明!Q3对小鼠免疫应

答水平呈现出剂量依赖性& 对小鼠受抗原激发后

I_5/

$

水平进行检测!发现 I_5/

$

水平明显升

高!Q3可通过I_5/

$

发挥广泛的免疫增强作用!上

调机体免疫水平& 闵静等''(观察甘草多糖对细胞免

疫的调节作用!发现甘草多糖对小鼠迟发性超敏反

应有一定的增强作用!能提高血中 Î/")[5_/

!

含

量!说明甘草多糖能明显增强小鼠细胞免疫功能&

植物多糖是来源于天然)无污染的绿色植物!

与抗生素相比!畜禽不产生抗药性!对环境)人类无

不良影响!具有改善机体代谢)促进生长发育)提高

免疫功能)防治畜禽疾病等作用& 王丽荣等':(研究

甘草多糖对肉仔鸡生长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甘草

多糖能够提高肉仔鸡的生长性能!在饲料中添加甘

草多糖能提高肉仔鸡日增重!降低料肉比& 将中草

药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不仅具有扶正祛邪)健脾

开胃)抗菌促生长)增强动物免疫机能)改善动物产

品品质等效果!而且还具有来源广泛)价格低)安全

方便)无抗药性等特点':(

!已引起国内外研究人员

的广泛重视& 在对一些新疾病尚缺乏有效治疗药

物的情况下!如何发挥祖国医学的优势!应用兽医

中药防治新疾病!将成为国内研究探索的新课题&

=<抗肿瘤作用

王忱等'$#(探讨了甘草多糖对 1 /$-# 荷瘤小

鼠体内肿瘤的抑制作用及其机制!结果表明!甘草

多糖对小鼠 1 /$-# 肿瘤具有抑制作用!并使小鼠

肿瘤中HD$ /" 和突变型 32% 蛋白的表达降低!起

到下调癌基因表达的作用!从而使肿瘤缩小!提示

这有可能是甘草多糖抑瘤作用的一个重要机制&

王岳五等'$$(的试验也表明!甘草多糖具有一定的

抗肿瘤活性!可以延长腹水瘤小鼠的生存期!抑制

实体瘤的生长%而且甘草多糖对于小鼠 1$-# 肿瘤

的抑制作用!可能是通过影响HD?/")32% 及 X=F基

因蛋白的表达发挥作用&

T>=BoK=7 MO等'$"(研究发现!Q3能够下调 [ZO8

细胞和_BFV% 的比例!降低[ZO8细胞的表达以及上

调[S$)[S" 细胞因子在荷瘤小鼠血清细胞中的比

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肿瘤的生长& 聂小华等'$%(

实验表明Q3对+B70诱导的淋巴细胞增殖有较好

的促进作用!其作为生物多糖!主要是通过调节免

疫)抑制变态反应起到抗肿瘤的效果& 目前国内外

多数研究人员认为多糖的抗肿瘤作用是通过增强

机体免疫功能以及激活免疫监视系统来实现'$&(

&

也有人认为多糖可能是通过激活补体从而间接影

响巨噬细胞)淋巴细胞或其他细胞因子!进而协同

杀伤肿瘤细胞& 因此!多糖是治疗肿瘤非常有效的

辅助药物!具有重要的医疗价值&

><抗病毒作用

常雅萍等'$2(从甘草中提取甘草多糖对 ' 种

*50和450类病毒作了体外抗病毒研究!结果表

明! Q3可直接灭活其中 & 种病毒!而且对细胞内的

病毒也有作用!可阻止病毒吸附进入细胞& 也有试

验表明! Q3对病毒复制有一定抑制作用& 王岳五

等'$$(研究采用甘草多糖作为抗病毒制剂!检测其

抗牛艾滋病病毒)腺病毒)柯萨奇病毒作用& 结果

表明Q3对三种病毒均有较明显的拮抗作用!对艾

滋病病毒的抑制可通过影响病毒合胞体形成从而

达到保护细胞作用%对腺病毒和柯萨奇病毒的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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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可以通过防止吸附进入细胞达到保护细胞作

用!可适用于预防病毒感染和治疗& Q3能够直接

或间接地抑制或降低某些 450和 *50病毒导致

的细胞病变程度'$.(

!其机理可能是由于免疫细胞

所产生的细胞因子或通过增强细胞免疫功能!或改

变细胞膜的化学结构!使病毒难以侵入靶细胞&

高焕等'$'(研究发现!甘草多糖的抗病毒活性

优于甘草酸& 预示着甘草多糖在抗病毒方面具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为临床进一步开发此类新药提供

了理论基础& 中草药价格低廉!药源广泛!为病毒

性疾病较为理想的治疗药物& 中草药的特点是配

伍应用!即通过配伍组方来应对病情变化!实现治

疗的个体化和整体性'$-(

!Q3具有较强的抗病毒作

用!在临床上可以和其他中药配伍使用!具有良好

的应用前景&

I<防治骨关节炎作用

甘草为中医骨关节炎治疗方剂中的常用单味

药!甘草多糖是其活性成分之一& 李小军等'$:(研

究表明!Q3可以促进正常软骨细胞释放硫酸化糖

胺聚糖!对抗M

"

g

"

造成的氧化损伤!具有显著的促

软骨细胞增殖作用!推测 Q3具有防治骨关节炎作

用!其有临床应用前景& 甘草常加在治疗方剂中使

用!袁立霞等'"#(研究+当归拈痛汤,对佐剂性关节

炎大鼠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机理可能与扶正药

当归具有增强大鼠骨髓造血功能!增加大鼠血液中

红细胞数量的作用以及甘草多糖的促软骨细胞增

殖作用有关!有利于机体清除免疫复合物!从而起

到抑制致炎因素!减轻机体炎性反应的作用&

J<抗氧化作用

氧自由基是需氧生物细胞正常代谢的副产品!

少量氧自由基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但过多氧自由

基可引起疾病'"$(

& 自由基的数量与抗氧化防御系

统之间存在着动态平衡& 生物抗氧剂能够阻止自由

基以及活性氧反应!包括抗氧化酶 1g4)+0[)Q3T)

Q*以及非酶抗氧化剂Q1M)fD和f;& 动物体内存

在着清除自由基的抗氧化酶系统 1g4)Q1M/3F等!

其活力水平的高低可以反映出机体抗氧化能力的

强弱& 自由基水平的升高往往伴随着血清中 [+)

4̂̂ /D)[Q水平的升高以及M4̂ /D水平的降低&

J>78/R=>MB78等'""(研究发现!加入 Q3后!小鼠

血清中[+)[Q和 4̂̂ /D水平明显降低!M4̂ /D

水平轻微升高& 而且!血清中 1g4)+0[)Q1M/3F

和[0g+活性水平显著升高& 总之!Q3可以通过

改善抗氧化防御系统发挥抗氧化作用从而阻止氧

化损伤'""(

& 目前已发现中药有效成分能够通过调

节机体内部抗氧化防御系统!增强机体的抗氧化能

力!提高氧化应激状态下机体保护作用!从而达到

防病治病的目的'"%(

& 中兽医学认为常见多发病与

脾)肝)肾虚有关!这些脏器清除自由基及过氧化脂

质的抗氧化系统比较发达!是疾病防御和物质代谢

的主要器官& Q3既能调节机体免疫力!又能改善

抗氧化防御系统!保护机体免受氧化损伤!可以应

用于兽医临床!改善动物生理性能&

综上所述!甘草多糖具有调节机体免疫)抗肿

瘤)抗病毒)防治骨关节炎)抗氧化等功能!可以作

为兽医临床的免疫调节剂!肿瘤治疗辅助药物!抗

病毒)防治骨关节炎常用配伍药!抗氧化剂等& 甘

草多糖应用相当广泛!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为相

关药物的开发以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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