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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柠檬苦素对自然衰老大鼠抗氧化和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

李林子!胡文敏!唐靓!张岭!张丽婧!胡志航!陈建国!刘冬英!刘臻!王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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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柠檬苦素)A>I@;>;*对自然衰老大鼠学习记忆能力及因衰老而导致机体氧化损伤的影响" 方

法"采用 !+ 月龄雄性 EW大鼠作为自然衰老模型!随机分为衰老对照组和 V>I@;>; 组)&##!&# IK1HK*!连续灌胃
* 周" 试验第 ) 周时采用 @̂CC>G水迷宫测定大鼠学习记忆能力!并进行大鼠血清及脑组织氧化水平及抗氧化能力

检测" 结果"与衰老对照组相比!V>I@;>; 高#低剂量组大鼠在隐藏平台获得试验中潜伏期和游泳总路程均明显减

少!在空间探索试验中穿过原安全平台次数#原安全平台所在象限活动时间和活动路程均明显增加!同时 V>I@;>;

能降低衰老模型小鼠血清及脑组织丙二醛#脂褐素水平!提高血清及脑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活力及脑组织中总抗氧化的能力" 结论"V>I@;>; 能改善自然衰老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提高脑组织的抗氧化

能力!具有一定的延缓脑衰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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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苦素对自然衰老大鼠抗氧化和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李林子&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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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世界人口结构的老
龄化趋势日益突显&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已经来临*
衰老#<K>;KGB;BG4B;4B$是指生物体在正常状况发育
成熟后&随着年龄增加&机体在退化时期生理功能
下降和紊乱的综合表现&是不可逆的生命过程 -!. *

在神经系统中&与年龄增加相关的最主要的衰退之
一是认知功能障碍&学习记忆能力作为认知功能的
一部分&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人和动物的学习和记忆
能力都存在增龄性衰退现象 -$./. * 学术界对老年学
习记忆减退的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
定进展* 其中比较公认的几个假说是%老化的自由
基假说)老化的胆碱能假说)老化的一氧化氮假说*
!0&* 年&7<CI<; 提出衰老自由基学说&即当机体衰
老时&其相关活性氧自由基#CB<4?>OB@NFKB; GLB4>BG&
%TE$的产生增多&%TE 的积累可以引起脂质的过氧
化从而破坏生物膜的稳定性)产生褐脂素)损伤核
内 W8,和线粒体 W8,以及引起蛋白氧化损失和大
分子交联)降低相关抗氧化酶活性 --. * 同时氧化应
激可损伤神经元)破坏细胞内信号传导&最终导致
神经元凋亡或坏死* 研究表明大量 %TE 可导致记
忆障碍 -&. &因此筛选出具有抗氧化)预防衰老作用
的药物成为 $! 世纪世界生命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柠檬苦素 #A>I@;>;$又名黄柏内酯)吴茱萸内
酯&主要存在于芸香科和楝科的多种植物中&特别
在柑橘属#!#0&)/$中含量丰富 -*. &研究表明&柠檬苦
素类物质具有抗癌 -).+. )抗疟疾 -0. )降低低密度胆固
醇 -!#. )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及抑菌)除虫等生物
活性 -!!. * 同时&试验表明柠檬苦素具有较强的抗氧
化能力 -!$.!/. &其活力是维生素=#j=$的 !$’& _!)’$

倍 -!-. &然而关于柠檬苦素改善自然衰老大鼠学习记
忆能力鲜见报道&故本试验旨在对柠檬苦素是否具
有改善自然衰老大鼠抗氧化能力及学习记忆能力
进行探讨&以便为柠檬苦素改善记忆研究提供理论
依据*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试验动物

E](级 * 周龄雄性 EW大鼠 !$ 只)体质量 !+# _
$## K&!+ 月龄雄性 EW大鼠 /* 只)体质量 &/# _&+# K

均购自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生产许可证
号%E=ek#浙$$#!-.###!.&饲养于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实验动物中心-合格证号%EXek#浙$$#!!.#!**$.&室
温 $# _$& h&相对湿度 -#‘_)#‘*

!’!’$"主要仪器与试剂
@̂CC>G水迷宫#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酶标仪 #美国 @̂AB4:A<CWBO>4B$)V]!$/ 电子天平)

低速冷冻多管离心机*

柠檬苦素#$#!-#/#0.$&纯度 -#’0‘&浙江省海
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用蒸馏水配制成 !&#)&#
IK1HK两种剂量* 蛋白定量试剂盒#$#!-!!$&$)超
氧化物歧化酶 # ETW$测试盒 #$#!-#0$- $)丙二醛
# Ŵ,$测试盒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YE7.]N$测试盒#$#!-!!$-$)脂褐素#V>L@$测试盒
# $#!-!#!& $) 总 抗 氧 化 能 力 # Z.,T=$ 测 试 盒
#$#!-!#!&$均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方法
!’$’!"动物分组及处理

大鼠适应性喂养一周后&眼眶采血&检测血清中
ETW) Ŵ,水平* /* 只 !+ 月龄雄性 EW大鼠按照体
质量和血清中 ETW) Ŵ,水平随机分为 / 组&分别为
自然衰老模型对照组)V>I@;>; 高剂量组 #!&# IK1
HK$)V>I@;>; 低剂量组#&# IK1HK$&!$ 只 * 周龄雄性
EW大鼠作为正常对照组* 正常组)模型组每日灌胃
双蒸水&V>I@;>; 高)低剂量组每日灌胃给予相应受试
药&灌胃体积为 #’! IA1!# K&连续 * 周&- 周后进行学
习记忆能力测试和生化指标检测&末次给药后禁食
!$ 6&腹主动脉采血&检测血清中 ETW)YE7.]N活力
和 Ŵ,含量&同时迅速取右侧大脑组织#在冰面上操
作$&制成 !#‘组织匀浆&测定脑组织蛋白浓度#考马
斯亮蓝法$&ETW)Z.,T=)YE7.]N活力和 V>L@) Ŵ,
含量*
!’$’$" @̂CC>G水迷宫行为测试试验

@̂CC>G圆形水迷宫主要由圆形不锈钢水池#直
径 !$# 4I&高 &# 4I$和隐藏平台 #直径 0 4I&高
$) 4I$组成&水池上空通过一个数字摄相机与计算
机相连接&对动物活动进行全程跟踪* 试验时将水
池内的水用黑色墨汁染色&同时水面高出平台表面
! 4I以隐藏平台&水温控制在#$$ r#’&$ h* 整个
试验过程分为隐藏平台获得试验和空间探索试验
两部分*

隐藏平台获得试验旨在评价大鼠的学习和记
忆能力* 试验开始前&让大鼠自由游泳 $ I>; 以适
应周围环境* 试验正式开始时&随机从东)西)南)
北 - 个入水点选择一个&将大鼠面向池壁放入水中&

记录其寻找并爬上平台所需时间即逃避潜伏期*

如果大鼠在 0# G内未找到平台&将其引至平台停留
/# G&潜伏期记为 0# G"若大鼠找到平台&需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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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试验历时 & D&每天每只大鼠训练 $ 次* 计算
每天各组 $ 次寻找平台潜伏期和游泳速度的平均值
记为当天的寻找平台潜伏期和游泳速度 -!&. *

空间探索试验旨在评价大鼠空间位置记忆保
持的能力* 训练 & D 后&全体大鼠休息 $- 6 后&于第
) 天去除平台&任选一个入水点将大鼠放入水中&记
录 *# G内&大鼠在目标象限#原平台所在象限$穿越
目标次数&记为穿越次数*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数据用 E]EE !)’# 软件统计并分析&计
量资料数据结果均采用 #=r2表示&组间差异做两样
本均数比较的 0检验&以 Cc#’#&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V>I@;>; 对自然衰老模型大鼠学习记忆能力的
影响

隐藏平台获得试验%由表 !)$ 可知&衰老模型
对照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在训练第 - 天开始潜
伏期和第 / 天开始的游泳路程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Cc#’#&$ *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V>I@;>; 高剂
量组#!&# IK1HK$从训练第 - 天开始潜伏期和游
泳路程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c#’#& $ "
V>I@;>; 低剂量组 #&# IK1HK$在训练第 & 天潜伏
期下降&从训练第 - 天开始游泳路程下降&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Cc#’#&$ *

表 !"对自然衰老模型大鼠 @̂CC>G水迷宫测试潜伏期的影响##=r2&( q!$$

Z<MAB!"R55B4?@; A<?B;4F@5̂ @CC>GP<?BCI<[B?BG?>; ;<?:C<A<L@ABN>GC<?G

组别
V>I@;>; 剂量
1#IK1HK$

潜伏期1G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正常对照组 ! &&’#! r$$’!- /0’0/ r!&’0* /*’$0 r$*’&0 $)’#& r!+’*$ !+’-- r!!’$!

模型对照组 ! *&’)) r/!’!! -0’+/ r$)’)0 &/’0# r$&’*! &!’## r$/’-$$$ /-’#& r!+’##$$

V>I@;>; 高剂量组 !&# &&’&* r$$’-/ --’-) r$)’!* /+’&# r$*’+) !0’-# r!/’*$!! !)’&! r0’/+!!

V>I@;>; 低剂量组 &# -0’+/ r$)’0# -$’-! r$)’&/ -0’+) r$&’++ /0’-! r/#’&- $!’0/ r!&’#!!

注%$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Cc#’#&"$$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Cc#’#!"!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Cc#’#&"!!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Cc
#’#!"!为无剂量

表 $"对自然衰老模型大鼠 @̂CC>G水迷宫测试游泳路程的影响##=r2&( q!$$

Z<MAB$"R55B4?@; GP>II>;KD>G?<;4B@5̂ @CC>GP<?BCI<[B?BG?>; ;<?:C<A<L@ABN>GC<?G

组别
V>I@;>; 剂量
1#IK1HK$

总路程14I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正常对照组 ! )!/’#& r/!-’-) &&$’$! r!0+’+0 -)$’&& r/-0’)/ /+$’/0 r$&/’** $-)’+) r!-#’-!

模型对照组 ! 0&#’// r-/)’!! )-#’#* r/0*’&# +#-’## r/*+’$$$ )0-’/& r/!/’+*$$ *#/’&$ r/-0’)!$$

V>I@;>; 高剂量组 !&# +/#’!/ r-/!’$/ *-!’+0 r/)-’+0 *!/’*0 r/)*’!) //0’#- r$-&’/-!! /#$’$) r!+$’-*!!

V>I@;>; 低剂量组 &# )#&’!- r/**’/& &&+’)- r/$)’-& )/0’)! r/+)’/0 &-$’/$ r/&)’)0! /-/’$0 r$/)’!*!

注%$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Cc#’#&"$$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Cc#’#!"!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Cc#’#&"!!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Cc
#’#!"!为无剂量

""空间探索试验%由表 / 可知&模型对照组与正常
对照组比较&在空间探索试验中穿越安全台次数减
少)潜伏期延长)在原安全平台所在象限活动时间
和活动路程均降低&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c
#’#&$"与 模 型 对 照 组 比 较& V>I@;>; 高 剂 量 组
#!&# IK1HK$在空间探索试验中穿越安全台次数增
加)潜伏期减少)同时在原安全平台所在象限活动
时间和活动路程均增加&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
"""

#’#&$"V>I@;>; 低剂量组#&# IK1HK$在空间探索试
验中穿越安全台次数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
#’#&$&潜伏期的缩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o
#’#&$&但在原安全平台所在象限活动时间和活动
路程均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

各组大鼠在水迷宫训练最后一天#第 & 天$的
典型游泳轨迹&如图 ! 所示&正常对照组大鼠可以以
最佳的游泳模式找到平台&而模型对照组大鼠则表
"""

表 /"对自然衰老模型大鼠 @̂CC>G水迷宫实验的影响##=r2&( q!$$
Z<MAB/"R55B4?@; ;<?:C<A<L@ABN>GC<?G>; @̂CC>GP<?BCI<[B?BG?

组别
V>I@;>; 剂量
1#IK1HK$ 潜伏期1G

穿越平台次数
1次

平台象限活动时间占
总时间百分比1‘

平台象限活动路程占
总路程百分比1‘

正常对照组 ! !#’/! r/’*+ &’## r$’#- /!’0# r*’$+ -$’*- r!&’#/

模型对照组 ! !+’-! r+’!+$$ /’// r!’)$$ $*’$# r&’+0$ /#’0! r+’&$$

V>I@;>; 高剂量组 !&# !$’+! r)’$)! -’0$ r!’*+! /-’0) r!!’**! -$’*) r!/’$$!!

V>I@;>; 低剂量组 &# !-’-+ r0’&0 -’+/ r!’+&! /!’/0 r&’+$! -!’*) r!+’0*!

注%$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Cc#’#&"$$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Cc#’#!"!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Cc#’#&"!!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Cc
#’#!"!为无剂量



柠檬苦素对自然衰老大鼠抗氧化和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李林子&等 ! $&""" !

图 !"各组大鼠在水迷宫试验最后一天
#第 & 天$的典型游泳轨迹

(>K:CB!"%BLCBGB;?<?>OBGP>II>;KL<?6G@5?6BD>55BCB;?

KC@:LG@; A<G?D<F#D<F&$ >; ?6B @̂CC>GP<?BCI<[B?BG?

现为在池中穿梭寻找平台&但是并不能确定平台的
确切位置* V>I@;>; 高)低剂量组大鼠寻找平台的模
式明显优于模型对照组大鼠&并且接近于正常对照
组大鼠的寻找模式*
$’$"V>I@;>; 对自然衰老模型大鼠血清及脑组织氧
化指标的影响
$’$’!"V>I@;>; 对自然衰老模型大鼠血清中氧化指
标的影响

由表 - 可知&模型对照组与正常组比较&血清中
ETW)YE7.]N活力均降低) Ŵ,含量升高&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Cc#’#& $*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V>I@;>; 高剂量组#!&# IK1HK$血清中 Ŵ,含量降
低)ETW)YE7.]N活力升高&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c#’#&$"V>I@;>; 低剂量组 #&# IK1HK$血清中
Ŵ,含量降低)YE7.]N活力升高&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Cc#’#&$&但血清中 ETW活力的升高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Co#’#&$*

表 -"V>I@;>; 对自然衰老模型大鼠血清中 ETW) Ŵ,)YE7.]N的影响##=r2&( q!$$

Z<MAB-"R55B4?@; ;<?:C<A<L@ABN>GC<?G>; GBC:I@5ETW) Ŵ,)YE7.]N

组别
V>I@;>; 剂量
1#IK1HK$

ETW
1#U1V$

Ŵ,
1# ;I@A1IA$

YE7.]N
1#U1V$

正常对照组 ! !+/’#) r+’)& *’)! r!’// ! #*&’*- r*+’)0

模型对照组 ! !)*’!- r)’/+$ !#’&$ r!’/+$$ 0+$’!# r!#!’--$

V>I@;>; 高剂量组 !&# !+)’)) r0’/#! 0’#- r$’!#! ! !#)’*$ r!!-’0)!!

V>I@;>; 低剂量组 &# !+!’$* r!#’00 0’#) r!’+-! ! #*)’/& r*)’#*!

注%$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Cc#’#&"$$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Cc#’#!"!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Cc#’#&"!!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Cc
#’#!"!为无剂量

$’$’$"V>I@;>; 对自然衰老模型大鼠脑组织中氧化
指标的影响

表 & 为 V>I@;>; 对脑组织中抗氧化能力的影
响&模型对照组与正常组比较&脑组织中 ETW)
YE7.]N活力均降低)Z.,T=能力降低&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Cc#’#&$*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V>I@;>;

高剂量组#!&# IK1HK$脑组织中 Z.,T=能力增强&
同时 ETW)YE7.]N活力升高&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c#’#&$"V>I@;>; 低剂量组#&# IK1HK$脑组织中
Z.,T=能力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但
其 ETW和 YE7.]N活力升高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o#’#&$*

表 &"V>I@;>; 对自然衰老模型大鼠脑组织中 ETW)Z.,T=)YE7.]N的影响##=r2&( q!$$

Z<MAB&"R55B4?@; ;<?:C<A<L@ABN>GC<?G>; MC<>; ?>GG:B@5ETW) Ŵ,)YE7.]N

组别
V>I@;>; 剂量
1#IK1HK$

ETW
1#U1IKLC@?$

Z.,T=
1#U1IKLC@?$

YE7.]N
1#U1IKLC@?$

正常对照组 ! !!-’#& r$$’#- /’/# r!’## -$/’$* r!$0’/!

模型对照组 ! 00’-& r!-’-)$ $’*! r#’)&$ /&/’-# r0&’$$$

V>I@;>; 高剂量组 !&# !!!’)$ r!-’$!! -’-* r$’#0!! -/+’*! r!#&’##!

V>I@;>; 低剂量组 &# !#&’/- r$/’)# /’&) r!’//! /+&’&! r+$’-0

注%$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Cc#’#&"$$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Cc#’#!"!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Cc#’#&"!!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Cc
#’#!"!为无剂量

""V>I@;>; 对脑组织中 Ŵ,)V>L@含量的影响见
图 $&模型对照组与正常组比较&脑组织中 Ŵ,)
V>L@含量均增加&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V>I@;>; 高)低剂量组 # !&#)
&# IK1HK$脑组织中 Ŵ,)V>L@含量均降低&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Cc#’#&$*

/"讨论
衰老是任何生物体无法避免的一个生物学过程*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与年龄增加相关的最主要衰退之
一是认知功能障碍&学习记忆能力作为认知功能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会随着机体的老化出现明显减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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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Cc#’#&"$$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Cc#’#!"!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Cc#’#&"!!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Cc#’#!

图 $"V>I@;>; 对脑组织中 Ŵ,)V>L@含量的影响
(>K:CB$"R55B4?@; ;<?:C<A<L@ABN>GC<?G>; MC<>; ?>GG:B@5̂ W,)V>L@

本试验选择 !+ 月龄雄性 EW大鼠作为衰老模型&通过
@̂CC>G水迷宫进行空间学习记忆能力评价&可见其与

* 周龄雄性 EW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比较明显下降&
同时发现 V>I@;>; 能明显缩短自然衰老大鼠在隐藏
平台获得试验和空间探索试验中潜伏期的时间&具有
改善自然衰老大鼠学习记忆障碍的作用*

关于学习记忆的过程非常复杂&有关学习记忆
的神经生物化学机制是神经科学的研究热点之一&
老化的自由基假说是比较公认的作为老年学习记
忆减退的机制之一* 自由基与年龄相关性的生理
功能障碍密切相关&这其中包括神经退行性病变及
认知功能下降* 与其他器官相比&脑组织更易受到
自由基的攻击 -!*. &这是因为%!脑组织的重量虽仅
占人体重量的 $‘&但其耗氧量则占全身的 $#‘&故
在氧代谢过程中将产生大量的自由基""金属在自
由基产生过程中起着主要的催化作用&包括铁)铝)
汞)铜)锌等离子&脑部含有大量可催化自由基生成
的铁离子&临床研究发现铁离子的代谢过程参与阿
尔茨海默病#,W$的发生&,W病人脑中发现铁)铁
蛋白和转铁蛋白的存在&且铁离子的含量是升高
的 -!). "#脑组织中含有高浓度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其对脂质过氧化作用高度敏感"$脑组织中抗氧化
能力#如 ETW)YE7.]N等活性$均低于其他主要器
官 -!+. * 氧化应激可损伤神经元)破坏细胞内信号传
导&最终导致神经元凋亡或坏死&氧化应激的年龄
相关性增加可明显增加神经中枢系统的氧化损伤*

Ŵ,含量在体内较稳定&它是生物膜磷酯中多
不饱和脂肪酸受自由基攻击而产生的终产物之一&
Ŵ,含量变化可以间接反映自由基的产生以及膜损
伤程度* Ŵ,与含游离氨基的物质交联生成 V>L@&
可损伤细胞膜&引起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0.$#. * V>L@

含量的多少反映了细胞受损的程度&测定 V>L@可以
了解体内自由基的反应强度* 本试验结果显示&
V>I@;>; 能明显降低自然衰老大鼠血清和脑组织中
Ŵ,水平和脑组织中 V>L@水平* ETW)YE7.]N是体

内抗氧化酶类的主要成分&ETW广泛分布于各种生物
体内&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种以自由基为底物的
酶&能将 T$

m歧化为 7$T$ 和 T$&是机体内对抗自由

基的第一道防线-$!. * YE7.]N是一种含硒的广泛存
在于细胞线粒体)胞浆内以及生物膜上的水溶性四聚
体蛋白酶&可特异性催化还原型谷胱甘肽对过氧化氢
的还原反应&对由活性氧和羟自由基诱发的脂质过氧
化物及过氧化氢有极强的清除能力* Z.,T=是全面
反映血浆中的酶与非酶全部的抗氧能力的一个良好
指标* 本研究显示&V>I@;>; 能明显提高自然衰老大
鼠血清及脑组织中 ETW)YE7.]N活力&增强脑组织Z.
,T=的能力&对因衰老导致的脑组织氧化损伤具有
一定的保护作用*

综上所述&柠檬苦素能预防因衰老而产生的机
体氧化损伤&从而改善因氧化损伤而导致的神经退
行性病变及认知功能下降&为开发防衰老及神经退
行性变)提高学习记忆能力的植物源性保健食品及
药物提供了理论基础&其相关机制在今后的研究中
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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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一起食物中毒病原菌斯坦利沙门菌的分子分型及耐药性分析

王丽丽!陈倩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 食物中毒诊断溯源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摘"要!目的"对引起跨区域食物中毒的斯坦利沙门菌分离株进行耐药性检测和分子分型分析!追溯并明确病因

食品!为该菌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对 !& 株斯坦利沙门菌进行 !+ 种抗生素敏感性

试验!同时对菌株基因组 W8,经限制性内切酶 F./ Q酶切后进行脉冲场凝胶电泳)](YR*分子分型!并与数据库中

其他沙门菌比较" 结果"此次疫情分离菌株中食品分离株和腹泻患者分离株血清型一致!耐药谱基本一致" 经

](YR溯源分析后具有 !##‘同源的 ](YR带型!数据库中无相同带型的菌株" 结论"本起跨区域食物中毒是由斯

坦利沙门菌污染的煮花生引起!分离菌株对红霉素耐药!对氯霉素处于中介!对其他抗生素敏感"

关键词!斯坦利沙门菌$ 食物中毒$ 脉冲场凝胶电泳$ 分子分型$ 耐药$ 食源性致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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