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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莓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的解酒

及保肝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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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巴西莓解酒防醉及对急性酒精性肝损伤的影响。方法：急性酒精中毒实验：小鼠按０１５ｍＬ／１０ｇ灌胃５０％乙
醇，建立急性酒精中毒动物模型，观察小鼠活动状况，醉酒潜伏期，醒酒时间。急性酒精性肝损伤实验：小鼠按０１２ｍＬ／１０ｇ灌
胃５０％乙醇，建立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观察巴西莓对小鼠肝细胞膜通透性，肝脏脂质过氧化反应等的影响。结果：巴
西莓可以延长醉酒潜伏期（Ｐ＜００５），缩短醉酒动物睡眠时间，且可降低血清ＡＬＴ、ＡＳＴ（Ｐ＜００１），升高肝脏ＧＳＨ（Ｐ＜００５）、
ＳＯＤ水平，降低肝脏ＭＤＡ、ＴＧ含量（Ｐ＜００５），结论：巴西莓具有解酒防醉作用，且对酒精性肝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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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莓（英文名：Ａｃａｉ，阿萨伊）来源于棕榈科植物
阿萨伊棕榈树（Ｅｕｔｅｒｐｅ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ｅＭａｒｔ）的新鲜果实。
巴西莓原产于南美，秘鲁传统医学用该植物治疗糖尿

病、发烧、脱发、出血、肝炎、黄疸、肾脏疾病、肝脏疾病、

疟疾、月经不调、经期疼痛和肌肉酸痛等［１］。研究表明

巴西莓主要具有降低氧化应激、抗炎、调节免疫力、降

低血脂、降低血糖等作用。目前巴西莓在世界范围内

引起广泛关注，具有巨大的开发前景。

巴西莓已于２０１３年作为新资源食品引入我国［２］。

鉴于国外有用巴西莓的相关产品减轻饮酒后的不适症

状，本研究拟探讨巴西莓的防醉及保肝作用，为将其开

发为解酒保肝产品提供实验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巴西莓冻干粉，由蒙维（上海）贸易有
限公司提供，用蒸馏水调成糊状置于胶体磨研磨，稀释

成０１６ｇ／ｍＬ、００８ｇ／ｍＬ、００４ｇ／ｍＬ的溶液；盐酸纳
洛酮注 射 液，北 京 凯 因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批 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７）；联苯双酯滴丸，北京协和药厂（批号：
１１０９０２０３），用蒸馏水配成浓度为２０ｍｇ／ｍＬ的溶液。
１２　试剂及仪器　９５％乙醇，分析纯，北京化工厂，批
号：２０１１０９１８，用时用蒸馏水稀释到５０％；ＧＯＴ测定试
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研究所（批号：２０１２１１２１）；
ＧＰＴ测定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研究所（批号：
２１２１１１９）；ＧＳＨ测定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研究所（批
号：２０１２０６２９）；ＳＯＤ测定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研
究所（批号：２０１２１１１９）；ＴＧ测定试剂盒，购自北京北化
康泰临床试剂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１２１１０５）；ＪＭＳ胶体
磨，廊坊市冠通机械有限公司；７５２－Ｃ紫外 －可见分
光光度计：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ＷＤ－２１０２Ａ型自动
酶标仪：北京六一仪器厂；ＣＭ１８５０冰冻切片机，上海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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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仪器有限公司；ＮｉｋｏｎＥｃｌｉｐｓｅＴｉ－ＳＲ倒置荧光显微
镜，日本尼康。

１３　动物　健康雄性昆明种小鼠，体重（２０±２）ｇ，由
斯贝福（北京）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合格证号：ＳＣＸＫ
（京）２０１１－０００４。
１４　方法
１４１　巴西莓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翻正反射的影响

雄性小鼠随机均分成模型组，盐酸纳洛酮组，巴西

莓冻干粉０４ｇ／ｋｇ，０８ｇ／ｋｇ，１６ｇ／ｋｇ３个剂量组，每
组１６只。实验前１２ｈ禁食不禁水，模型组按０１ｍＬ／
１０ｇ灌胃给予生理盐水，巴西莓冻干粉组按０１ｍＬ／
１０ｇ灌胃给予不同浓度巴西莓冻干粉（０４ｇ／ｋｇ，０８
ｇ／ｋｇ，１６ｇ／ｋｇ），３０ｍｉｎ后，模型组与巴西莓冻干粉组
小鼠按０１５ｍＬ／１０ｇ分别灌胃给予５０％乙醇，３０ｍｉｎ
后阳性药组腹腔注射盐酸纳洛酮２ｍｇ／ｋｇ。观察小鼠
活动状况，以翻正反射消失时间为醉酒潜伏期，翻正反

射恢复时间为醒酒时间。

１４２　巴西莓对急性酒精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所
用动物随机分成正常对照组、模型组，联苯双酯组，巴

西莓冻干粉０４ｇ／ｋｇ，０８ｇ／ｋｇ，１６ｇ／ｋｇ组，每组１０
只。正常对照组和乙醇模型对照组均０１ｍＬ／１０ｇ给
予蒸馏水，阳性对照组给予联苯双酯２００ｍｇ／ｋｇ，巴西
莓冻干粉组按０１ｍＬ／１０ｇ灌胃给予不同浓度巴西莓
冻干粉（０４ｇ／ｋｇ，０８ｇ／ｋｇ，１６ｇ／ｋｇ），连续３０ｄ。末
次经口灌胃给予受试物０５ｈ后，阳性药、巴西莓各剂
量组和乙醇模型对照组经口１次给予５０％乙醇０１２
ｍＬ／１０ｇ［３］，正常对照组给予蒸馏水。禁食１６ｈ后，摘
眼球取血，３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分离血清，按试剂
盒方法检测 ＡＬＴ、ＡＳＴ。取肝脏左叶，ＯＣＴ包埋，并运
用冰冻组织切片油红 Ｏ染色技术对肝细胞进行染色，
观察肝细胞脂肪滴的变化，利用 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Ｐｌｕｓ６０软
件测定阳性细胞累积光密度（ＩＯＤ值），分析肝脏的脂
肪病变程度［４］。取部分肝组织匀浆按试剂盒方法测定

ＧＳＨ、ＳＯＤ、ＭＤＡ、ＴＧ含量［５］。

１５　统计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
行处理，结果以（珋ｘ±ｓ）表示，数据采用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进行统计学分析和 Ｄｕｎｎｅｔｔ
检验，以Ｐ＜００５作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巴西莓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翻正反射的影响　
与模型组相比，巴西莓０４ｇ／ｋｇ、０８ｇ／ｋｇ、１６ｇ／ｋｇ醉
酒潜伏期延长，巴西莓０８ｇ／ｋ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与模型组相比，巴西莓０８ｇ／ｋｇ、１６ｇ／ｋｇ的醒
酒时间有所缩短（见表１）。

表１　巴西莓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翻正反射的影响（珋ｘ±ｓ）

组别
剂量

（ｇ／ｋｇ）
例数

醉酒潜伏期

（ｍｉｎ）
例数

醒酒时间

（ｍｉｎ）
模型组 １５ １６４±１３５ ６ ２９８１±６６６

盐酸纳洛酮组 ０００２ １３ ２２８±１９７ １３ ２３２７±４０６
巴西莓低剂量组 ０４ １６ １９２±１７６ ９ ３００９±５９５
巴西莓中剂量组 ０８ １３ ３６２±２４０△ ６ ２９７１±３３４
巴西莓高剂量组 １６ １５ ２３７±１６７ ９ ２６１１±８５５

　　注：药物组与模型组比较，△为Ｐ＜００５。

２２　巴西莓对急性酒精性肝损伤小鼠血清 ＡＬＴ、ＡＳＴ
的影响　实验期间小鼠活动正常，精神状态、进食以及
排便情况未见异常。模型组的 ＡＬＴ、ＡＳＴ均明显高于
空白组（Ｐ＜００１）。与模型组相比，巴西莓３个剂量
组ＡＬＴ值均显著降低，其中０４ｇ／ｋｇ（Ｐ＜００１）、０８
ｇ／ｋｇ（Ｐ＜００５）、１６ｇ／ｋｇ（Ｐ＜００１）；巴西莓０４ｇ／
ｋｇ、０８ｇ／ｋｇ、１６ｇ／ｋｇＡＳＴ值均显著降低（Ｐ＜００１），
见表２。

表２　巴西莓对急性酒精性肝损伤小鼠血清ＡＬＴ、
ＡＳＴ的影响（珋ｘ±ｓ，Ｎ＝１０）

组别 剂量（ｇ／ｋｇ）ＡＬＴ（卡门氏单位）ＡＳＴ（卡门氏单位）

空白组 ２７９±１３ ３１５±４３
模型组 ５１７±１９９ ５１１±６５

联苯双酯组 ０２ ４１１±５４△ ４４５±１０３△

巴西莓低剂量组 ０４ ３８２±１１８△△ ３９６±８６△△

巴西莓中剂量组 ０８ ３９９±４３△ ４００±６２△△

巴西莓剂量组 １６ ３８７±９６△△ ３９８±３６△△

　　注：模型组与空白组比较，为Ｐ＜００１；药物组与模型组比较，△

为Ｐ＜００５，△△为Ｐ＜００１。

２３　巴西莓对急性酒精性肝损伤小鼠肝脏匀浆ＧＳＨ、
ＳＯＤ、ＭＤＡ、ＴＧ的影响　模型组的 ＧＳＨ明显低于空白
组（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与模型组相比巴西莓
０８ｇ／ｋｇ、１６ｇ／ｋｇＧＳＨ明显升高，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模型组的 ＳＯＤ低于空白组；与模型组相
比巴西莓０４ｇ／ｋｇ、０８ｇ／ｋｇ、１６ｇ／ｋｇＳＯＤ具有一定
的升高趋势，但不明显。模型组的 ＭＤＡ及 ＴＧ均明显
高于空白组（Ｐ＜００１）；与模型组相比，巴西莓０４ｇ／
ｋｇ、０８ｇ／ｋｇ、１６ｇ／ｋｇＭＤＡ及 ＴＧ明显降低（Ｐ＜
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巴西莓对急性酒精性肝损伤小鼠肝组织病理改
变的影响　油红Ｏ染色结果显示，模型组大量棕色脂
滴浸润到肝细胞中，肝细胞脂肪变性，模型组阳性染色

细胞的ＩＯＤ值明显高于空白组，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见表４）。巴西莓各剂量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巴西莓０４ｇ／ｋｇ、０８ｇ／ｋｇ、１６ｇ／ｋｇ与模型组相比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１）（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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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巴西莓对急性酒精性肝损伤小鼠肝脏ＧＳＨ、ＳＯＤ、ＭＤＡ、ＴＧ的影响（珋ｘ±ｓ，Ｎ＝１０）

组别 剂量（ｇ／ｋｇ） ＧＳＨ（ｍｇＧＳＨ／ｇｐｒｏｔ） ＳＯＤ（Ｕ／ｍｇｐｒｏｔ） ＭＤＡ（ｎｍｏｌ／ｍｇｐｒｏｔ） ＴＧ（ｎｍｏｌ／Ｌ）

空白组 ３７９±０８５ ４６２０±９５２ １２４±０３６ ０５４±０２４
模型组 ２４９±０５８ ４０２８±５８６ ４７５±２０３ １２２±０４２

联苯双酯组 ０２ ２６４±１０１ ４６９３±１２９６ ３１６±１０９△ ０７６±０２９△

巴西莓低剂量组 ０４ ２８９±１３２ ４５９３±１４０８ ３５０±１１０８△ ０８６±０２８△

巴西莓中剂量组 ０８ ３４６±１０７△ ４２１６±１２３７ ３６１±１０４△ ０８７±０２３△

巴西莓高剂量组 １６ ３４２±０７０△ ４３６１±９１０ ３０６±１３５△ ０８５±０１８△

　　注：模型组与空白组比较，为Ｐ＜００５，为Ｐ＜００１；药物组与模型组比较，△为Ｐ＜００５。

表４　巴西莓对急性酒精性肝损伤小鼠病理改变的影响
（珋ｘ±ｓ，Ｎ＝６）

组别 剂量（ｇ／ｋｇ） ＩＯＤ值

空白组 ４４６６０１±４８９０１
模型组 ７１０００３±１００９２６

联苯双酯组 ０２ ４７５２５６±３００３３△△

巴西莓低剂量组 ０４ ６３２６７５±１２４７０７

巴西莓中剂量组 ０８ ６１２０６０±９０８９０△△

巴西莓高剂量组 １６ ５３０７１９±１４７１７６△△

　　注：模型组与空白组比较，为Ｐ＜００１；药物组与模型组比较，

为Ｐ＜００５，△△为Ｐ＜００１。

图１　巴西莓对急性酒精性肝损伤小鼠病理改变的影响

３　讨论
回归自然的热潮使得各国竞相挖掘本民族的天然

植物用于医疗保健。数百年来南美土著使用植物治疗

疾病成为一种传统，而这些传统草药也越来越多的进

入国际市场，是传统药物学将科研转化成生产力的成

功范例［６］。近年来我国相继引入了一些南美药食两

用品种如巴西莓（阿萨伊果）、玛咖等。它们做为新资

源食品合法进入我国，经过了严格的检验和审批，其安

全性有充分的保证，如在我国成功引种，对繁荣我国经

济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酒精的消费逐年增加，

酒精中毒造成的神经及消化系统损害也与日俱增［７］，

如何能利用世界各种植物资源开发解酒保肝的药物及

保健品受到医药及食品行业的广泛关注。进入人体的

乙醇对人体的损害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大量饮酒后酒

精的吸收大于代谢，过量的乙醇就会通过循环作用于

中枢神经系统而导致生理及行为异常，另一方面，乙醇

在肝脏氧化代谢时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可引起肝脏脂

质过氧化反应，使肝细胞膜及细胞器结构遭到破坏从

而引起肝细胞代谢和功能的障碍，导致转氨酶升高。

乙醇在代谢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乙醛，可以直接与肝脏

内的抗氧化物质如还原型谷胱甘肽（ＧＳＨ）、超氧化物
歧化酶（ＳＯＤ）结合降低其活性，造成内源性抗氧化剂
耗竭，产生大量的丙二醛（ＭＤＡ）等氧化物，肝脏进一
步损伤，其脂肪代谢随之发生紊乱，三酰甘油（ＴＧ）升
高［８］。

巴西莓富含花青素，原花青素，黄酮，植物甾醇等

成分［９］，其活性主要为抗氧化，抗炎，降脂作用

等［１０－１２］。本研究显示小鼠服用酒精前给予巴西莓可

以延长急性酒精中毒小鼠醉酒潜伏期，并缩短其昏睡

时间，具有一定的解酒作用。巴西莓可以显著降低急

性酒精性肝损伤小鼠血清 ＡＬＴ、ＡＳＴ，改善肝功能。同
时，可以升高 ＳＯＤ、ＧＳＨ活性，且能降低 ＭＤＡ、ＴＧ含
量，说明巴西莓可以增强机体清除自由基能力，使肝脏

受自由基攻击程度降低，脂代谢趋于正常。病理结果

也显示巴西莓对急性酒精性肝损伤造成的肝脏脂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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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乱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我国传统中药很多具有保肝作用，如五味子，始载

于《神农本草经》，有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肾宁心之

功效［１３］，是常用中药之一。本研究保肝实验所用阳性

对照药联苯双酯是合成五味子中木质素类成分五味子

丙素的中间体，是我国研究五味子时创制的一种治疗

肝炎的降酶药物［１４］。

巴西莓是南美洲地区常用草药［１］，其引入极大丰

富了我国药食同源原料资源。加强对这些品种的活性

成分，药理作用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可以促进传统植物

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也促进国外天然资源与我国特

有中药资源相融合，进行更加合理的应用。本研究表

明巴西莓具有一定的解酒及保肝作用，其机制有待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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