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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学方法评价南美草药阿萨伊的寒热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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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评价南美草药阿萨伊的寒热药性。方法：采用 ＭＴＴ细胞增殖抑制试验对比考察阿萨伊、黄柏对细胞株
ＨｅｐＧ２和Ｈｅｐ３Ｂ增殖的影响；倒置相差显微镜对比观察二者对２种细胞株形态特征的影响；台盼蓝染液排斥试验对比分
析二者的细胞毒性作用；分光光度法测定阿萨伊处理后的ＨｅｐＧ２和Ｈｅｐ３Ｂ细胞ＮＡＤＨ含量和ＮＡＤＨ／ＮＡＤ＋比值的变化，
分析其对２种细胞能量代谢的影响。结果：在受试浓度范围内，阿萨伊、黄柏对２种细胞株的生长增殖和能量代谢均呈现
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ＭＴＴ试验中，阿萨伊浓度≤０５μｇ／ｍＬ和≥１０μｇ／ｍＬ时对２种细胞产生增殖抑制效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且与黄柏作用相似；镜检下细胞的生长疏松程度与上述结果一致，阿萨伊使细胞颗粒感减
弱，扁平呈不规则多边形铺展，与黄柏作用相似；台盼蓝染色结果显示各浓度阿萨伊对细胞无明显毒性，亦与黄柏作用相

似；阿萨伊对２种细胞胞内能量代谢指标ＮＡＤＨ含量、ＮＡＤＨ／ＮＡＤ＋比值均有下调作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
００１）。结论：阿萨伊作用于细胞株ＨｅｐＧ２和Ｈｅｐ３Ｂ后与黄柏作用相似，能够降低能量代谢，其药性偏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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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萨伊（英文名：Ａａí），又名巴西莓，来源于棕
榈科植物阿萨伊棕榈树Ｅｕｔｅｒｐｅ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ｅＭａｒｔ的新
鲜果实。据当地医学记载［１３］，阿萨伊在巴西亚马逊

流域地区被用作食物和治疗多种疾病的草药已有几

百年的历史。现代研究认为，阿萨伊有抗氧化、抗

炎、免疫调节、抗辐射损伤、降脂、降糖、解酒保肝等

作用［４］，且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具有类似于我国中草

药的基本特征。

近十年来，随着全球人口流动日趋频繁，阿萨伊

被引入中国，并在２０１３年被批准为新资源食品，但
当前国内对阿萨伊的研究还较少，已有的报道主要

集中在抗氧化、对酒精性肝损伤和辐射损伤的防护

·９８８２·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第１３卷第１１期



作用［５７］。尽管阿萨伊有独特的药用价值，但若将此

种外来天然药用资源融入到中草药资源中，并有效

推广应用到临床，仍要遵循中医药基础理论，对阿萨

伊开展“中药化”研究，阐释阿萨伊的药性，而药性

中寒热属性则是要阐释的关键问题。

关于中药寒热药性的判别，近代探索基本建立

在药理药效的差异上。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中药

寒热药性的辨识研究方法渐趋多样［８］。对于南美草

药阿萨伊的药性分析上，目前王林元等学者［９］已通

过动物体内实验，在药理药效差异方面作了较为深

入的研究。而本研究采用细胞学的研究方法，通过

同类比较阿萨伊以及传统寒凉中药黄柏对２种人肝
癌细胞株ＨｅｐＧ２和 Ｈｅｐ３Ｂ在生长增殖和能量代谢
等方面的影响，从体外角度论证阿萨伊的寒热药性，

为阿萨伊药性鉴别提供更多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细胞　人肝癌细胞株 ＨｅｐＧ２，由广东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捐赠；人肝癌细胞株Ｈｅｐ３Ｂ，由暨南大
学药学院捐赠。

１１２　药物　阿萨伊粉，产自巴西帕拉州，由北京
中医药大学张建军教授提供。黄柏配方颗粒（购于

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批号：１５０１５４３１）。
１１３　试剂与仪器　高糖型 ＤＭＥＭ细胞培养基，
赛默飞世尔生物化学制品北京有限公司；胎牛血清，

杭州四季青生物工程材料有限公司；青链霉素双抗、

噻唑蓝（ＭＴＴ）、台盼蓝，北京普博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辅酶ＩＮＡＤ（Ｈ）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
所；ＦＣ１８Ｒ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广州市方统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ＳｉｍＦＤ８６Ｐ真空冷冻干燥机，西盟国
际公司；新芝ＪＹ９２ＩＩＮ超声波细胞破碎仪，宁波新芝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ＴｈｅｒｍｏＨＥＲＡｃｅｌｌ２４０ｉ全能
型控温湿 ＣＯ２细胞培养箱，ＴｈｅｒｍｏＶａｒｉｏｓｋａｎＦｌａｓｈ
全波长多功能酶标仪，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

公司，ＳｋａｎＩｔＲＥｆｏｒＶａｒｉｏｓｋａｎＦｌａｓｈ２４３分析软件；
ＯＬＹＭＰＵＳＩＸ５１倒置生物显微镜，上海普赫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ＮＩ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Ｆ／Ｖｉｅｗｅｒ图像分析软件，
上海成贯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方法
１２２　给药方法
１２２１　受试物前处理　阿莎伊前处理：将８ｇ阿
萨伊粉溶解于８０ｍＬ灭菌纯水中，４℃以１００００ｒ／
ｍｉｎ离心３０ｍｉｎ，取上清液，按同法对沉淀重复处理
１次，合并上清液，置于 －８０℃预冻２４ｈ，然后真空

冷冻干燥，４８ｈ后收集冻干粉，密封，常温保存。
黄柏前处理：精确称取黄柏配方颗粒３６０ｇ，由

２０ｇ黄柏饮片制成（每１ｇ颗粒约相当于５５６ｇ饮
片），加水适量，煎煮３次，３０ｍｉｎ／次，合并煎液，浓
缩，在４℃以 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３０ｍｉｎ，收集上清
液，其余操作同阿莎伊前处理。

１２２２　受试溶液的配制　精确称取１００ｍｇ经前
处理的阿萨伊和黄柏，分别溶于１０ｍＬ细胞培养基
中，３５ｋＨｚ功率超声１０ｍｉｎ，经０２２μｍ滤膜过滤，
制备１０ｍｇ／ｍＬ浓度的阿莎伊和黄柏受试母液，１
ｍＬ灭菌离心管分装，置于４℃保存。使用时，用细
胞完全培养基将２种母液依次稀释成１００、４０、２０、
１０、５、２、１、０５、０２５μｇ／ｍＬ浓度梯度的受试液，４℃
保存，用于细胞生长增殖试验；另将二者受试母液分

别稀释为１００、５０、２５μｇ／ｍＬ浓度梯度的受试溶液，４
℃保存，用于细胞能量代谢试验。
１２３　检测指标与方法
１２３１　细胞复苏与接种　将 ＨｅｐＧ２和 Ｈｅｐ３Ｂ２
种人源肝癌细胞株复苏，接种于９ｃｍ培养皿上，置
于３７℃、５％ ＣＯ２细胞培养箱孵育１ｈ，观察细胞生
长情况。２４ｈ后若单层细胞覆盖培养皿８０％以上，
进行细胞传代。持续传 ５代，至细胞生长、代谢稳
定，观察细胞贴壁生长情况。

１２３２　对细胞生长增殖的影响　１）分组与处理：
实验以黄柏受试溶液为阳性对照，分为８个不同浓
度黄柏受试组、８个不同浓度阿萨伊受试组、空白对
照组和调零组，除空白对照组和调零组设６个复孔
外，其余各组３个复孔。取９６孔板，２００μＬ培养液／
每孔中接种１０４个细胞，将细胞置于３７℃、５％ＣＯ２
细胞培养箱中孵育２４ｈ，待细胞贴壁后，弃培养基，
每孔加入２００μＬ相应浓度受试溶液处理，空白对照
组和调零组加入２００μＬ培养基，换液后继续孵育４８
ｈ。２）细胞增殖抑制试验：孵育４８ｈ后，弃培养基，
各组按１８０μＬ／孔更换细胞培养基，同时每孔加入
２０μＬ５ｍｇ／ｍＬＭＴＴ溶液，轻轻吹打混匀，置于３７
℃ ＣＯ２培养箱中孵育４ｈ。取出细胞培养板，各孔
弃去上清液后，加入１５０μＬＤＭＳＯ，以６０次／ｍｉｎ的
频率震荡１０ｍｉｎ，采用酶标仪以检测波长４９０ｎｍ测
定各孔吸光度（Ａ）值，并计算细胞增殖抑制率（抑制
率＝（１－受试组 Ａ值 ÷空白对照组 Ａ值）×
１００％）。抑制率为正值，表示药物对细胞增殖有抑
制作用；抑制率为负值，表示药物对细胞增殖有促进

作用。实验重复 ３次。３）细胞生长形态观察：按
“２２１”项下操作方法，细胞经阿萨伊受试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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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ｈ后，从３７℃ ＣＯ２细胞培养箱中取出，各组按每
孔２００μＬ更换细胞培养基，采用倒置相差光学显微
镜４倍物镜选定视野，于１０倍物镜下观察并记录各
组细胞生长状况及形态变化情况。４）台盼蓝染色排
斥试验：按“２２１”项下操作方法，细胞经阿萨伊受
试液处理４８ｈ后，从３７℃ ＣＯ２细胞培养箱中取出，
各组每孔按 １８０μＬ更换培养基后，再加入 ２０μＬ
０４％台盼蓝染液作用５ｍｉｎ，然后置于倒置相差显
微镜４倍物镜下选定视野，于１０倍物镜下进行镜检
并拍照。

１２３２　对细胞能量代谢的影响　１）分组与处理：
取９ｃｍ细胞培养皿进行试验，实验设置４个组，包
括３个不同浓度的阿萨伊药液受试组和空白对照
组。当ＨｅｐＧ２和 Ｈｅｐ３Ｂ人源型肝癌细胞株处于对
数生长期时，弃培养液，用胰酶消化洗脱，收集细胞

悬液以１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弃上清，用ＰＢＳ洗涤
细胞２～３次，１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弃洗液，用细
胞培养基调整细胞密度为１５×１０６／Ｌ，充分混匀后
接种于９ｃｍ培养皿，每个皿所含细胞总数为３×１０６

个细胞，接种后将细胞置于３７℃、５％ＣＯ２细胞培养
箱中孵育２４ｈ，待观察到细胞贴壁后，弃培养基，每
皿加入６ｍＬ含相应浓度阿萨伊溶液的培养液，空白
对照组加入 ６ｍＬ细胞培养液，然后将培养皿置于
ＣＯ２细胞培养箱中孵育２４ｈ。２）细胞ＮＡＤＨ含量及
ＮＡＤＨ／ＮＡＤ＋比值的变化：按“辅酶 ＩＮＡＤ（Ｈ）试剂
盒说明书”的方法操作，提取 ２种细胞中的 ＮＡＤＨ
和ＮＡＤ＋，分光光度法检测并计算细胞中２种物质
的含量，以 ｎｍｏｌ／１０４Ｃｅｌｌｓ表示，并计算 ＮＡＤＨ／
ＮＡＤ＋比值。实验重复３次。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用均值±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齐性时用 ＬＳＤ

检验，方差不齐性时采用 Ｔａｍｈａｎｅ′ｓＴ２（Ｍ）及 Ｄｕｎ
ｎｅｔｔ′ｓＴ３检验，比较各组均值的差异，以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阿萨伊对细胞生长增殖的影响结果　实验结
果显示，设置的８个浓度的阿萨伊溶液均对 ＨｅｐＧ２
和 Ｈｅｐ３Ｂ细胞株的生长增殖产生不同程度的抑制
作用，抑制效果与阳性对照药黄柏相似，表现在其抑

制曲线随受试浓度的增大总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

而值得注意的是，阿萨伊对２种细胞株的抑制效应
在低浓度均出现谷值，使该范围曲线呈现类似“Ｖ”
型的趋势变化（如图１，２所示）。从阿萨伊药液对
ＨｅｐＧ２细胞株的剂量效应关系来看，当阿萨伊生药
浓度≤０５μｇ／ｍＬ的低浓度和（或）≥１０μｇ／ｍＬ的
高浓度范围时，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从阿萨伊药液对 Ｈｅｐ３Ｂ细
胞株的剂量效应关系看，则在阿萨伊生药浓度≤１
μｇ／ｍＬ的低浓度以及≥５μｇ／ｍＬ的高浓度范围时，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
＜００１），高浓度时与阳性对照组的抑制效应相一
致，结果见表１，２所示。由此可见，阿萨伊对２种细
胞株的作用效果一致，并都呈现以抑制为主的效应，

这种效应现象符合程薇薇等学者［１０］提出的寒性药

在高、低浓度给药剂量下均抑制细胞增殖的表现，因

此，在对细胞生长增殖上可以判断阿萨伊的药性偏

寒凉。

２２　阿萨伊对细胞生长形态的影响结果　光镜观
察结果如图 ３，４所示，未经处理的空白对照组
ＨｅｐＧ２和Ｈｅｐ３Ｂ细胞呈现成片堆积于整个细胞培
养皿底部，细胞间紧密交汇连接，形态多为类圆形，

因接触抑制脱落死亡的颗粒状褶皱细胞残骸随处

可见（Ｈｅｐ３Ｂ细胞尤为明显）；而经各浓度阳性药液

表１　阿萨伊溶液对ＨｅｐＧ２细胞增殖的影响（珋ｘ±ｓ，ｎ＝３）

浓度μｇ／ｍＬ
空白对照组

Ａ值 抑制率（％）
阳性对照组（黄柏）

Ａ值 抑制率（％）
阿萨伊受试组

Ａ值 抑制率（％）

０ １２５７±０１４２ － － － － －
０２５ － － １１７８±００７８ ３５８ １０２９±０１６６ １８１４
０５ － － １１７１±００７５ ４２３ １０２１±００８４ １８７６
１ － － １１５４±００９２ ５８５ １１１８±００６０ １１００
２ － － １１４１±０１０１ ７１０ １１２０±００７６ １０８９
５ － － １１１２±００７０ ９５８ １１０６±０１２１ １１９４
１０ － － １０１９±０１４３ １８６１ ０９４５±００５１ ２４８０
２０ － － ０９９５±０１６３ ２０９７ ０７８６±００３８ ３７４５
４０ － － ０９６４±０１２８ ２３３８ ０６７７±００６３ ４６１３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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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阿萨伊溶液对Ｈｅｐ３Ｂ细胞增殖的影响（珋ｘ±ｓ，ｎ＝３）

浓度μｇ／ｍＬ
空白对照组

Ａ值 抑制率（％）
阳性对照组（黄柏）

Ａ值 抑制率（％）
空白对照组

Ａ值 抑制率（％）
阿萨伊受试组

Ａ值 抑制率（％）

０ ０６１５±００８２ － － － １２５７±０１４２ － － －
０２５ － － ０８６０±００９３ ３１５９ － － ０５９４±００８７ ３６０
０５ － － ０９４３±００３４ ２４９５ － － ０５４０±００５１ １３９７
１ － － ０９４７±００５４ ２４６５ － － ０４３８±０１０５ ３５３９
２ － － １１１２±０１８２ １１５１ － － ０３８８±００９９ ４５１２
５ － － ０９０９±０１９０ ２７６８ － － ０３６１±００８９ ５０４９
１０ － － ０７８３±０１６５ ３７６６ － － ０３５３±００５５ ５０６７
２０ － － ０７７７±０１０７ ３８１７ － － ０３６５±００６１ ４９３６
４０ － － ０５７９±００７９ ５３９５ － － ０３０２±００３６ ６１２３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图１　ＨｅｐＧ２细胞增殖抑制率曲线

图２　Ｈｅｐ３Ｂ细胞增殖抑制率曲线

（黄柏）处理４８ｈ的ＨｅｐＧ２和Ｈｅｐ３Ｂ细胞数量均有
明显减少，细胞间连接明显较空白对照组细胞疏松，

生长空间充足使细胞呈扁平不规则多边形铺展，颗

粒感减弱，呈类圆形细胞形态明显少于未经处理细

胞，悬浮的细胞残骸少见；经各浓度阿萨伊溶液处理

４８ｈ的２种细胞株生长形态与黄柏溶液处理的基本
一致，同时，２种细胞株的生长疏松程度也基本与
ＭＴＴ试验中随药物浓度变化的结果相一致，≥１０
μｇ／ｍＬ的高浓度阿莎伊组细胞显示出更少的细胞
数量，不规则性形态更为显著，细胞稀疏散在生长。

结果表明，在所设定浓度范围内，阿萨伊溶液对２种
细胞株的作用与黄柏药液的效应相似，对受试细胞

株均呈细胞增殖抑制作用，剂量效应关系明显。

２３　阿萨伊对细胞株的毒性作用　台盼蓝染色排

斥实验结果如图５，６所示，经不同浓度阳性药液处
理的２种细胞株，经台盼蓝染色后，染成蓝色的细胞
为颗粒状的脱落细胞，其在数量上少于空白对照组，

经不同浓度阿萨伊溶液处理的２种细胞株染色情况
与黄柏对照组基本一致。结果表明，阿萨伊溶液在

所设浓度范围内对２种细胞株均无明显毒性作用。

图３　阿萨伊溶液对ＨｅｐＧ２细胞生长和
形态变化的影响（×１０）

２４　阿萨伊对细胞能量代谢的影响　细胞中
ＮＡＤＨ含量和ＮＡＤＨ／ＮＡＤ＋比值的变化均能反映细
胞糖酵解和三羧酸循环的强弱变化，即能量代谢变

化情况。实验结果如表３，４和图７，８所示，３个受
试浓度的阿萨伊溶液对 ＨｅｐＧ２和 Ｈｅｐ３Ｂ２种细胞
株的ＮＡＤＨ含量和ＮＡＤＨ／ＮＡＤ＋比值均起到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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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阿萨伊溶液对Ｈｅｐ３Ｂ细胞生长和
形态变化的影响（×１０）

图５　ＨｅｐＧ２细胞的台盼蓝染色结果（×１０）

图６　Ｈｅｐ３Ｂ细胞的台盼蓝染色结果（×１０）

作用。其中，经阿萨伊溶液处理后的细胞中ＮＡＤＨ／
ＮＡＤ＋比值与空白对照组细胞比较，３个受试浓度的
阿萨伊溶液均显著或极显著地降低了２种细胞株的
ＮＡＤＨ／ＮＡＤ＋比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

表３　阿萨伊溶液对ＨｅｐＧ２细胞能量代谢的
影响（珋ｘ±ｓ，ｎ＝３）

组别
ＮＡＤＨ含量／ｎｍｏｌ·
（１０４Ｃｅｌｌｓ）－１

ＮＡＤＨ／ＮＡＤ＋

空白对照组 ００１７±０００３ ２９７２±１９５３
２５μｇ／ｍＬ阿萨伊组 ００１７±０００３ ０９２４±０１６６

５０μｇ／ｍＬ阿萨伊组 ００１０±０００３ ０９５５±０４７０

１００μｇ／ｍＬ阿萨伊组 ００１０±０００７ ０４９８±０１８１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图７　ＨｅｐＧ２细胞能量代谢变化

表４　阿萨伊溶液对Ｈｅｐ３Ｂ细胞能量代谢的
影响（珋ｘ±ｓ，ｎ＝３）

组别
ＮＡＤＨ含量／ｎｍｏｌ·
（１０４Ｃｅｌｌｓ）－１

ＮＡＤＨ／ＮＡＤ＋

空白对照组 ００２２±００１１ ２２２５±００６６
２５μｇ／ｍＬ阿萨伊组 ０００８±０００５ ０５９６±０３３６

５０μｇ／ｍＬ阿萨伊组 ００１２±０００３ ０６５２±０２８３

１００μｇ／ｍＬ阿萨伊组 ０００４±０００５ ０１５４±０１３６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图８　Ｈｅｐ３Ｂ细胞能量代谢变化

＜００１）。阿萨伊溶液的受试浓度与影响２种细胞
中ＮＡＤＨ含量和 ＮＡＤＨ／ＮＡＤ＋比值变化之间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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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正相关，阿萨伊下调效应在高浓度尤为显著。

经阿萨伊处理后，２个指标的下降，提示受试细胞的
糖酵解和三羧酸循环减弱，细胞的能量代谢下降，此

时细胞呼吸耗氧量降低，细胞生长增殖受抑制。

３　讨论
细胞学方法评价寒热药性基于药物效应特征，

以细胞为材料，具有组间差异小，均一性强、重现性

好的优点，并利于结合蛋白和基因表达差异、热动力

学（能量）分析等方法，克服了整体动物实验个体差

异明显，指标波动性大、实验周期长等缺陷。国内程

薇薇等人［１０］较早将细胞学方法用于药性的寒热分

析，根据药物作用于细胞上的药效表现（如细胞增

殖、生长状态等）来判别未知药性药物的寒热属性，

提出了“热性药低浓度促进细胞生长、代谢和增殖，

高浓度产生细胞毒性；寒性药低浓度则可产生无明

显细胞毒性的抑制效果”的评价标准［１０］。当前，还

没有人采用细胞学方法对阿萨伊开展寒热药性的相

关研究，因此，本文借鉴了中药药性研究的细胞模型

方法［１０１１］，从另一个角度对阿萨伊的药性进行判别

评价。

阿萨伊冻干粉为混合成分，针对其经前处理仍

存在植物药特有褐色的问题，因此在实验受试剂量

选取上进行了考察，预实验对１～４００μｇ／ｍＬ浓度
梯度的阿萨伊药液进行了比色分析，选取了浓度间

药液颜色差异小，浓度较低的０２５～４０μｇ／ｍＬ，以
减少药物残留于贴壁细胞层造成颜色差异所带来的

实验误差［１２］，并可排除热性药浓度过高时的细胞毒

性作用所造成的假阳性结果［１０］，台盼蓝染色排斥试

验结果说明，在０２５～４０μｇ／ｍＬ浓度范围内阿萨
伊对肿瘤细胞的增殖抑制并不由细胞毒性所致。

阿萨伊的寒热药性经其传统应用推理为寒

性［４］。王林元等通过动物实验，以地塞米松磷酸钠

和氢化可的松琥珀酸分别对 ＳＤ大鼠进行虚热和虚
寒病证体质造模，检测造模并给药后大鼠血清中内

分泌激素（Ｔ３，Ｔ４，ｒＴ３）、环核苷酸（ｃＡＭＰ，ｃＧＭＰ）和
代谢标志物（ＴＰ，ＵＡ，ＴＣ，ＴＧ，ＡＬＢ）等反映机体产热
和代谢变化的生化指标，结合大鼠体重、毛色、精神

状态、自主活动、寒热温度耐受及大便情况等改变，

对比阳性药的作用，以同类比较、异类反证法验证了

理论推导的阿萨伊的偏寒药性［９］。随后王子晨等

也以同样的方法造模，基于大鼠血清当中的环核苷

酸，去甲肾上腺素（ＮＥ）、多巴胺（ＤＡ）、多巴胺 β羟
化酶（ＤβＨ）等神经递质及相关酶，以及免疫球蛋
白Ｇ（ＩｇＧ）、免疫球蛋白 Ｍ（ＩｇＭ）、补体 Ｃ３（Ｃ３）、补

体Ｃ４（Ｃ４）等免疫分子水平的变化和大鼠体征变化，
也从阿萨伊对模型鼠精神亢奋程度（神经系统）、体

质和抗邪能力（免疫系统）以及在两系统间起媒介

作用的第二信使的改善和调节作用中证实了阿萨伊

的寒药偏性［１３］。

同一中药药材往往会因提取方法的不同而导致

其化学组成或指纹图谱发生改变，而药材的化学组

成作为药物产生药效的基础，又与其药性尤其是寒

热药性密切相关［１４］，所以提取方法会影响到药物的

药性。在本实验中，阿萨伊受试药液以水为溶媒制

备而成，未经过炮制加工处理，跟通常水提或煎煮使

用方法相一致，基本保留了阿萨伊的主要化学成分，

因此，本文以细胞学方法表征阿萨伊受试溶液的寒

热药性可以代表南美草药阿萨伊本身的寒热药性。

同时，本实验对阳性对照药物黄柏选用一致的药液

制备方法、受试浓度范围和实验操作流程进行相关

测试。黄柏在传统中药里面被公认为寒性药物，其

性苦、寒，在本次实验中显示出其对人肝癌细胞株

ＨｅｐＧ２和Ｈｅｐ３Ｂ细胞增殖有显著抑制作用，并具有
剂量效应正相关性，两细胞株的生长形态和染液排

斥程度体现出寒性药对细胞生长的作用特征［１０］。

而阿萨伊对２种人源肝癌细胞株的增殖、生长形态
及台盼蓝染色排斥反应的作用结果，则完全符合这

种寒性药所体现的作用特征［１０］，提示阿萨伊的药性

偏寒凉，对细胞毒性作用不明显，这与其传统应用推

理和动物体内实验的结果［４，９，１３］相一致。

另外，机体整体表征的产能产热变化为药物寒

热药性的重要反映指标，热性药表现为机体兴奋作

用，能量代谢和产热均被促进，而寒性药则表现为与

此相反的抑制作用［８］。在细胞能量代谢上，经阿萨

伊处理的２种模型细胞，其 ＮＡＤＨ含量和 ＮＡＤＨ／
ＮＡＤ＋比值均明显下降，提示细胞功能活动下降，能
量代谢降低。ＮＡＤＨ是生物功能性分子烟酰胺腺嘌
呤二核苷酸（辅酶 Ｉ）的还原态，产生于糖酵解和三
羧酸循环，它作为电子供体进一步参与到机体能量

代谢过程中呼吸链的电子传递以及氧化磷酸化产生

大量ＡＴＰ的重要环节［１５］，由于氧化磷酸化为真核

生物主要的产能产热过程，检测细胞中 ＮＡＤＨ的含
量可间接反映糖酵解和三羧酸循环的强弱以及细胞

能量代谢的活跃程度。ＮＡＤＨ／ＮＡＤ＋比值不受
ＮＡＤＨ的含量差异的限制，可更有效反映细胞内能
量代谢情况。该项检测同样可印证阿萨伊的寒药

特性。

总之，本研究以同类比较法对比考察了阿萨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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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２种人源肝癌细胞株 ＨｅｐＧ２和 Ｈｅｐ３Ｂ的细胞增
殖影响，独立分析了其对两细胞株能量代谢影响的

可能机制，综合认为阿萨伊具有寒凉的中药药性。

在中药化学应用方面，阿萨伊可在传统中医药理论

的指导下，单独或配伍运用到治疗热证疾病中，可改

善机体的热证症状，具体的应用还需在临床中不断

总结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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