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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提取物对内皮细胞产生 NO，MDA和 SOD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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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较了几种不同银杏提取物的物理性质和药效。用 HPLC法测定了不同银杏提取物中黄 

酮的含量，以内皮细胞为作用对象，用联胺对内皮细胞进行氧化损伤，同时用不同银杏提取物对 内皮细 

胞进行保护，24 h后测定细胞上清液中NO，MDA和 SOD的含量。结果显示几种银杏黄酮提取物对内 

皮细胞因联胺损伤而降低的 NO具有恢复能力，可以提高细胞的 SOD含量，但对 MDA的分泌影响不 

大。结果表明银杏提取物有效成分含量变化对药效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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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Ginkgo biloba L)为现存古代孑遗植物之一， 

又名白果树，素有裸子植物“活化石”之称，为我国特 

产，资源拥有量占世界总量的70％。银杏叶制剂是目 

前在欧美最畅销的食用增补剂和药品。银杏提取物 

(GBE)具有独特药理活性和巨大的临床应用价值⋯。 

谢培山调查报道【2 J，由于当前许多生产厂家生产的银 

杏叶制剂所用的提取物均购自外厂，难以实现原料的 

质量控制，市售商品良莠不齐。质量标准只能反映 

24％以上的黄酮，6％以上的内酯或是体积分数为5× 

10 以下的银杏酚酸的限度检查，对于醇水 一大孔树 

脂吸附工艺的标准研究与 EGb761的全面质量分析比 

较还没有进行，文献报道 J EGb761进一步纯化药理 

作用并未见增强。笔者对几种不同的银杏提取物的有 

效成分含量与药理作用作一比较，现将研究结果报道 

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 

实验仪器：HPLC仪；紫外可见光检测器； 

实验试剂：槲皮素、山柰酚、异鼠李素对照品购自 

贵州大学生化基地；甲醇为色谱纯；三蒸水；其余均为 

分析纯试剂； 

实验材料：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株 ECV一304，购自 

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研究所。 

1．2 实验药品 

1)银杏提取物 GBE一828w，GBE一624w。GBE1 

均为贵州大学生化中试基地惠赠； 

2)银杏提取物GBE2达尔曼生物中心惠赠； 

3)银杏提取物 GBE3 13本某公司惠赠。 

1．3 实验方法 

1．3．1 GBE中3种黄酮甙的 HPLC测定 J 

仪器分析条件：色谱柱：(资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柱温：40℃；流动相：甲醇 一0．5％磷酸溶液(体积 

比48：52)；流速 0．2 mL／min；检测器波长：360 nm；进 

样量 1 I LL。 

标准溶液仪器分析的线性关系考察：精密称取槲 

皮素标准品0．002 g用甲醇溶解，于 50 mL容量瓶中 

定容，作为标准液，依次取上述标准液1，2,3，4,5，6 L进 

样，然后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 

为：Y=4．750—2．106 ，R=0．997 7。 

样品测定：准确称取银杏叶提取物样品 M于水解 

瓶中，加甲醇 10 mL温热溶解后加人 1．5 moL／L盐酸 

溶液，沸水浴水解25 min，冷却至室温，用甲醇定容至 

25 mL过滤，滤液供高效液相色谱分析；以槲皮素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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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品，测定各黄酮甙元的含量，再分别乘以换算因子计 

算出样品中总黄酮甙的含量。 

1．3．2 GBE的细胞药理实验 

将 ECV一304传代于50 mL的培养瓶中，待细胞 

均匀铺满瓶底后，用胰蛋白酶消化细胞，DMEM／F 培 

养液吹打制成细胞悬液，接种于 96孔培养板中，接种 

量每孔0．1 mL，密度为1×10 个／孔，培养24 h后弃上 

清液(或改用无血清培养液培养 24 h后，弃上清液)， 

SOD和 MDA的含量，其中NO用 Griess比色法测定， 

SOD用亚硝酸盐比色法测定，MDA用TBA法测定。 

2 实验结果 

通过 HPLC检验了不同生产厂家生产的GBE中3 

种黄酮甙的含量和纯度，结果见表 1。除 GBE一624w 

因吸潮结块而降低了其中黄酮含量外，其余均较高，尤 

其是贵州大学的GBE一828w和 GBE1中的黄酮含量 

再同时加人联胺和不同浓度的GBE，24 h后检测NO、 比标准的24％高出10％以上，且溶解性相当好。 

表 1 几种不同 GBE黄酮含量和物理特性比较 

表2是几种不同的GBE在500 mL，1 030 mL 

两种浓度下分别对用联胺损伤的内皮细胞保护作用比 

较，结果提示几种 GBE对损伤的内皮细胞均有保护作 

用，可以上调细胞因联胺损伤而降低的NO含量，其中 

贵州大学的GBE一828w促细胞释放的NO值为最高。 

表2 HUVEC细胞培养上清液 NO含量测定(n=6) ta．mol／L 

表3是几种不同的GBE在500 ／mL，1 000 ／mL 

两种浓度下分别对联胺损伤的内皮细胞保护作用比 

较，几种黄酮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上调受损细胞分泌 

SOD的作用，其 中贵州大学的 GBE1促细胞释放的 

SOD值为最高。 

表3 HUVEC细胞培养上清液 SOD含量测定(n=6) NU／mL 

说明：NU指一个亚硝酸盐单位，为每 mL反应液中SOD抑制率达50％时所对应的SOD量。 

表4是几种不同的GBE在500 mL，1 000~w／mL 结果表明GBE一828w和 GBE2具有一定的下调 MDA 

两种浓度下分别对联胺损伤的内皮细胞保护作用比 的作用外，GBE1，GBE一624w和GBE3对MDA分泌量 

较，细胞受损后MDA会增加，如果加人的药物对细胞 的影响不大。 

有保护作用，则加入不同浓度黄酮 MDA值会下降。 

表4 HUVEC细胞培养上清液 MDA含量测定(n=6) nmol／L 

3 讨 论 

1)CBE一828w，GBE1和GBE2的黄酮含量均高 

于28％，GBE3的黄酮含量接近 28％，GBE一624w的 

黄酮含量低于标注的24％，可能与样品吸潮有关。这 

几种黄酮的水溶液颜色相差较大，推测与黄酮和内酯 

的比例不同有关，与总黄酮中各种黄酮单体之间和萜 

内酯中不同内酯单体的比例不同可能也有关。 

2)根据表 2中 NO值的大小，可以看出 GBE一 

828w在调节细胞释放 NO的药物活性最高，GBE1的 

黄酮含量比GBE一624w的高但其释放NO的作用却 

未见明显增加。对水溶性不太好的 GBE3，在调节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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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释放 NO量方面的药物活性也较好，在 1 000 g／mL 

的药物浓度下，GBE3的NO值高于水溶性好的GBE1。 

在调节细胞的SOD值方面的作用，GBE1的SOD值最 

高，其次是 GBE3(见表3)，推测可能是 GBE中黄酮和 

内酯含量之问的比例影响了药物的药效作用。另外在 

银杏提取物中的不溶成分可能不是有效成分，因此对 

药物的药效影响不大。几种 GBE对细胞受损伤后 

MDA的下调作用不是太明显。 

3)本研究对 GBE一624w和 GBE一828w进行了 

研究比较发现后者的作用效果好于前者，这与前人研 

究的EGb761提高黄酮和内酯的含量后作用效果没有 

大的改变’ 的结果不一致，推测可能与提取的溶剂和 

生产工艺不同有关，这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对相同 

黄酮含量的银杏提取物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它们的药 

效不尽相同，推测可能与所含的黄酮和内酯之问的比 

例不同有关。这些都有待今后更进一步的研究。 

由于我国目前银杏提取物均是以乙醇抽取再经大 

孔吸附树脂分离纯化，与国外的 EGb761的丙酮提取 

的化学成分不尽相同，EGb761按照专利规定的方法生 

产出来的银杏提取物每批产品的质量都是稳定的，不 

存在批问差异。而我国的银杏提取物均是采用乙醇提 

取 ，对原料的种植又没有具体的要求，不同的厂家 

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同一厂家不同批次之问均存在一定 

的差异 ，不仅银杏黄酮的含量不同，各黄酮单体之 

间的比例差异就更大，这对药效的稳定和临床用药指 

导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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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uthors compared some different ginkgo extraction on their physical characteristic and pharmic function 

and determined their flavones content by HPLC．In pharmacological stud)’，the HUX EC was used as action target，dam· 

aged bv hydration diamine．at the same time the difierent desity GBE was added to protect the eell，after cultivated 

24 h，the NO 、ralue，MDA and SOD in supernate were determined．The results show that all these GBEs can recover the 

NO 、’alue decreased due to the cell damaged by hydration diamine while it had near1)r no effect on MDA．The results in· 

dicat that the change of the availability ingredient of GBE hax’e strong effect on their pharmic function． 

Key words：extract of ginkgo bilobo；physical characteristics；endothelial cell；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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