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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紫苏致突变作用的研究 

李  姿, 胡嘉想, 刘  敏*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昆明  650022) 

摘  要: 目的  研究东紫苏是否具有致突变作用。方法  采用平板掺入法 Ames 试验, 设每皿 5000、1000、

200、40、8 μg 剂量组, 同时设阴性、阳性对照组, 观察每皿回变菌落数。微核及精子畸形试验设 5000、2500、

1250 mg/kgꞏBW 3 个剂量组、阴性对照组及阳性对照组。微核试验采用 30 h、2 次给受试物法, 检测骨髓嗜多

染红细胞微核率。精子畸形试验于首次染毒后第 35 d 处死动物, 观察精子畸形率。结果  与阳性对照组比较, 

东紫苏各剂量组在 Ames 试验中未呈现致突变性, 骨髓细胞微核试验及小鼠精子畸变试验结果均为阴性, 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本实验条件和剂量范围内, 未发现东紫苏有致突变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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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utagenicity of Elsholtzia bodinieri Vaniot 

LI Zi, HU Jia-Xiang, LIU Min* 

(Yunn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unming 65002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otential mutagenicity of Elsholtzia bodinieri Vaniot. Methods  The plate 

incorporation Ames test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number of colonies in each plate at the dose of 5000, 1000, 200, 40, 

8 μg/plate; and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control were included in the assay. Bone marrow cell micronucleus test and 

sperm abnormality test were performed in a total of 3 dose groups (5000, 2500, 1250 mg/kgꞏBW), negative control 

group and positive control group. Micronucleus tes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micronucleus frequency of bone marrow 

polychromatic erythrocytes at 30 h after giving the target for twice. Sperm deformity test was performed on the 

thirty-fifth day after the first sample and sperm abnormality rate was calculated.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showed an absence of mutagenicity in the Ames test. The results of micronucleus 

test of bone marrow cells and the sperm aberration test in mice were negative, an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found(P＞0.05). Conclusion  Under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and the designed dose range, Elsholtzia bodinieri 

Vaniot showed no muta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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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东紫苏(Elsholtzia bodinieri Vaniot)为唇形科香薷属多

年生草本植物, 主要产于云南、贵州、青海及甘肃等地区。

全草可入药, 主治外感风寒、感冒发热、头痛身痛、咽喉

痛、虚火牙痛、急性结膜炎等[1,2]。其嫩尖可当茶饮用, 具

有清热解毒之功效[3]。据报道, 东紫苏是香薷属植物中唯

一可食用的植物品种, 其植株含挥发油, 具有特殊香气, 

可用于调香[4,5]; 其全草中还含有黄酮类、酚类氨基酸、多

肽、多糖、苷类等成分以及少量香豆素、木脂素、氰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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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酸、脂肪烃等[610], 有较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11,12]。

虽然东紫苏可当茶饮, 并存在于多种纯中草药复方制剂中[13], 

但目前对于东紫苏及其所含的化学物质的毒理学安全性研

究文献报道较少。 

本研究旨在通过 Ames 试验、骨髓细胞微核试验和小

鼠精子畸变试验, 检测东紫苏是否具有遗传毒性, 为东紫

苏的食用安全性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试剂与仪器  

东紫苏, 由云南某茶叶有限公司提供。取东紫苏 100 g, 

用粉碎机粉碎, 过 200 目筛, 所得粉末作为受试物。 

试剂: 阳性药物叠氮钠(≥99.5%)、2-氨基芴(98%)、

1,4-二羟基蒽醌(96%)、环磷酰胺(99%)(美国 Sigma 公司); 

敌克松(97%, 美国 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USA 公司); 鼠

伤寒沙门氏菌组氨酸缺陷型菌株 TA97、TA98、TA100 和

TA102 及大鼠肝 S-9(美国 Moltox 公司); 姬姆萨染色液及

伊红染色液(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胎牛血清(美国

GIBCO 公司)。 

仪器: MSC-ADVANTAGE 生物安全柜(美国 Thermo 

Scientific 公司); DM 5000B 生物显微镜(德国莱卡公司); 

SX-500 高压灭菌器(日本 TOMY 公司); DW-HL388 低温冰

箱 (中科美菱公司 ); AE240 电子天平 (瑞士 METTLER 

TOLEDO 公司); BF240 恒温培养箱(德国 BINDER 公司); 

DHG-9146A 干烤箱、DK-S28 恒温水浴锅(上海精宏公司); 

GENIUS 3 微量振荡器(德国 IKA 公司)。 

2.2  试验动物  

昆明种小鼠, SPF 级, 由重庆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

提供, 合格证号: SCXK(渝)2012-0001。 

2.3  实验方法 

2.3.1  鼠伤寒沙门氏菌试验(Ames 试验) 

选取经鉴定符合试验要求的 4 株鼠伤寒沙门氏菌组

氨酸缺陷型菌株 TA97、TA98、TA100 和 TA102 进行试验。

以大鼠肝 S-9 混合液作为代谢活化系统。根据《保健食品

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2003 版)中剂量设计原则[14], 试验

分别设 5 个剂量组 , 各剂量组东紫苏浓度分别为每皿

5000、1000、200、40、8 μg, 同时设溶剂对照(灭菌蒸馏水)、

阳性对照(敌克松、叠氮钠、2-氨基芴、1,4-二羟基蒽醌)及

空白对照组。采用平板掺入法, 每个菌株每个测试剂量均

做 3 个平行皿, 37 ℃下培养 48 h 后计数每皿回变菌落数。 

2.3.2  骨髓细胞微核试验 

选取体重为 25～30 g 健康昆明种小鼠 50 只, 按体重随

机分成 5 组, 每组 10 只, 雌雄各半。根据一次最大灌胃剂量, 

试验设 5000、2500、1250 mg/kgꞏBW 3 个剂量组、阴性对照

组(蒸馏水)及阳性对照组(环磷酰胺 40 mg/kgꞏBW)。阴性对

照组和 3 个东紫苏剂量组经口灌胃给予受试物, 阳性对照

组采用腹腔注射。第 2 次给予受试物 6 h 后, 处死小鼠, 取

一侧股骨进行骨髓常规制片。Giemsa 染色后, 选择细胞着

色适当, 分散均匀的区域计数。每只小鼠计数 1000 个嗜多

染红细胞(polychromatic erythrocytes, PCE)及 PCE 微核发

生率, 同时计数每 200 个 PCE 所观察到的成熟红细胞(red 

blood cell, RBC)数。 

2.3.3  小鼠精子畸变试验 

选取体重为 30～35 g 健康雄性昆明种小鼠 25 只, 按体

重随机分为 5 组, 每组 5 只。组别及剂量设计同骨髓细胞微

核试验。阴性对照组和 3 个东紫苏剂量组以 0.2 mL/10 gꞏBW

经口连续灌胃 5 d。阳性对照组(环磷酰胺 40 mg/kgꞏBW)采

用腹腔注射, 连续 5 d。从首次给予受试物开始算至第 35 d

处死小鼠, 取其双侧附睾, 撕开包膜, 用吸管反复吸打多

次, 悬液制片, 伊红染色。每只小鼠观察 1000 个完整精子, 

记录各类畸形精子数, 计算精子畸变率(%)。 

2.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 结果以 x±S 表示, P＜

0.05 时,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与分析 

3.1  Ames 试验 

结果如表 1、表 2 所示, 在本试验条件下, 空白对照

组各菌株自发回复突变数均在正常范围内。试验结果显示, 

在加与不加 S9 时, 受试样品各剂量组回变菌落数均未见

明显增加, 未超过自发回变菌落数的 2 倍及以上, 亦无剂

量-反应关系(重复试验结果具有很好的重现性)。试验结果

表明, 在本次试验条件下, 东紫苏在 Ames 试验中无致突

变性。 

 
表 1  Ames 试验结果(x±S) 

Table 1  Results of Ames experimental(x±S) 

组别 
TA97 TA98 

+S9 S9 +S9 S9 

空白对照组 111.7±16.0 122.0±7.5 42.3±2.1 40.0±2.6 

溶剂对照组 115.7±14.3 113.0±22.6 38.0±2.0 40.7±3.2 

8 μg/皿 116.0±6.2 119.3±2.1 40.3±1.5 37.3±3.1 

40 μg/皿 113.7±10.3 113.3±7.2 36.3±1.2 37.7±4.0 

200 μg/皿 119.3±7.4 122.7±19.4 36.3±7.5 40.3±3.2 

1000 μg/皿 116.3±8.7 114.7±6.8 35.0±4.4 38.7±6.1 

5000 μg/皿 122.0±17.3 116.0±7.0 35.0±3.5 38.3±3.8 

阳性对照组 1751.0±59.3** 2692.0±149.4** 6146.0±90.7** 1152.0±111.3**

注: 与溶剂对照组比较, **P＜0.01。阳性对照物: TA97、TA98-S9

用敌克松 50 μg/皿。TA97、TA98 +S9 用 2-氨基芴 10 μg/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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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Ames 试验结果(x±S) 
Table.2  Results of Ames experimental(x±S) 

组别 
TA100 TA102 

+S9 S9 +S9 S9 

空白对照组 141.3±25.0 173.0±17.3 271.7±24.8 266.3±31.8

溶剂对照组 140.7±20.4 149.7±16.9 285.0±21.5 288.0±26.9

8 μg/皿 140.7±5.5 163.7±15.2 268.7±18.1 285.0±20.7

40 μg/皿 140.0±13.5 139.7±5.7 290.3±25.1 278.3±21.0

200 μg/皿 140.0±16.5 136.0±13.1 274.7±7.6 273.7±12.9

1000 μg/皿 139.7±9.3 146.3±9.0 284.3±23.5 264.7±23.8

5000μg/皿 133.3±8.1 144.7±10.3 267.3±16.0 286.3±16.5

阳性对照组 3112.0±134.7** 2964.0±86.6** 910.3±24.0** 881.0±37.7**

注: 与溶剂对照组比较, **P＜0.01。阳性对照物: TA100-S9 用叠

氮钠 1.5 μg/皿, TA102-S9 用敌克松 50 μg/皿。TA100 +S9 用 2-氨

基芴 10 μg/皿, TA102 +S9 用 1,4-二羟基蒽醌 50 μg/皿。 

 

3.2  骨髓细胞微核试验 

结果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雄性及雌性小鼠东紫苏各剂

量组 PCE/RBC 均在正常值范围内, 未明显少于阴性对照

组, 说明实验染毒剂量合适。阳性对照组微核率与溶剂对

照组及各剂量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阳性

对照组和溶剂对照组的微核率均在本实验室以往的正常值

范围内, 说明实验结果可靠。东紫苏 3 个剂量组微核率与

阴性对照组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表

明, 在本次实验条件下, 东紫苏未使小鼠骨髓 PCE 微核率

发生明显改变。 

3.3  小鼠精子畸变试验 

如表 5 所示, 各剂量组小鼠精子畸形率未出现明显增

加,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

示在本实验条件下, 未见东紫苏有致小鼠精子畸形作用。 

 
表 3  雄性小鼠骨髓细胞微核试验结果(x±S) 

Table.3  Results of male mouse bone marrow micronucleus 
test(x±S) 

组别 
动物数 

/只 
观察 PCE 数微核数 

微核率
/‰ 

PCE/RBC

阴性对照组 5 1000×5 14 2.8 1.00±0.189

1250 mg 
/(kgꞏBW) 

5 1000×5 13 2.6 1.07±0.160

2500 mg 
/(kgꞏBW) 

5 1000×5 8 1.6 1.01±0.085

5000 mg 
/(kgꞏBW) 

5 1000×5 13 2.6 0.97±0.171

阳性对照组 5 1000×5 98 19.6** 0.89±0.065

注: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 **P＜0.01。 

表 4  雌性小鼠骨髓细胞微核试验结果(x±S) 
Table 4  Results of female mouse bone marrow micronucleus 

test(x±S) 

组别 
动物数

/只 
观察 PCE 数 微核数 

微核率
/‰ 

PCE/RBC

阴性对照组 5 1000×5 9 1.8 1.09±0.140

1250 mg 
/(kgꞏBW) 

5 1000×5 10 2.0 1.08±0.081

2500 mg 
/(kgꞏBW) 

5 1000×5 13 2.6 1.07±0.102

5000 mg 
/(kgꞏBW) 

5 1000×5 10 2 0.86±0.054

阳性对照组 5 1000×5 101 20.2** 0.96±0.104

注: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 **P＜0.01。 

 
表 5  小鼠精子畸变试验结果(x±S) 

Table 5  Sperm shape abnormality test of mice(x±S) 

组别 
动物数

/只 
观察精子数 

(n) 
畸形精子数

(n) 
畸变率

/% 
P 值

阴性对照 5 1000×5 56 1.12  

1250 mg/kg 5 1000×5 55 1.10 0.924

2500 mg/kg 5 1000×5 61 1.22 0.651

5000 mg/kg 5 1000×5 59 1.18 0.783

阳性对照组 5 1000×5 259 5.18** 0.000

注: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 **P＜0.01。 

 

4  结论与讨论 

东紫苏作为香薷属植物中唯一可食用的植物品种 , 

其中含有丰富的黄酮、甾体及三萜类化合物, 具有较强的

清除自由基、抑菌、降糖及降血脂作用; 东紫苏中还富含

β-胡萝卜素, 具有强抗氧化作用及抗癌、抗衰老、防辐射

及防止心血管疾病等功效[9], 因此, 东紫苏具有很大的开

发价值及潜力。目前有关东紫苏安全性评价方面的报道较

少, 本研究选用 Ames 试验、骨髓细胞微核试验和小鼠精

子畸变试验, 从细菌回复突变、生殖细胞形态改变和体细

胞微核形成 3 个不同角度对东紫苏进行了致突变性的评价

为东紫苏的食用安全性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Ames 试验用于检测有害物质的体外致突变性, 主要

检测的遗传学终点为基因的碱基置换和移码突变, 具有快

速、有效、经济的特点。本研究中, Ames 试验结果显示, 受

试物各剂量组在加与不加 S9 时回变菌落数均未见明显增

加, 与自发回变菌落数之比均小于 2, 亦无剂量-反应关系, 

表明东紫苏在 Ames 试验中未呈现致突变性。骨髓细胞微

核试验是一种用于检测细胞内染色体损伤的化学毒物的试

验方法[15,16]。东紫苏骨髓细胞微核试验中, 3 个剂量组与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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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表明在本实验条件下, 

未发现东紫苏导致小鼠微核发生率增加。小鼠精子畸形具

有高度遗传性, 精子畸形率的高低可反映该化学毒物对生

殖细胞遗传物质的损害。小鼠精子畸变试验结果为阴性, 

各剂量组小鼠精子畸形率未出现明显增加, 表明在本试验

条件下, 东紫苏不引起哺乳动物遗传毒性。本次研究结果

表明, 在本实验条件和剂量范围内, 未发现东紫苏致突变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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