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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参芝含片的免疫功能研究 

邹思颖 1*, 郑  华 2, 黄聘和 2 

(1.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成都  611130; 2.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都  610041) 

摘  要: 目的  研究石斛参芝含片增强小鼠免疫力功能的作用。方法  本研究设低、中、高 3 个剂量组, 另

设蒸馏水阴性对照组, 连续给予 30 d。试验结束时取脾脏和胸腺计算其脏/体比值, 并测定足趾肿胀度、淋巴

细胞增殖能力、溶血空斑数、抗体水平积数、碳廓清能力、巨噬细胞吞噬率和吞噬指数以及 NK 细胞活性。

结果  各剂量组动物的脾脏/体重比值、胸腺/体重比值、淋巴细胞增殖能力、抗体水平积数、碳廓清能力、

巨噬细胞吞噬率和吞噬指数、NK 细胞活性与阴性对照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 3 个剂量组动物的足趾

肿胀度均高于阴性对照组动物,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3 个剂量组动物的溶血空斑数均高于阴性对照

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石斛参芝含片对昆明种小鼠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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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munity function of dendrobium, ginse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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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endrobium, ginseng and ganoderma tablet on immunity 

functions of mice. Methods  In this study, low, medium and high dose groups were set, and th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of distilled water was set, which was continuously given for 30 days.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spleen and 

thymus were taken, and the organ/body weight ratio of spleen and thymus, paw swelling, ability of lymphocyte 

proliferation, number of hemolytic plaques, antibody forming ability, ability of carbon clearance, the phagocytosis 

ratio and phagocytosis index of macrophage, and activity of NK cells were measur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organ/body weight ratio of spleen and thymus, ability of lymphocyte proliferation 

antibody forming ability, ability of carbon clearance, the phagocytosis ratio and phagocytosis index of macrophage, 

and activity of NK cells between each dosage group and th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degree of paw 

swelling in the 3 dose group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The number of hemolytic plaques in the 3 dose group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Conclusion  Dendrobium, ginseng and 

ganoderma tablet can strenghten the immunity functions of Kunming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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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石 斛 本 品 为 兰 科 植 物 金 银 五 斛 (Dendrobium 

nobileLindl.) 、铁皮石料 (Dendrobium candidum Wall.ex 

Lindl.) 或 马 鞭 石 斛 (Dendrobium flmbriatum 

Hook.var.oculatum Hook.)及其近似种的新鲜或干燥茎[1,2]。

其主要功效是益胃生津, 滋阴清热。中医临床上常用于阴

伤津亏, 口干烦渴, 食少干呕, 病后虚热, 目暗不明等。目

前已有药理研究表明, 石斛属植物具有多种保健功能, 如

增强机体免疫力、抗衰老、抗肿瘤、抗血小板聚集、抗病

毒等[38]。目前开发应用的石斛类保健食品通常是 2 种以上

中药材配伍制成, 主要是考虑到 2 个方面因素, 一是石斛

单品价格较高, 如果单一服用要达到相同效果则对于消费

者来说费用较高; 二是根据中医学基础理论, 通过中药配

伍以尽可能发挥药物的最大疗效, 使其保健效果更好[9]。

段立群等[10]研究表明, 由金钗石斛、党参和黄芪等 3 味药

材组成的石斛复方制剂能够提高小鼠非特异性和特异性免

疫功能, 具有显著的免疫增强作用。赵铮蓉等[11]研究也表

明, 以铁皮石斛为主分别配伍黄精、西洋参的铁皮石斛黄

精片和铁皮石斛洋参颗粒均具有增强免疫功能的功效。 

本研究以石斛为主的复方制剂样品石斛参芝含片为

研究对象, 研究该样品的增强免疫功能, 以期为其推广应

用提供实验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与试剂 

2.1.1  样品来源 

石斛参芝含片由成都润馨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贵

州仙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样品为淡绿色薄膜衣片, 

片芯棕褐色, 成人每日推荐量为 4 g/日, 试验时用蒸馏水

溶解受试物, 4 ℃冷藏保存。 

2.1.2  仪器和试剂 

100 μL 微量注射器(美国 Corning 公司); SANYO 二氧

化碳培养箱(日本三洋公司); KDC-1044L 离心机(安徽中科

中佳公司)。 

Hank’s 液、SA 缓冲液、琼脂糖(分析纯, 美国 Sigma

公司)。 

2.2  实验动物 

由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的昆明种

小鼠 160 只 , 全雌 , 体重 18~22 g, 生产许可证号为

SCXK(川)2013-19 SPF 级。 

2.3  剂量选择与受试物给予方式 

设人体推荐摄入量 10、20、30 倍等 3 个剂量组即 667、

1333、2000 mg/kgꞏBW 等低、中、高 3 个剂量组, 另设阴

性对照组(蒸馏水)。动物按 20 mL/kgꞏBW 体重连续经口灌

胃 30 d。 

2.4  实验方法 

本研究根据卫生部《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

(2003 年版 )增强免疫力功能试验中的相关试验方法进   

行[12]。本研究主要进行 4 个方面的实验, 分别是细胞免疫

功能检测(包括迟发性变态反应实验、淋巴细胞转化实验); 

体液免疫已检测(包括抗体生成细胞实验、血清溶血素测

定); 单核-巨噬细胞吞噬功能检测(包括小鼠碳廓清试验、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试验); 以及 NK 细胞活性

测定。其中迟发型变态反应(delayed type hypersensitivity, 

DTH)检测利用足跖肿胀度来表示 DTH 的程度; 小鼠淋巴

细胞转化试验采用 MTT 比色法在 570 nm 处测定光密度值

来表示淋巴细胞增殖能力; 抗体生成细胞检测采用 Jerne

改良玻片法计数溶血空斑数; 血清溶血素测定采用血凝法

来记录每孔的凝集程度并计算抗体积数; 小鼠碳廓清试验

测定光密度值来计算吞噬指数;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

红细胞试验采用半体内法计算吞噬百分率及吞噬指数; NK

细胞活性测定采用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测定法在 490 nm 处测定光密度值来计算 NK 细胞活性率。 

2.5  数据统计 

采用 SPSS 13.0 for Windows 软件处理。对照组与剂

量组的数据经方差齐性检验, 方差齐, 进行方差分析, 如

P＜0.05, 则用 Dunnett 法进行两两比较; 若方差不齐, 则

进行数据转换, 仍不齐, 改用秩和检验, 如 P＜0.05, 则用

Dunnett’s T3 法进行两两比较。 

2.6  结果判定 

在细胞免疫功能、体液免疫功能、单核-巨噬细胞功

能、NK 细胞活性等 4 个试验, 任意 2 个试验结果阳性, 则

可认为该受试物具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作用。 

3  结果与分析 

3.1  石斛参芝含片对小鼠脏器/体重比值的影响 

由表 1 可见, 连续灌胃 30 d 后, 3 个剂量组动物与阴

性对照组相比, 脾脏/体重比值、胸腺/体重比值无显著性差

异(P>0.05)。 

3.2  石斛参芝含片对小鼠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由表 2 可见, 连续灌胃 30 d 后, 3 个剂量组动物的足

趾肿胀度均高于阴性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明石斛参芝含片能够增强绵阳红细胞(sheep red blood 

cell, SRBC)引起的小鼠迟发性变态反应; 比较 3 个剂量组

动物和阴性对照组动物的淋巴细胞增殖能力, 其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表明小鼠淋巴转化实验结果为阴性。



88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1 卷 
 
 
 
 
 

 

石斛参芝含片对小鼠细胞免疫试验结果为阳性。 

3.3  石斛参芝含片对小鼠体液免疫的影响 

由表 3 可见, 连续灌胃 30 d 后, 3 个剂量组动物的溶

血空斑数均高于阴性对照组, 经统计学处理, 中, 高剂量

组动物有显著性差异(P＜0.01), 表明抗体生成细胞检测结

果为阳性; 比较 3 个剂量组动物和阴性对照组的抗体积数, 

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明血清溶血素测定结果

为阴性。石斛参芝含片对小鼠体液免疫试验结果阳性。 

3.4  石斛参芝含片对小鼠单核-巨噬细胞吞噬功能

的影响 

由表 4 可见, 连续灌胃 30 d 后, 3 个剂量组动物的

碳廓清能力与阴性对照组相比 , 经统计学处理 , 无显著

性差异(P＞0.05), 表明小鼠碳廓清实验结果为阴性。由

表 5 可见, 3 个剂量组动物的吞噬率和吞噬指数与阴性对

照组相比 , 经统计学处理 , 无显著性差异(P＞0.05), 表

明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试验结果为阴性。石

斛参芝含片对小鼠单核 -巨噬细胞吞噬功能试验结果  

阴性。 

3.5  石斛参芝含片对小鼠 NK 细胞活性的影响 

由表 6 可见, 连续灌胃 30 d 后, 3 个剂量组动物的 NK

细胞活性与阴性对照组相比, 经统计学处理, 无显著性差

异(P＞0.05)。石斛参芝含片对小鼠 NK 细胞活性试验结果

阴性。 

 
 

表 1  石斛参芝含片对小鼠脏器/体重比值的影响( X ±s, n=3) 

Table 1  Effect of dendrobium, ginseng and ganoderma tablet on organ/body weight ratio in mice ( X ±s, n=3) 

组别 动物数/只 
脾脏/体重 胸腺/体重 

比值/% F 值 P 值 比值/% F 值 P 值 

阴性对照组 10 0.36±0.08 1.11 0.356 0.29±0.07 0.248 0.862 

低剂量组 10 0.31±0.07   0.27±0.06   

中剂量组 10 0.36±0.11   0.29±0.07   

高剂量组 10 0.38±0.11   0.28±0.07   

 
表 2  石斛参芝含片对小鼠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X ±s, n=3) 

Table 2  Effect of dendrobium, ginseng and ganoderma tablet on cellular immune function in mice ( X ±s, n=3) 

组别 动物数/只 足跖肿胀度/mm F 值 P 值 淋巴细胞增殖能力(OD 差值) F 值 P 值 

阴性对照组 10 0.74±0.04 29.083  0.205±0.064 0.411 0.746 

低剂量组 10 0.90±0.07*  0.000 0.202±0.033   

中剂量组 10 1.00±0.10*  0.000 0.214±0.033   

高剂量组 10 1.03±0.09*  0.000 0.221±0.025   

注: *与空白组比较在 P＜0.01 水平下具有显著性差异。 

 
表 3  石斛参芝含片对小鼠体液免疫能力的影响( X ±s, n=3) 

Table 3  Effect of dendrobium, ginseng and ganoderma tablet on humoral immunity in mice ( X ±s, n=3) 

组别 动物数/只 溶血空斑数/106 脾细胞 F 值 P 值 抗体积数 F 值 P 值 

阴性对照组 10 264.0±41.08 8.263  133.80±13.23 0.895 0.453 

低剂量组 10 303.5±59.49  0.371 123.80±10.82   

中剂量组 10 381.0±72.33*  0.001 127.70±18.65   

高剂量组 10 376.5±73.34*  0.001 130.50±12.83   

注: *与空白组比较在 P＜0.01 水平下具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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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石斛参芝含片对小鼠单核—巨噬细胞碳廓清功能的影响( X ±s, n=3) 
Table 4  Effect of dendrobium, ginseng and ganoderma tablet on carbon clearance function of mononuclear macrophages in mice 

( X ±s, n=3) 

组别 动物数/只 吞噬指数 F 值 P 值 

阴性对照组 10 4.30±0.60 0.442 0.725 

低剂量组 10 4.65±1.32   

中剂量组 10 4.85±1.62   

高剂量组 10 4.89±1.34   

 

表 5  石斛参芝含片对小鼠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能力的影响( X ±s, n=3) 
Table 5  Effect of dendrobium, ginseng and ganoderma tablet on the ability of macrophages to engulf chicken erythrocytes in mice 

( X ±s, n=3) 

组别 动物数/只 吞噬率/% F 值 P 值 吞噬指数 F 值 P 值 

阴性对照组 10 21.85±1.90 2.276 0.096 0.87±0.03 2.152 0.111 

低剂量组 10 22.80±2.31   0.89±0.04   

中剂量组 10 23.75±1.93   0.91±0.03   

高剂量组 10 23.95±1.92   0.91±0.04   

 
 

表 6  石斛参芝含片对小鼠 NK 细胞活性的影响( X ±s, n=3) 

Table 6  Effect of dendrobium, ginseng and ganoderma tablet on the activity of NK cells in mice ( X ±s, n=3) 

组别 动物数/只 NK 细胞活性/% F 值 P 值 

阴性对照组 10 21.22±2.21 2.200 0.105 

低剂量组 10 24.15±2.82   

中剂量组 10 24.11±3.80   

高剂量组 10 23.12±2.65   

 
 

4  结论与讨论 

本实验所用样品石斛参芝含片主要功效成分是金钗

石斛, 目前已有许多研究报道石斛的多种功效, 如增强免

疫能力、抗氧化、抗肿瘤以及抗炎等。本实验主要检测丹

霞仙草牌金钗石斛参芝含片 30 d喂养小鼠后体内免疫水平

的变化, 为其开发应用提供动物实验依据。 

本研究结果表明, 石斛参芝含片在对小鼠连续灌胃 

30 d 后, 小鼠的体重脏器/体重比值与阴性对照比较无明显

影响, 对小鼠的单核—巨噬细胞吞噬功能试验结果阴性, 对

小鼠的NK细胞活性试验结果阴性; 对小鼠的细胞免疫试验

结果阳性, 对小鼠的体液免疫试验结果阳性。根据结果判定

标准, 石斛参芝含片对动物具有增强免疫力的功能。 

目前有多项研究表明石斛增强免疫力的主要物质基

础是其多糖类成分。Zha 等[13]研究发现霍山石斛多糖在促

进小鼠体外培养的脾、肝、小肠细胞的增殖以及干扰素 γ

的分泌的同时, 也可以促进体外培养肝细胞中白细胞介素

4 的分泌, 同时促进甲氨蝶呤所导致的免疫能力低下小鼠

的免疫功能紊乱的恢复。Meng 等[14]通过比较铁皮石斛、

马鞭石斛、霍山石斛、金钗石斛、鼓缒石斛等不同种类石

斛的多糖成分对小鼠巨噬细胞的影响, 发现其均可以增强

巨噬细胞吞噬能力, 同时释放一氧化氮和细胞因子白细胞

介素 1α、IL-6、IL-10、肿瘤坏死因子 α, 但增强能力有高

低不同, 这可能与其石斛多糖的种类相关。 

根据目前已有研究 , 不同种类的石斛均具有增强

免疫功能, 但不同种类是通过不同作用机制发挥作用。

在本研究中所用样品石斛参芝含片, 其增强免疫作用可

能与金钗石斛增强免疫功能的主要功效成分精制多糖

和粗多糖有关 , 它对脾淋巴细胞有促进增殖的作用 , 同

时能与刀豆蛋白 A、脂多糖 Con A, LPS 一起协同刺激 T、

B 淋巴细胞的增殖[15]。这一作用机制可能在丹霞仙草牌

金钗石斛参芝含片增强免疫功能的保健功能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为本研究所用样品开发作为保健食品奠定了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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