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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了小新塔花水提物对小鼠镇静催眠及免疫功能的影响。实验用不同剂量的小新塔花水提物作用于小鼠，观察记

录小鼠自发活动次数，采用阈剂量戊巴比妥钠睡眠实验法和阈下剂量戊巴比妥钠诱导小鼠睡眠实验，观察小新塔花水提物镇静催眠

作用。用分光光度法、酶联免疫法、称重法及观察法研究小新塔花水提物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和急性毒性试验。结果表明，与正

常对照组相比，小新塔花水提物中、高剂量组对小鼠走动次数、举双前肢数、入睡数和睡眠时间的影响差异显著（p<0.05）或极显著

（p<0.01），且呈剂量依赖效应；小新塔花水提物 3 个剂量组的小鼠胸腺指数、脾脏指数、血清酸性磷酸酶（ACP）、溶菌酶（LYZ）

活性及免疫球蛋白（IgG）含量均有所增加，且大都差异显著（p<0.05）或极显著（p<0.01）；小新塔花水提物毒性小，安全范围大。

结果提示，小新塔花水提物具有明显的镇静催眠、增强免疫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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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act of sedative-hypnotic effects of aqueous extract of Ziziphora tenuior Linn. on the immune function in mice was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The effects of the aqueous extract of Z. tenuior on spontaneous activity, dormancy-number, and dormancy-time of 

mice induced by pentobarbital sodium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physiological saline-treated groups. Further, the thymus 

index, spleen index, activities of ACP and LYZ,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IgG in the sera of mice treated with three doses of the aqueous extract 

of Z. tenuior were determined. For acute toxicity tests, the aqueous extracts were orally administe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medium- 

and high-dose groups for the aqueous extract of Z. tenuior, spontaneous a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and both dormancy-number and 

-tim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mice induced by pentobarbital sodium,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physiological saline-treated 

groups. Moreover, these effects were dose-dependent. The three doses of the aqueous extract of Z. tenuior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thymus index, spleen index, activities of ACP and LYZ,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IgG in the mice sera. The aqueous extract of Z. tenuior was 

nontoxic, and showed a large safety rang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queous extract of Z. tenuior had obvious sedative and hypnotic effects 

in mice, and there was a synergistic effect between the extracts and pentobarbital sodium, which could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 immune function 

in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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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许多人都有来自各个方

面的巨大压力，使得正常睡眠得不到保证，有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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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压力巨大而无法入睡。经常失眠导致注意力不集

中、理解能力下降、学习效率降低、记忆力减退，从

而影响人的工作状态，长时间失眠也会降低机体的免

疫力，引起内分泌失调，容易诱发并加重胃肠疾病、

感染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为缓解这些压力，失

眠者往往依靠催眠药物入睡，如地西泮等苯二氮卓类

镇静催眠药，但这些药物在帮助入睡的同时也带来了



现代食品科技 Moder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Vol.32, No.5 

23 

很多副作用，如成瘾性、耐药性、慢性毒性[1]。而且，

连续应用容易产生头昏、嗜睡、乏力等不良反应。已

有研究表明许多中草药具有良好的镇静催眠作用，且

不良反应较少，无成瘾性，因此，从天然植物中寻找

新的镇静催眠药物显得尤其重要。 

小新塔花(Ziziphora tenuior Linn.)为唇形科新塔花

属植物，一年生草本，主产于新疆南北的山坡、砾石、

草原及半沙漠地带，前苏联、伊朗经西亚至巴尔干半

岛也有分布[2]。本品为维吾尔族民间常用的中药、民

族药，其气味芳香，主治慢性支气管炎、虚劳咳嗽、

气短多汗、肋下疼痛、感冒，可缓解胸闷、头晕[2]。

我国新疆伊犁地区、克孜州民间也将其作茶叶饮用。

由于地域分布的局限性，国内仅见小新塔花指纹图谱
[3]、抗炎镇痛[4]、肠收缩性影响[5]的研究，而国外对小

新塔花食药用价值研究较多，如发现其精油有很高的

抗菌活性[6-8]，可治疗消化系统疾病并止痛[9]，在伊朗

因其气味芳香常作为蔬菜用于烹饪或作为茶叶饮用，

也作为调味剂用于制作酸奶和奶酪[10]。目前，关于小

新塔花镇静催眠、免疫功能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实

验拟制备小新塔花水提物，用其作用于小鼠，观察对

小鼠镇静催眠作用、免疫功能的影响，为进一步拓展

小新塔花食药用新用途奠定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1.1  实验动物 

132只8周龄昆明种小鼠，雌雄各半，体重18~22 g。

动物许可证号SCXK（新）2003-0001，由塔里木大学

动物科学学院动物实验站提供。 

1.1.2  药品与仪器 

小新塔花(Ziziphora tenuior Linn.)，2012 年 7 月采

于新疆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经鉴定。戊巴比

妥钠（美国 Sigma 公司）。酸性磷酸酶（ACP）测定

试剂盒、溶菌酶（LYZ）测定试剂盒、免疫球蛋白 G

（IgG、酶联免疫法）测定试剂盒、考马斯亮兰蛋白

测定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723 型可见

分光光度计（上海光谱仪器有限公司），PowerWave XS

全波长酶标仪（美国 Bio-Tek 宝特），低速台式离心机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精密电子天平（上海精科天

平），电子天平（上海民桥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小新塔花水提物的制备 

称取干燥小新塔花全草（过 40 目筛），加入 10

倍重量的蒸馏水，回流提取 1 h，提取 2 次，过滤，洗

涤滤渣，合并滤液于同一瓶中，将滤液浓缩后，以蒸

馏水定容至 100 mL，即得 2 g/kg 高浓度（含生药 0.1 

g/mL）小新塔花水提物样品溶液。后稀释两次，各稀

释一倍，得1 g/kg中浓度（含生药0.05 g/mL）和0.5 g/kg 

低浓度（含生药 0.025 g/mL）小新塔花水提物样品溶

液，均装入磨口瓶中，放入冰箱冷藏备用。 

1.2.2  小新塔花水提物对小鼠自发活动率的影

响 

将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低浓度小新塔花水

提物组(0.5 g/kg)、中浓度小新塔花水提物组(1 g/kg)、

高浓度小新塔花水提物组(2 g/kg)，共 4 组，每组 12

只。给药前称量小鼠体重并观察小鼠在 5 min 内的走

动次数及举双前肢次数。各组小鼠连续灌胃(0.5 g、1 g

或 2 g/kg·bw)15 d，1 次/d，其中正常对照组给等体积

生理盐水。于末次给药前 8 h 禁食不禁水。准确记录

末次给药后 15、30、45、60 min 时 5 min 内的小鼠走

动次数和举双前肢次数。 

1.2.3  小新塔花水提物对阈下剂量戊巴比妥钠

致小鼠入睡的影响 

分组、灌胃同 1.2.2。末次给药 30 min 后，小鼠腹

腔注射戊巴比妥钠 30 mg/kg（按每 10 g体重注射 0.3%

戊巴比妥钠 0.10 mL。戊巴比妥钠阈下催眠量，即

83.3%小鼠不入睡的戊巴比妥钠最大剂量，由预试验

确定)，观察并记录入睡动物数(注射后 15 min 内小鼠

翻正反射消失达 1 min 以上者记为入睡)，计算各组入

睡率。 

1.2.4  小新塔花水提物对阈剂量戊巴比妥钠致

小鼠入睡时间和睡眠时间的影响 

另取 48 只小鼠，分组、灌胃同 1.2.2。末次给药

30 min 后，小鼠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阈剂量 45 mg/kg

（按每 10 ｇ体重注射 0.3%戊巴比妥钠 0.15 mL），记

录睡眠出现（翻正反射消失）和消失的时间，计算睡

眠潜伏期（睡眠出现时间一记录开始时间），睡眠持续

时间（睡眠消失时间一睡眠出现时间）。 

1.2.5  小新塔花水提物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各组小鼠末次灌胃给药后第 2 d 称量体重（g），

所有小鼠眼眶采血于无抗凝剂的离心管中静置至自然

凝固，3500 r/min 离心 10 min 后分离出血清，迅速测

定血清中酸性磷酸酶（ACP）、溶菌酶（LYZ）活性及

免疫球蛋白（IgG）含量。而后处死小鼠，取脾脏、

胸腺，剔除黏附组织并用滤纸吸干脏器血污后称量，

计算脾脏指数、胸腺指数[mg/g，脾脏或胸腺重量（mg）

/体重（g）]。  

ACP、LYZ 活性及 IgG、蛋白含量的测定均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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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的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2.6  小新塔花水提物急性毒性试验 

另取 36 只小鼠，随机分为 3 组，每组 12 只，禁

食 24 h，分别灌胃给予 30 g/kg·bw、15 g/kg·bw、7.5 

g/kg·bw 小新塔花水提物 1 次，观察给药后小鼠一般

反应及死亡情况，连续观察 15 d。 

1.2.7  数据统计分析 

所有实验结果的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

所有数据分析在 SPSS 13.0 软件上进行。小鼠实验组

间比较采用 t 检验，p<0.05 为统计学差异显著，p<0.01

为统计学差异极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1  小新塔花水提物对小鼠自发活动率的影

响 

小鼠自发活动实验是评价药物对中枢神经系统

兴奋状态的一项重要指标，大脑皮层兴奋性与小鼠自

发活动次数成正相关[11]。本实验以生理盐水为对照，

用不同剂量的小新塔花水提物作用于小鼠，观察其对

小鼠走动次数和举双前肢次数的影响。 

表 1 小新塔花水提物对小鼠走动次数的影响（ x ±s）（次） 

Table 1 Effects of aqueous extract of Ziziphora tenuior on the number of spontaneous motions in mice 

组别 剂量/(g/kg) 给药前 
末次给药 

15 min 30 min 45 min 60 min 

对照组 - 11.00±1.58 10.20±1.92 10.00±1.22 11.00±2.55 11.70±2.77 

低剂量组 0.5 11.50±2.69 7.50±1.12 8.25±1.92 7.75±0.83 9.25±1.79 

中剂量组 1 11.25±2.86 7.00±0.71* 6.75±1.92* 6.25±0.83* 6.75±1.48* 

高剂量组 2 10.50±1.80 5.00±0.71** 4.25±1.92** 4.75±0.83** 5.25±1.09**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1, * p<0.05。表2-6同。 

表 2 小新塔花水提物对小鼠举双前肢次数影响（ x ±s）（次） 

Table 2 Effects of aqueous extract of Ziziphora tenuior on the numbers of double forelimb lifting in mice 

组别 剂量/(g/kg) 给药前 
末次给药 

15 min 30 min 45 min 60 min 

对照组 - 10.75±1.64 11.5±1.80 10.25±1.92 10.00±1.87 11.50±1.83 

低剂量组 0.5 11.05±1.22 10.00±1.58 7.25±1.48 8.25±2.77 8.00±2.74 

中剂量组 1 11.25±1.92 7.00±1.24* 5.00±2.74* 5.50±1.80* 5.75±2.38* 

高剂量组 2 10.50±1.12 5.50±1.5** 3.75±0.83** 3.50±0.87** 4.75±2.17** 

由表1~2可知，与对照组相比，小新塔花水提物

对小鼠的走动次数及举双前肢次数的影响表现为：中

剂量组差异显著（p<0.05），高剂量组差异极显著

（p<0.01），自发活动抑制率随剂量递增而增强。表明

小新塔花水提物能显著抑制小鼠的自发活动，对小鼠

有明显的镇静作用。 

2.2  小新塔花水提物对阈下剂量戊巴比妥钠

致小鼠入睡率的影响 

戊巴比妥钠是典型的中枢抑制药，其作用机制是

阻断脑干网状结构上行激活系统的多突触传递，加强

对中枢神经抑制过程，延长睡眠时间。大多数镇静催

眠药物的药理实验方法都是建立在协同阈下剂量或阈

剂量巴比妥类药物所致小鼠入睡数、延长其睡眠时间

上[1]。 

 

表 3 小新塔花水提物对阈下剂量戊巴比妥钠致小鼠入睡的影

响（ x ±s） 

Table 3 Effects of aqueous extract of Ziziphora tenuior on the 

subthreshold dose of pentobarbital sodium-induced sleep in 

mice 

组别 剂量/(g/kg) 鼠数/只 入睡鼠数/只 入睡率/% 

对照组 - 12 2 16.70 

低剂量组 0.5 12 6 50.00 

中剂量组 1 12 9 75.00* 

高剂量组 2 12 10 83.30** 

从表3可见，与对照组相比，小新塔花水提物中、

高剂量组对阈下剂量戊巴比妥钠致小鼠入睡率有明显

增强作用（p<0.05或0.01），且呈现明显的剂量依赖效

应。表明小新塔花水提物对小鼠有明显的镇静催眠作

用。Sorra等[1]研究发现地西泮组小鼠苏醒后，其自主

活动恢复到正常状态所需时间较长，且小鼠易出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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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入睡现象，而本试验过程中发现小新塔花水提物致

小鼠入睡后能使其持续睡眠且自主活动恢复较快，说

明与地西泮相比小新塔花水提物副作用更小。 

2.3  小新塔花水提物对阈剂量戊巴比妥钠致

小鼠睡眠潜伏时间、持续时间作用的影响 

表 4 小新塔花水提物对阈剂量戊巴比妥钠致小鼠睡眠潜伏时

间、持续时间的影响（ x ±s）（min） 

Table 4 Effects of aqueous extract of Ziziphora tenuior on 

threshold dose of pentobarbital sodium-induced hypnosis time 

and duration in mice 

组别 剂量/(g/kg) 睡眠潜伏期 睡眠持续时间 

对照组 - 11.15±3.81 37.18±15.43 

低剂量组 0.5 9.42±1.59 38.87±19.76 

中剂量组 1 6.78±1.29** 47.67±23.10* 

高剂量组 2 5.91±0.13** 56.57±12.95** 

结果见表 4，与对照组相比，3 个剂量组的睡眠潜

伏期均缩短，睡眠持续时间均延长。其中小新塔花水

提物中、高剂量组对小鼠入睡时间有极显著的缩短作

用（p<0.01），对小鼠睡眠持续时间有明显延长作用

（p<0.05 或 0.01），并呈现一定的剂量依赖效应。与

Sorra 等[1]和 Nan Du 等[11]研究结果相比，小新塔花水

提物中、高剂量组与 Sorra 等[1]地西泮组、新苯二氮卓

五环衍生物 PBDTs15 组对小鼠入睡时间的影响结果

比较符合，且与 Sorra 等[1]新苯二氮卓五环衍生物

PBDTs14 组、PBDTs16 组和 Nan Du 等[11]粉防己碱组

对小鼠睡眠持续时间的影响结果比较一致。充分说明

小新塔花水提物对小鼠具有与地西泮、新苯二氮卓五

环衍生物等镇静催眠类西药和粉防己碱中药相类似的

催眠作用。 

2.4  小新塔花水提物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胸腺和脾脏是动物体内主要的免疫器官，在免疫

中发挥重要作用，与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均有密切关

系，胸腺和脾脏指数能较客观的反映机体整体免疫功

能状态[12]。酸性磷酸酶（ACP）是在酸性环境中能水

解磷酸酯的一种溶酶体酶，主要存在于机体内巨噬细

胞、红细胞中，ACP 活性的增强是代表巨噬细胞激活

的一个主要标志。溶菌酶（LYZ）是巨噬细胞杀菌的

物质基础，是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反应的重要指标，可

通过水解细菌细胞壁的肽聚糖，破坏和消除侵入体内

的异物，从而担负起机体免疫防御的功能[13]。免疫球

蛋白 G（IgG）是血清主要的抗体成分，是机体含量

最高的免疫球蛋白，主要在机体免疫中起保护作用。 

结果见表5，与对照组相比，3个剂量组的胸腺指

数、脾脏指数、血清ACP、LYZ活性及IgG含量均有所

增加。其中中剂量组小鼠血清LYZ活性、IgG含量和高

剂量组脾脏指数、血清ACP、LYZ活性及IgG含量均极

显著增加（p<0.01），低剂量组血清ACP活性、IgG含

量和中剂量组脾脏指数、血清ACP活性及高剂量组胸

腺指数均显著增加（p<0.05），低剂量组胸腺指数、

脾脏指数、血清LYZ活性和中剂量组胸腺指数虽高于

对照组，但差异均不显著（p>0.05）。研究结果表明，

小新塔花水提物能明显增强小鼠的免疫功能。这与沙

爱龙等[12]研究昆仑雪菊黄酮对小鼠胸腺指数、脾脏指

数的影响结果相一致。已有研究表明，能起到免疫增

强作用的成分一般有多糖、生物碱、苷类、挥发油等
[14]，本研究得知小新塔花水提物具有明显的免疫增强

作用，很可能是因为小新塔花含有这些免疫有效成分，

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表 5 小新塔花水提物对小鼠胸腺指数、脾脏指数、血清 ACP、LYZ活性及 IgG含量的影响（ x ±s） 

Table 5 Effects of aqueous extract of Ziziphora tenuior on thymus index, spleen index, ACP and LYZ activities, and IgG content in the 

sera of mice 

组别 
剂量 

/(g/kg) 

胸腺指数 

/(mg/g) 

脾脏指数 

/(mg/g) 

ACP 

/(u/100mL) 

LYZ 

/(μg/mL) 

IgG 

（μg/mL） 

对照组 - 1.56±0.34 4.47±0.50 4.77.±0.05 6.73±0.28 0.14±0.03 

低剂量组 0.5 1.60±0.33 4.72±0.61 5.34±0.41* 7.43±0.93 0.19±0.03* 

中剂量组 1 1.79±0.27 5.71±0.68* 5.89±0.34* 8.25±0.72** 0.27±0.02** 

高剂量组 2 2.51±0.41* 5.93±0.43** 6.62±0.67** 10.12±0.13** 0.33±0.03** 

2.5  小新塔花水提物急性毒性的实验结果 

连续观察 15 d，3 组小鼠每次灌胃给药后均出现

蜷卧少动现象，2 h 后恢复正常，这说明小新塔花水提

物对小鼠具有中枢抑制作用。小鼠进食、大小便、毛

发均正常，未见死亡和毒性反应，小新塔花水提物灌

胃给药的 LD50未能测出。体重增长情况见表 6，可知

15 d 内小鼠体重增长良好。称量体重后，颈椎脱臼处

死小鼠，进行大体解剖，观察主要脏器包括心、肝、

脾、肺、肾、胃、睾丸、子宫等，肉眼未见明显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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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说明，小新塔花水提物毒性小，安全范围大，临

床用药是安全的。 

表 6 小新塔花水提物对小鼠体重的影响（ x ±s） 

Table 6 Effects of aqueous extract of Ziziphora tenuior on 

weight gain in mice 

组别 
剂量 

/(g/kg) 

给药前 

/g 

给药 15 d 

后/g 

增长率 

/% 

低剂量组 7.5 19.83±1.26 23.85±1.89 20.27 

中剂量组 15 20.22±0. 95 25.11±1.68 24.18 

高剂量组 30 20.14±1.39 25.76±2.01 27.90 

3  结论 

3.1  小新塔花水提物对小鼠镇静催眠作用的

影响 

实验研究表明，与正常对照组比较，中、高剂量

小新塔花水提物对小鼠的走动次数及举双前肢次数的

抑制分别为显著（p<0.05）和极显著（p<0.01），且自

发活动抑制率随剂量递增而增强；中、高剂量小新塔

花水提物与阈下剂量戊巴比妥钠合用可明显提高小鼠

入睡率（p<0.05或0.01）；中、高剂量小新塔花水提

物与阈剂量戊巴比妥钠合用可分别极显著缩短小鼠睡

眠潜伏期（p<0.01）和延长睡眠持续时间（p<0.05或

0.01）。从而认为小新塔花水提物有明显的镇静催眠

作用，并呈现一定的剂量依赖效应。 

3.2  小新塔花水提物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实验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小新塔花水

提物 3 个剂量组的小鼠胸腺指数、脾脏指数、血清

ACP、LYZ 活性及 IgG 含量均有所增加。其中中剂量

组小鼠血清LYZ活性、IgG含量和高剂量组脾脏指数、

血清 ACP、LYZ 活性及 IgG 含量均极显著增加

（p<0.01），低剂量组血清 ACP 活性、IgG 含量和中

剂量组脾脏指数、血清 ACP 活性及高剂量组胸腺指数

均显著增加（p<0.05），低剂量组胸腺指数、脾脏指

数、血清 LYZ 活性和中剂量组胸腺指数虽高于对照

组，但差异均不显著（p>0.05）。研究结果表明，小新

塔花水提物能明显增强小鼠的免疫功能，其毒性小，

安全范围大，临床用药安全。 

结果提示，小新塔花水提物具有明显的镇静催眠、

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经常饮用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其镇静催眠作用、免疫增强作用物质基础及机制尚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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