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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醒酒饮品的醒酒及护肝作用 
 

杨静，唐灿，晏飞利，尹莉君，丁超，韩晓菲，杨仕卓 

（西南医科大学药学院，四川泸州 646000） 

摘要：比较不同剂量栀子醒酒饮品对醉酒小鼠爬杆和转轮能力，肝肾病理切片，以及血液中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

肝脏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细胞色素 P4502E1 (CYP2E1)含量的影响，以考察饮品对醉酒小鼠的醒酒及酒精性肝脏损伤小鼠的护

肝作用。转轮结果显示，低、高剂量组掉落次数显著减少、第一次掉落时间增加(p<0.05)；爬杆结果显示，低、高剂量组爬杆等级显

著降低、爬杆时间增加(p <0.05)。给药组能减少醉酒小鼠肝细胞脂肪性变，减轻肝脏细胞肿胀，缓解炎细胞浸润，减少小鼠肾小管水

样性变；与模型组比较，低、中剂量组血液中 AST 值分别降低了 33.13%、29.54%、ALT 值分别减少了 39.41%、38.91%，高剂量组

肝内 SOD 含量增加了 30.34%，给药组对 CYP2E1 影响较小，上述结果说明该醒酒饮品对醉酒小鼠的有一定的醒酒作用，并对小鼠的

酒精性肝脏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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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sobering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doses of sobering drinks and the protection of alcohol-induced liver 

injury on temulentia mice, the abilities of rods and runners, biochemical and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s of blood, liver and kidney were 

compared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drops and level of climbing in low and high dose groups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model group 

(p<0.05), and the first drop time and climbing time were longer than those (p<0.05).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the vacuolar degeneration 

was reduced, the cell swelling and inflammation were lessened, and the renal tubular water degeneration of kidney was decreased in the 

drug-administered group. And the values of AST were diseased by 33.13% and 29.54%, as well as the values of ALT were reduced by 39.41% 

and 38.91% in low and middle dose groups. The content of SOD was increased by 30.34% in high dose group, and the administered groups had 

less influence on CYP2E1.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sobering drink has a certain sobering effect on temulentia mice, and has certain 

protective effects on alcohol-induced liver injury in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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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和酒文化在我国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酒不仅

仅在人们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在医药方面也有

广泛的用途和药用价值[1]。但长期过量饮酒会增加消

化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和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2]。

饮酒不仅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对其行为也有一定的

影响作用，饮酒过量会对神经系统造成极大损害，影

响睡眠，降低记忆力，还会造成口齿不清，视线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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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履不稳，且饮酒会影响注意力、意识清醒度，肢体

肌力及操作能力，增加交通事故概率[3~5]。所以过量饮

酒的危害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为饮酒人

群的身心健康，提高饮酒人群的健康水平，有必要对

有解酒醒酒效果的药物进行研究。 
栀子来源于茜草科(Rubiaceae)植物栀子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的干燥成熟果实。有泻火除烦、清热

利湿、凉血解毒的功效，焦栀子可以凉血止血。用于

热病心烦、湿热黄疸、血淋涩痛、血热吐衄、目赤肿

痛、火毒疮痈。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栀子药理作用广

泛，具有抗炎、抗氧化、抗糖尿病、抗内毒素作用，

能保肝利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等[6]。近来有相关文

献报道栀子苷能预防小鼠急性乙醇中毒所致的空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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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记忆障碍，并能预防其肝脏损伤[7,8]，栀子油对急

性酒精中毒小鼠肝损伤具有保护作用[9]，如含栀子处

方栀子大黄汤、茵陈蒿汤等均对酒精性肝损伤有治疗

作用[10,11]，但未见对单味药材栀子醒酒解酒成品研究

报道。本实验研究就以栀子为原材制作研制了一种醒

酒饮品，对其醒酒和护肝作用进行研究。若通过实验

研究证明栀子醒酒饮品达到预期效果，可为该饮品的

醒酒作用提供实验依据，为保护饮酒者的健康提供一

种新的选择。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材料与试剂 
生理盐水，四川科伦药液股份有限公司

(B18021206)；SOD 试剂盒，上海桥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MU30412)；CYP2E1 试剂盒，上海桥杜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MU20268)；悦怡口服液，天津凯镛药液

有限公司(117003)。 
1.1.2  主要仪器与设备 

多功能酶标仪（Spectra Max M3），美国 Molecular 
Devices 公司；EYELA 旋转蒸发仪(N-1300)，上海爱

朗仪器有限公司；超声波清洗器(SG3200HDT)，上海

冠特超声仪器有限公司；电子天平(FA2204N)，上海

青海仪器有限公司；冰箱（BCD-560WDH），澳柯玛

股份有限公司；微量移液器（100、200、1000 μL），
德国 eppendorf；艾柯超醇水机(Exceed-Cb-1o)，上海

乔跃电子有限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药物制备 
取干燥成熟栀子粗粉，按料液比（1:10）加水，

超声提取三次，合并提取液，滤过，浓缩至原液二分

之一，按液醇比（1:3），加入乙醇，静置沉淀，取上

清液，回收乙醇，浓缩得到栀子饮品，最后加入适量

的柠檬酸，菊糖等辅料。上述栀子醒酒饮品，将其浓

缩，得到低剂量（0.592 g/mL）、中剂量（0.888 g/mL）、
高剂量(1.776 g/mL)饮品。 
1.2.2  动物分组 

昆明小鼠，雄性，60 只，体重 18~22 g，由西南

医科大学实验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生产许可证

SCXK(川)2018-17)，将其喂养在室温 25 ℃左右的环

境中，每天自然光照时间，自由饮水和饮食，适应性

喂养一周，随机分成 6 个组，分为阴性组、模型组、

阳性组、低剂量组、中剂量组、高剂量组。 

1.2.3  行为学实验 
1.2.3.1  转轮实验  

直径 5 cm 的转轮每分钟 12 转，实验前训练小鼠

适应转轮 3 min 不掉落。实验前一天禁食不禁水 12 h，
先给予模型组和阴性组动物 0.0115 mL/g 蒸馏水，阳

性组给予相同剂量悦怡口服液，其他组给予 0.0115 
mL/g 相应药物，半个小时后给予除阴性组外其他组动

物 0.1 mL/10 g 52 度高粱酒，阴性组给予相同 0.1 
mL/10 g 的蒸馏水。记录小鼠在给酒后 30 min，60 min，
90 min，120 min 在 3 min 内第一次掉落时间及掉落次

数。 
1.2.3.2  爬杆实验 

准备直径 1 cm 的金属杆，长 1 m，在金属杆中部

画一条起始线，将小鼠放置于起始线位置，头朝下向

底部滑落。实验前先培训小鼠爬杆，使之能后腿抱杆，

缓慢向下爬行为止。给药方式如上，分别在给酒后 30 
min，60 min，90 min，120 min 记录小鼠从爬杆上到

底部时间及观察其爬杆能力。能力等级分数见表 1。 
表1 小鼠爬杆能力实验等级评分 

Table 1 Experimental grade score of climbing ability of the 

mice 

级别 描述 

0 级 一步一步向下爬 

0.5 级 一步一步爬行与滑行兼有 

1 级 向下滑行 

1.5 级 滑行一段时间后，不能握杆摔落 

2 级 不能握杆 

2.5 级 翻正反应未消失但后肢体无法动弹 

3 级 翻正反应消失 

1.2.4  肝、肾病理组织学观察及生物指标检测 
除阴性组外，每天按剂量 0.08 mL/g 给予其他组

动物 52 度高粱酒，阴性组给予 0.08 mL/g 的蒸馏水；

半小时后，给予模型组和阴性组动物 0.0115 mL/g 的

生理盐水，其他组给予 0.0115 mL/g 相应药物，阳性

组给予相同剂量悦怡口服液，喂养两周。实验前最后

一天禁食不禁水 12 h，先给予模型组和阴性组 0.0115 
mL/g 动物的蒸馏水，其他组给予 0.0115 mL/g 相应药

物，半个小时后给予除阴性组外其他组动物 0.1 mL/10 
g 小鼠的 52 度高粱酒，阴性组给予相同 0.1 mL/10 g
的蒸馏水。给酒半小时后摘眼球取血，放入含 EDTA
的抽血管内，摇匀，3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上清

液血清，用生化测定仪测定血液中 ALT、AST 含量。

取血后脱颈椎处死，取出肝脏、肾脏，并用预冷生理

盐水洗净血液，后用滤纸吸干水分，称重，取肝脏左

叶及肾脏浸泡于10%的甲醛固定液中，制作病理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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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肝脏右叶 0.1 g 左右放入匀浆器内，预冷生理盐水，

研磨，使组织匀浆化，制成 10%的肝脏匀浆，3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按试剂盒说明测定 SOD 和

CYP2E1。 
1.2.5  数据统计分析 

实验数据均用⎯X±S 表示，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

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不齐的数据进行变量变

换后，再进行 F 检验分析，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与讨论 

2.1  给酒量分析 

本实验对小鼠给酒量进行探索，发现在给予正常

小鼠 0.1 mL/10 g 的酒量，小鼠多出现爬行不稳，几乎

无翻正反应消失的现象，而给酒量大于 0.01 mL/g 时，

翻正反应消失小鼠数量逐渐增加，而给酒量小于 0.1 
mL/10 g 时，小鼠多出现兴奋，相对出现爬行不稳的

现象减少，介于本实验的行为学实验，并不适合翻正

反应消失的小鼠，本行为学实验多为运动型的研究，

所以选择0.1 mL/10 g给酒量。但长达两周的0.1 mL/10 
g 剂量给予小鼠，会有小鼠死亡的现象，所以取血和

肝、肾脏前给酒量为 0.08 mL/10 g。在测定小鼠行为

学时，给酒量 0.1 mL/10 g。 

2.2  行为学结果 

2.2.1  转轮实验结果 
本实验参照李超[12]等踏转轮实验进行设计的，实

验主要用于测量小鼠机体协调能力，醉酒小鼠机体协

调能力变差，以至于跟不上转轮节奏，会出现第一次

掉落时间较短，掉落次数增多。从转轮实验结果中显

示模型组比阴性组掉落时间短，掉落次数也明显较阴

性组多(p<0.05)，说明小鼠机体协调能力变差，模型制

造成功。低剂量组给酒后两小时内掉落次数分别降低

了 52.17%(p<0.01)、25.44%、19.70%、20.00%，高剂

量组掉落次数分别降低了 73.37%(p<0.01)、77.19% 
(p<0.01)、72.73%(p<0.05)、87.69%(p<0.01)；低剂量

组给酒后两小时内第一次掉落时间分别增加了

636.67%(p<0.01)、32.65%、67.98%、112.80%，高剂

量组掉落时间分别增加了 328.29%(p<0.05) 、
99.90%(p<0.05)、104.07%(p<0.05)、271.62%(p<0.01)，
而中剂量组与模型组掉落次数和时间差异不大

(p>0.05)，说明给药组降低掉落次数和增加第一次掉落

时间与给药剂量不成依赖性变化，且高剂量效果最佳，

从给药组能减少小鼠转轮掉落次和增加第一次掉落时

间，能够推断出给药组能提高醉酒小鼠的机体协调能

力。 

表2 小鼠转轮掉落次数 

Table 2 The drop times of the runner experiment 

时间 30 min 60 min 90 min 120 min 

阴性组 2.70±2.02 0.90±1.91 0.90±1.52 1.00±0.94 

模型组 18.40±11.23b 11.40±9.62b 6.60±6.43b 6.50±3.31b 

阳性组 6.70±3.77c 3.90±4.72c 3.70±3.86 0.80±0.63d 

醒酒饮品低剂量组 8.80±7.36d 8.50±6.42 5.30±5.40 5.20±4.89 

醒酒饮品中剂量组 14.50±7.18 14.30±11.69 11.60±8.40 10.40±9.32 

醒酒饮品高剂量组 4.90±3.51d 2.60±2.55d 1.80±2.39c 0.80±1.03d 

注：与阴性组比较，a：p<0.05；b：p<0.01；与模型组比较，c：p<0.05；d：p<0.01。下表同。 

表3 小鼠转轮第一次掉落时间 

Table 3 The first drop time of the runner experiment 
时间 30 min/s 60 min/s 90 min/s 120 min/s 
阴性组 61.44±61.86 139.81±66.11 121.12±68.82 99.37±60.45 

模型组 9.19±13.84b 52.55±69.55b 57.19±67.45b 39.60±26.41a 

阳性组 49.98±37.37d 64.38±81.20 77.14±76.77 131.29±54.19d 

醒酒饮品低剂量组 67.70±79.42d 69.71±73.53 96.07±72.80 84.27±67.20 

醒酒饮品中剂量组 12.77±21.50 29.68±74.05 45.47±77.58 68.20±94.26 

醒酒饮品高剂量组 39.36±53.82c 105.05±67.47c 116.71±59.61c 147.16±51.3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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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小鼠爬杆能力实验等级评分 

Table 4 Experimental grade score of climbing ability of the mice 

时间 30 min 60 min 90 min 120 min 

阴性组 0.10±0.21 0.05±0.15 0.00±0.00 0.00±0.00 

模型组 1.45±0.64b 1.30±0.59b 1.15±0.47b 0.50±0.58b 

阳性组 0.75±0.26d 0.95±0.37 0.45±0.37d 0.20±0.26 

醒酒饮品低剂量组 0.75±0.64d 0.50±0.53d 0.45±0.44d 0.25±0.35 

醒酒饮品中剂量组 1.00±0.41 1.05±0.44 0.80±0.59 0.40±0.32 

醒酒饮品高剂量组 0.70±0.35d 0.60±0.32d 0.40±0.21d 0.25±0.26 

表5 小鼠爬杆时间 

Table 5 The climbing time 

时间 30 min/s 60 min/s 90 min/s 120 min/s 

阴性组 8.12±1.38 9.38±1.46 8.83±1.84 9.35±1.07 

模型组 1.21±1.78b 1.72±1.94b 2.30±1.60b 3.94±2.11b 

阳性组 3.12±1.36 2.60±0.70 3.68±1.14 3.58±0.88 

醒酒饮品低剂量组 5.13±2.72d 3.98±1.42d 4.54±2.75 4.71±2.91 

醒酒饮品中剂量组 2.32±1.54 1.87±0.74 3.22±2.74 4.06±1.42 

醒酒饮品高剂量组 3.51±2.67d 4.15±2.12d 4.18±1.76c 5.81±3.00 

2.2.2  爬杆实验结果 
本次爬杆实验参考张凤杰等[13]的爬杆实验方法，

以研究小鼠的肢体肌力及协调能力，醉酒小鼠的机体

肌力及协调能力变差，爬杆时抓杆的能力减弱，以至

于划杆下落，其爬杆时间明显减少，爬杆等级明显增

加。爬杆实验结果得到模型组小鼠在给酒后爬杆等级

评分及爬杆时间结果均较阴性组差(p<0.05)，能说明该

实验模型制作成功。从爬杆等级评分结果中可知阳性

组，低剂量组、中剂量和高剂量组爬杆等级均值均较

模型组低、爬杆时间较模型组长，其中低剂量组等级

分别降低了 48.28%(p<0.01)、61.54%(p<0.01)、60.87%、

50.00%，高剂量组等级分别降低了 107.14%(p<0.01)、
116.67%(p<0.01)、187.5%(p<0.05)、100.00%；低剂量

组爬杆时间分别增加了 323.97%(p<0.01)、131.40% 
(p<0.01)、97.39%、19.54%，高剂量组爬杆时间分别

增加了 190.08%(p<0.01)、141.28%(p<0.01)、81.74% 
(p<0.05)、47.46%，而中剂量组爬杆等级较模型组高、

爬杆时间较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同样高剂量

结果最佳，综合小鼠爬杆等级评分结果和小鼠爬杆时

间两个结果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结果均较模型组结果

好，认为能够提高醉酒小鼠的肢体肌力及协调能力。 

2.3  肝、肾病理和相关实验结果 

2.3.1  肝、肾病理切片结果 
肝、肾病理切片图结果：图 1a 为阴性组小鼠肝脏

病理切片图，其小鼠肝脏细胞基本正常，肝小叶结构

存在，图 2a 是阴性组小鼠肾脏病理切片图，其肾脏肾

小管基本正常；图 1b 为模型组小鼠肝脏病理切片图，

其肝脏细胞肿胀，肝细胞见大量大泡性脂肪变性，中

央静脉扩张，炎细胞浸润和点状坏死，图 2b 模型组肾

脏病理切片图，其肾脏部分肾小管水变性；图 1c 为阳

性组小鼠肝脏病理切片图，其肝脏细胞肿胀，静脉血

管扩张，无空泡性脂肪变性，图 2c 阳性组肾脏病理切

片图，其肾脏部分肾小管变性；图 1d~f 为醒酒饮品各

剂量组小鼠肝脏病理切片图，低剂量组肝脏细胞空泡

性变性较少，中、高剂量组几乎无细胞空泡性变性，

细胞肿胀和炎症反应较轻，图 1e、1f、2d 是给醒酒饮

品组肾脏病理切片图，肾小管基本正常。现研究发现

栀子苷和栀子油可使急性酒精中毒小鼠细胞肿胀减

退、肝细胞再生、其组织结构趋于完整，从而改善其

病理状况[7,9]，而本栀子醒酒饮品能使长期饮酒小鼠肝

细胞脂肪性变减少，肝脏细胞肿胀减轻，炎细胞浸润

缓解，小鼠肾小管的水样性变减少，效果更显著，说

明该醒酒饮品对醉酒小鼠肝脏和肾脏具有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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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小鼠肝脏病理切片图 

Fig.1 The pathological section of liver 

注：a：阴性组；b：模型组；c：阳性组；d：低剂量组；

e：中剂量组；f：高剂量组。 

  

  
图2 小鼠肾脏病理切片图 

Fig.2 The pathological section of kidney 

注：a：阴性组；b：模型组；c：阳性组；d：给药组。 

2.3.2  肝脏保护相关指标结果 
血清中 ALT 及 AST 升高常被认为是肝损伤的生

物性标志，脂肪肝及饮酒能引起 ALT 升高，肝细胞损

害程度也与血清中的 AST 成正比[14]。CYP2E1 作为体

内乙醇代谢途径之一[15]，乙醇经过 CYP2E1 代谢产生

大量的活性氧基团，这些基团能够氧化大分子物质，

从而直接引起肝细胞蛋白和脂质等氧化和再氧化损害
[16,17]，并且Meng X等人[18]发现栀子苷能抑制CYP2E1
的表达。SOD 是一种自由基清除剂，对自由基的产生

和清除平衡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而防止细胞损伤[14]。

所以选择上述指标，能间接说明该饮品对饮酒小鼠肝

脏的保护作用。从表 6 结果可知：模型组 ALT、AST
值较阴性组分别增高了 33.08%、32.64%(p<0.05 或

p<0.01)，SOD 值降低了 27.45%(p<0.05)，说明模型制

造成功；用药组 ALT、AST 值均较模型组低，其中低

剂量组 ALT 值、AST 值分别降低了 39.41%、33.13% 
(p<0.05 或 p<0.01)，中剂量组 ALT 值、AST 值分别减

少了 38.91%、29.54%(p<0.05 或 p<0.01)，而高剂量组

ALT、AST 值虽较模型组低(p>0.05)，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ALT、AST 作为肝脏损伤的生物标志，能间接

说明给药组饮酒小鼠肝脏损害程度较低；高剂量组能

显著增加体内 SOD 值，其值增加了 30.34%(p<0.05)，
从而保护肝脏细胞，减少其损伤，进一步说明饮酒饮

品对小鼠肝脏保护作用；从 CYP2E1 值结果中可以看

出阳性组 CYP2E1 含量较阴性组和模型组显著增加，

增加了 30.14%(p<0.05)，虽然其为乙醇代谢途径之一，

但对机体却有伤害，而醒酒饮品组并未使 CYP2E1 值

增加(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间接说明了该饮品

对小鼠伤害较低。现研究发现京尼平苷降低急性酒精

中毒小鼠血清中 AST 及 ALT 的含量[7]，而栀子油能

增加急性酒精中毒小鼠肝脏中 SOD 活性[9]，而该饮品

能降低血清中 AST 及 ALT 的含量、增加 SOD 值，可

能与栀子中京尼平苷和栀子油中有效成分相关。 

表6 醒酒饮品对醉酒小鼠肝脏保护作用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protecting liver of temulentia mice after drinking alcohol 
指标 ALT/(U/L) AST/(U/L) SOD/(U/mg) CYP/(ng/mg) 

阴性组 47.32±11.68 125.75±22.78 12.35±4.42 0.073±0.025 

模型组 70.71±51.36a 186.68±41.70b 9.69±1.74a 0.074±0.024 

阳性组 55.30±16.26 152.44±23.64c 9.54±2.52 0.095±0.020c 

醒酒饮品低剂量组 42.84±10.48c 124.83±16.19d 9.75±2.98 0.073±0.027 

醒酒饮品中剂量组 43.20±9.90c 131.53±32.30d 9.45±1.96 0.075±0.026 

醒酒饮品高剂量组 63.56±17.74 162.16±44.76 12.63±3.09c 0.080±0.023 

3  结论 

3.1  从上述结果中可知该醒酒饮品能降低醉酒小鼠

爬杆等级评分、转轮掉落次数，增加爬杆时间和转轮

第一次掉落时间，说明其饮品能提高小鼠机体肌力和

机体协调能力，从而推测其醒酒饮品有醒酒作用；给

药组能降低血液中 ALT、AST 含量；增加 SOD 值；

减轻醉酒小鼠肝细胞脂肪性变，减轻肝脏细胞肿胀，

缓解炎细胞浸润，减少小鼠肾小管的水样性变，均能

推测出该醒酒饮品对醉酒小鼠的肝脏有一定的保护作

用。综上说明该饮品对醉酒小鼠有醒酒作用，且对小

鼠的酒精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 
3.2  栀子作为药食两用的果实，虽然其具有保肝利胆

的作用，但近年来有文献报道栀子中栀子苷有肝肾毒

性[19,20]，但本实验肾脏病理切片中显示，模型组及阳

性组均出现肾小管水样变性，其中模型组肝脏出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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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大泡性脂肪变性，而醒酒饮品随着剂量增加有缓

解肝肾脏病变情况，本实验还未对其毒性进行研究，

所以后期会对该饮品的肝肾毒性研究进行进一步探

索，对其有肝肾毒性最大用药量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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