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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探讨了复方蜂胶提取物对免疫低下模型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利用氢化可的松（HY）构建小鼠免疫低下模型，设

置阴性对照组、模型组、蜂胶提取物组（0.125 g/kg）、3 个复方剂量组（0.125、0.50、1.25 g/kg），对小鼠连续灌胃 30 d，检测各种免

疫功能等指标，探究复方蜂胶提取物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实验发现单一蜂胶提取物组和各剂量的复方蜂胶提取物均可以抵制 HY

对小鼠脾脏、胸腺的损伤，将脏器指数分别从 2.80 恢复到 3.89、3.81、3.92 和 4.11（p<0.01）；各实验组均可显著改善 HY 导致的小

鼠外周血白细胞（PBWC）和淋巴细胞（PBL）水平降低（p<0.05），其中高剂量组可将 PBWC 和 PBL 水平从 3.62×109/L 和 2.83×109/L

升高到 5.35×109/L 和 4.96×109/L（p<0.01）；中、高剂量组可提高免疫低下小鼠的碳廓清吞噬指数，将其从 4.16 提高到 5.29 和 5.16

（p<0.01），低剂量组和单一蜂胶提取物组效果不明显；中剂量组可提高免疫低下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荧光微球的吞噬百分率，将

其从 18.70%提高到 28.60%（p<0.01）；中、高剂量组可显著提高抗体生成细胞数（p<0.05）；从而表明复方蜂胶提取物具有增强免疫

低下小鼠免疫力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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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propolis extract mixtures on the immune function of immunocompromised mice models constructed 

using hydrocortisone (HY),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on six groups of mice models, namely, the negative control, model, propolis 

extract-treated (at a dose of 0.125 g/kg), and three propolis extract mixture-treated groups (at doses of 0.125 g/kg, 0.50 g/kg, and 1.25 g/kg, 

respectively). Oral administrations were continued for 30 days, and the immune indexes of the mice from the different groups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olis extract alone and the extract mixtures at different doses can resist HY damage to the spleen and thymus of mice, 

restoring the organ index from 2.80 to 3.89, 3.81, 3.92, and 4.11, respectively (p<0.01). For mice from all the treatment groups, the decrease in 

the peripheral white blood cell (PBWC) and lymphocyte (PBL) counts induced by HY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 More specifically, 

for the high-dose group, the PBWC and PBL counts in the immunosuppressed mice increased from 3.62×109/L and 2.83×109/L to 5.35×109/L 

and 4.96×109/L, respectively (p<0.01). The carbon clearance indexes of the immunocompromised mice in the medium- and high-dose groups 

increased from 4.16 to 5.29 and 5.16, respectively (p<0.01); however, the effects on the low-dose group and the group treated with propolis 

extract were not as noticeable. The phagocytosis percentage of fluorescent microspheres by peritoneal macrophages in the medium-dose group 

increased from 18.70% to 28.60% (p<0.01). Furthermore, for the medium- and high-dose groups, the numbers of antibody-producing cells 

increased (p<0.05).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polis extract mixtures can enhance the immunity of immunocompromised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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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胶是工蜂从树干上或植物嫩芽上采集的树脂或

其他分泌物，通过与自己上颚腺分泌的一类物质混合

形成的胶状固体物质[1]，是我国的古典名药，在民间

具有很长的食用历史。蜂胶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如

抗氧化、抗菌、抗炎、抗溃疡、抗癌和免疫调节性质

等，而这些特性与其类黄酮、酚酸和萜类化合物有关，

其中主要取决于其类黄酮含量[2-6]。此外，蜂胶还可能

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有关，施子棣等[7]发现蜂胶水煎

液可以促进小白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薛云浩

等[8]发现蜂胶软胶囊可提高小鼠的免疫功能，进而增

强机体免疫力。 
陈丽芳等[9]发现灵芝孢子粉蜂胶复合物可增强小

鼠免疫功能，提示了蜂胶复合物可能有较好的增强免

疫力的功能。已有报道黄芪多糖[10]、黄芪水煎剂[11]、

黄精粗多糖[12]和枸杞发酵液[13]均具有增加小鼠的免

疫功能的功效，如对 T 淋巴细胞的功能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和促进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等。此外，

王建东等[14]比较了蜂胶多糖、枸杞多糖和黄芪多糖对

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发现 3 种多糖对小鼠血液中白

细胞、淋巴细胞和红细胞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对小

鼠的胸腺指数和脾脏指数的影响差异不显著。因此蜂

胶提取物搭配传统的补益中药或植物提取物可能具有

比单一蜂胶提取物更为优越的提高免疫力功效。 
氢化可的松（HY）是一种免疫抑制剂，它可以抑

制巨噬细胞吞噬作用，能够损坏淋巴细胞等，因此对

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均有抑制作用[15]。其免疫

抑制机制可能是能够结合免疫细胞上的受体，诱导细

胞内多种抑制因子的转录、翻译，从而抑制机体的免

疫功能[16]。本文在构建氢化可的松致免疫低下小鼠模

型基础上，探究蜂胶、枸杞、黄芪和黄精复方提取物

对小鼠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功能的影响，可为

生产具有提高免疫功能的保健食品提供实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蜂胶为低温冷冻干燥获取冻干粉，来源于西安四

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本实验室乙醇超声提取获得

粗黄酮。枸杞、黄精和黄芪来源于市售，经本实验室

进行水提醇沉获取的粗多糖，复方按蜂胶提取物:枸杞

提取物:黄芪提取物:黄精提取物（m:m:m:m）=3:4:5:5
的比例混合所得干粉，混合干粉中黄酮为 13.35%，植

物粗多糖为 78.63%，其他可溶性物质含有粗蛋白和膳

食纤维。该复方是通过正交 t 值法进行筛选获得的主

要有效成分。 
氢化可的松（HY）、RPMI 1640 培养液、D-hank’s

液、PBS 液、小牛血清、WST-1、青/链霉素、刀豆蛋

白 A（ConA）、荧光试剂均购自碧云天生物科技公司；

冰醋酸、异丙醇、氯化钠等购自国药集团。 
实验小鼠为 SPF 级 BALB/c 雄性小鼠，由北京华

阜康生物科技股份公司提供，生产许可证号SCXK-(京) 
2014-0004。饲料购于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许可证号：SCXK-(沪)2014-0001。动物房环

境条件：屏障系统，温度：22 ℃~25 ℃，相对湿度：

55%~70%。小鼠的采食量为 4 g/d，饮水量 4 mL/d。 

1.2  仪器与设备 

FT-11 超净工作台、HS-799 离心机，无锡瑞江生

物科技公司；二氧化碳培养箱，南京建成生物公司；

M5 酶标仪、流式细胞仪、倒置显微镜，美国 BIOTECK
等；细胞培养板（圆形、U 型）、玻璃皿、75 μm 细胞

筛网、计时器、载玻片等，上海生工。 

1.3  方法 

1.3.1  造模及分组 
设 6 个分组：阴性对照组、模型组、单一蜂胶提

取物组（0.125 g/kg）和三个不同剂量复方组：低剂量

（0.125 g/kg）、中剂量（0.50 g/kg）和高剂量组（1.25 
g/kg）。每只小鼠灌胃 0.2 mL，每天灌胃一次，连续灌

胃 30 d。模型组和剂量组在实验的第 22 d、24 d、26 d、
28 d 和 30 d 进行 40 mg/kg 氢化可的松肌内注射造模

处理。阴性对照组给予等剂量的生理盐水，第 31 d 进

行各指标测试[17]。 
1.3.2  复方蜂胶提取物对小鼠体重、脏器指数

的影响 
饲养结束后称小鼠体重，处死小鼠，取胸腺和脾

脏，去尽筋膜，吸干脏器表面的血污，称其重量，计

算胸腺/体重比值以及脾脏/体重比值。 
1.3.3  外周血白细胞数记数 

将小鼠摘眼球取血，至抗凝管中，震荡以防血凝。

取全血约 1 mL，用全血细胞分析仪对外周血白细胞

（PWBC）和淋巴细胞（PBL）记数[18]。 
1.3.4  ConA 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实验

（WST-1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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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第 31 d 处死动物，无菌取脾，制成单细胞悬

液，细胞浓度为 2×106 cells/mL。取 100 μL 上述细胞

悬液加入到 96 孔板中，模型组和剂量组加入 50 μL 
ConA 液（溶液终浓度为 5 μg/mL），对照组加入等体

积的培养液，置于 5% CO2、37 ℃的培养箱中培养 48 
h。培养结束后每孔加入 10 μL WST-1（5 mg/mL），继

续孵育 2 h。培养结束后，用 M5 酶标仪于 450 nm 波

长下测 OD 值[19]。 

%1001(%/ ×−= ）增值率
对照组

实验组

OD
OD

          
（1） 

1.3.5  小鼠碳廓清实验 
实验第 31 d，以 0.01 g/mL 体重向小鼠尾静脉注

入稀释后的印度墨汁。2 min、10 min 后，各于内眦静

脉丛取血 20 μL，立即加入 0.1%的 2 mL Na2CO3溶液

中。M5 酶标仪于 600 nm 波长下测 OD 值。处死小鼠，

取肝脏和脾脏，除去筋膜和表面血污，称重。按以下

公式计算吞噬指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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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荧光微球实验 
实验第 25 d，每只小鼠腹腔注射 2%的 0.2 mL 绵

羊红细胞（SRBC），使其激活巨噬细胞，4 h 后，脱

颈椎处死小鼠，每只腹腔注射 3 mL D-Hank's 液（含

10%小牛血清），轻揉腹部 1 min，取 2 mL 腹腔洗液，

过滤，调整细胞浓度为 6×105 cells/mL。使用 6 孔培养

板，吸 1 mL 腹腔洗液于其中，加入预调过的荧光微

球（1×107 cells/孔），二氧化碳细胞培养箱避光孵育 2 h
（37 ℃），去掉上清，PBS 缓冲液洗涤 2 次，离心去

上清，加入 0.3 mL PBS 缓冲液，胰酶消化细胞 1 min，
吹打均匀，过滤后用流式细胞仪分析，计算吞噬百分

率（公式 4）和吞噬指数（公式 5）[17]。 

(%) 100%P = ×
吞噬荧光微球的巨噬细胞数

计数的吞噬细胞数   （4） 

α =
被吞噬的荧光微球总数

计数的荧光微球总数              （5）
 

1.3.7  抗体生成细胞检测（改良法） 
实验第 26 d，腹腔注射 2% 0.2 mL SRBC 悬液，

免疫 4 d 后的小鼠颈椎处死，制取脾淋巴单细胞悬液。

取 50 μL 用生理盐水配制的 2% SRBC 和 200 μL 脾淋

巴细胞悬液先后加入到 0.5 mL 的顶层试管中，混匀后

倒入 6 孔板中，每个样本做 3 个平行孔。二氧化碳细

胞培养箱中孵育 1 h（37 ℃），然后每孔加入 500 μL
以完全培养基稀释的补体（V/V，1:10），继续孵育 2 h，

自动图象分析仪读取溶血空斑数，溶血空斑数值为空

斑数/106脾细胞[20]。 
1.3.8  数据分析 

应用 SPSS 20.2 软件处理各组数据，各组数据均

为平均值±标准差，采用 One-Way ANOVA 法分析各

组实验数据之间的差异显著关系。p<0.05 表示差异显

著，p<0.01 表示差异极显著。 

2  结果与讨论 

2.1  体重、脏器/体重比值测定 

在正常情况下，各脏器与动物体重的比值保持相

对恒定，而当动物健康状况发生变化时，脏器重量可

能随之发生改变，从而引起脏器/体重比值的变化。胸

腺是中枢免疫器官，是 T 淋巴细胞发育、分化、成熟

并向外周输出的场所。脾脏是最大的外周淋巴器官，

是发生免疫应答的主要场所。从表 1 可见，阴性对照

组的胸腺/体重和脾脏/体重比值分别为 4.01 和 5.16，
而 HY 模型组的相应比值分别为 2.80 和 4.33，两组差

异极显著（p<0.01），表明造模成功。各实验组与 HY
模型组比，单一蜂胶提取物组和复方蜂胶提取物三个

剂量组小鼠脏器指数都有明显升高，差异极显著

（p<0.01），说明各剂量的复方蜂胶提取物均可以抵制

HY 对小鼠脾脏、胸腺的损伤，使脏器指数恢复到正

常。 
表1 复方蜂胶提取物对小鼠免疫器官/体重的影响 

Table 1 The effect of compound propolis extract on mice’s 

immune organ/bodyweight ratio  

组别 胸腺/体重(mg/g) 脾脏/体重(mg/g)

阴性对照组 4.01±0.51 5.16±0.12 

模型组 2.80±0.20## 4.33±0.82## 

蜂胶提取物组 3.82±0.53** 5.27±0.28** 

低剂量组 3.81±0.12** 5.38±1.31** 

中剂量组 3.92±0.31** 5.58±0.94** 

高剂量组 4.11±0.21** 5.46±1.41** 

注：模型组与阴性对照组比较，#p<0.05，##p<0.01；与模

型组比较，*p<0.05，**p<0.01，n=8。 

2.2  复方蜂胶提取物对小鼠外周血白细胞和

淋巴细胞的影响 

白细胞来源于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使机体免受

病原体和异物的侵入，淋巴细胞是体积最小的一种白

细胞，是机体免疫应答的重要细胞。机体处于正常状

态时，骨髓细胞的增殖、分化、成熟释放与外周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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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的衰老、排出处于相对恒定的状态，而 HY 可

破坏这种平衡，抑制骨髓细胞的功能，致使白细胞数

目减少[21]。从表 2 看出，相比于阴性对照组的 6.45×109 
cells/L（外周血白细胞（PBWC）数）与 6.03×109 cells/L
（淋巴细胞（PBL）数），HY 模型组的 PBWC 和 PBL
的数目明显下降（p<0.01），说明造模成功。单一蜂胶

提取物组和复方蜂胶提取物低剂量组的外周血指标分

别提高到 4.21×109、3.42×109、4.06×109、3.28×109 
cells/L，与HY 模型组差异显著（p<0.05）；而中、高剂

量组中小鼠的外周血指标分别达到了 4.89×109、

4.32×109、5.35×109、4.96×109 cells/L，均极显著高于

HY 模型组（p<0.01），表明单一蜂胶提取物和复方蜂

胶提取物能够显著改善HY导致的PBWC和PBC水平

降低，从而促进免疫抑制小鼠 PBWC 和 PBL 水平的恢

复，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并且单一蜂胶提取物组略

高于复方蜂胶提取物低剂量组，复方蜂胶提取物中、

高剂量组高于单一蜂胶提取物组，推测该实验中蜂胶

提取物中的黄酮类物质发挥了主要功效，其他三种提

取物中的多糖成分发挥了协同作用，并且复方蜂胶提

取物低剂量组中的各组分协同作用，功效接近单一蜂

胶提取物组。王建东等[14]发现枸杞多糖、黄芪多糖和

蜂胶多糖可促进 PBL 的增殖，陈丽芳等[9]发现灵芝孢

子粉蜂胶复合物可提高 PBL 的增殖能力，本结果与其

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并且也进一步证明枸杞多糖和

黄芪多糖可协同蜂胶提取物发挥作用。 
表2 复方蜂胶提取物对小鼠外周血白细胞和淋巴细胞的影响 

Table 2 The effect of compound propolis extract on mice’s PWBC 

and PBL 

组别 PWBC/(×109 cells/L) PBL/(×109 cells /L)

阴性对照组 6.45±1.78 6.03±0.27 

模型组 3.62±0.12## 2.83±0.38## 

蜂胶提取物组 4.21±0.58* 3.42±0.57* 

低剂量组 4.06±0.21* 3.28±1.23* 

中剂量组 4.89±0.13** 4.32±0.19** 

高剂量组 5.35±0.36** 4.96±1.34** 

注：模型组与阴性对照组比较，#p<0.05，##p<0.01；与模

型组比较，*p<0.05，**p<0.01，n=8。 

2.3  ConA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实验 

ConA 是作用于人和小鼠 T 细胞的重要非抗原性

促有丝分裂原，可诱导 T 淋巴细胞增殖，用于检测机

体免疫系统的功能状态。在 ConA 诱导的小鼠脾淋巴

细胞增殖的实验中，经统计学分析，灌胃给予受试物

30 d，HY 模型组小鼠的增殖指数显著降低（p<0.01），
免疫低下模型构建成功。从表 3 可知，阴性对照组、

HY 模型组、单一蜂胶提取物组及复方蜂胶提取物各

剂量组的脾淋巴细胞增殖指数分别为 1.00、0.62、1.44、
1.30、1.42、1.56，单一蜂胶提取物组和复方蜂胶提取

物各剂量组均可以促进小鼠脾淋巴细胞的增殖

（p<0.01），说明单一蜂胶提取物和复方蜂胶提取物可

以恢复 HY 导致的脾淋巴细胞增殖减少，对细胞免疫

功能具有促进作用，这与之前文献报道蜂胶可显著增

强小鼠脾淋巴细胞的增殖能力相一致[5,8]。灵芝孢子粉

蜂胶复合物及枸杞发酵液也均可提高小鼠的脾淋巴细

胞增殖[9,13]，说明蜂胶提取物可与其他功效成分共同

发挥细胞免疫促进作用，并且本实验中复方蜂胶提取

物对细胞免疫功能的促进作用具有剂量效应。 
表3 复方蜂胶提取物对ConA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增殖的影

响 

Table 3 The effect of compound propolis extract proliferation 

function of splenic lymphocyteinduced by ConA in mice 

组别 脾淋巴细胞增殖指数

阴性对照组 1.00±0.05 

模型组 0.62±0.03## 

蜂胶提取物组 1.44±0.25** 

低剂量组 1.30±0.07** 

中剂量组 1.42±0.07** 

高剂量组 1.56±0.08** 

注：模型组与阴性对照组比较，#p<0.05，##p<0.01；与模

型组比较，*p<0.05，**p<0.01，n=8。 

2.4  小鼠碳廓清实验 

巨噬细胞是非特异性免疫细胞，具有加工和呈递

抗原、吞噬异物等功能，其吞噬功能可用吞噬指数来

判定，吞噬指数越高，吞噬功能越强。小鼠碳廓清实

验是将印度墨汁随小鼠血液循环到达肝脏、脾脏等处，

被巨噬细胞清除，以吞噬指数指示其碳廓清能力。本

实验中，与阴性对照组（5.32）相比，HY 模型组小鼠

的吞噬指数（4.16）极显著降低（表 4）。与 HY 模型

组小鼠相比，单一蜂胶提取物组和复方蜂胶提取物低

剂量组的吞噬指数（4.71、4.68）差异不显著，中、高

剂量组吞噬指数（5.29、5.16）均显著增加（p<0.01），
但中、高剂量之间差异不显著。陈丽芳等实验中灵芝

孢子粉蜂胶复合物对单核-巨噬细胞的碳廓清能力无

明显的增强作用[9]。而孙小英等实验中黑蜂蜂胶醇提

物可促进移植瘤小鼠的单核-巨噬细胞碳廓清功能，从

而提高小鼠的免疫活性[6]。本实验中复方蜂胶提取物

中剂量组中蜂胶含量略低于黑蜂蜂胶醇提物的低剂量

组，但高于灵芝孢子粉蜂胶复合物，单一蜂胶提取物

的蜂胶含量高于黑蜂蜂胶醇提物的低剂量组，而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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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胶提取物中剂量组的吞噬指数明显高于单一蜂胶提

取物，说明复方中的其他成分对于蜂胶提高小鼠免疫

活性的功效起到了一定的协同作用。 
表4 复方蜂胶提取物对小鼠碳廓清实验的影响 

Table 4 The effect of compound propolis extract on carbon 

granular clearance test in mice 

组别 碳廓清指数 

阴性对照组 5.32±0.25 

模型组 4.16±0.27## 

蜂胶提取物组 4.71±0.31 

低剂量组 4.68±0.22 

中剂量组 5.29±0.22** 

高剂量组 5.16±0.24** 

注：模型组与阴性对照组比较，#p<0.05，##p<0.01；与模

型组比较，*p<0.05，**p<0.01，n=8。 

2.5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荧光微球实验 

表5 复方蜂胶提取物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Table 5 The effect of compound propolis extract on phagocytic 

function of macrophage in mice 

组别 吞噬百分率/% 吞噬百分率转换值 吞噬指数

阴性对照组 27.00±8.02 0.56±0.11 0.41±0.21

模型组 18.70±4.04## 0.44±0.07## 0.24±0.08##

蜂胶提取物组 26.57±4.86 0.55±0.04 0.38±0.09

低剂量组 24.60±4.06 0.53±0.05 0.34±0.05

中剂量组 28.60±5.05** 0.57±0.05** 0.41±0.10**

高剂量组 20.30±5.02 0.48±0.06 0.27±0.08

注：与阴性对照组比较，#p<0.05，##p<0.01；与模型组比

较，*p<0.05，**p<0.01，n=8。 

巨噬细胞吞噬荧光微球后，利用流式细胞仪迅速

检测荧光信号，具有荧光信号的巨噬细胞与计数的巨

噬细胞相比即为其吞噬百分率，被吞噬的荧光微球总

数与计数的荧光微球总数比即为吞噬指数。从表 3 可

知，阴性对照组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数分别为 27.00
和 0.41，HY 模型组的相应指标下降到 18.70 和 0.24，
与阴性对照差异极显著（p<0.01）；与 HY 模型组比，

中剂量组可以极显著提高免疫低下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对荧光微球的吞噬百分率（p<0.01）和吞噬指数

（p<0.01），高剂量组的效果并不显著（p>0.05），推

测可能是因为高浓度的药物会对细胞产生一定抑制作

用（表 5）。 

2.6  小鼠抗体生成细胞检测（改良法） 

小鼠经SRBC免疫后的溶血素水平是反映其体液

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标，体液免疫是 B 淋巴细胞在受到

外界抗原刺激后形成效应 B 细胞，分泌抗体参与机体

免疫机制[20]。与阴性对照组相比，HY 模型组抗体生

成细胞数显著降低（p<0.01），免疫低下小鼠模型构建

成功（表 6）。中、高剂量组与 HY 模型组比，显著提

高了抗体生成细胞数（p<0.05）。喻建辉等[5]发现蜂胶

能明显提高小鼠半数溶血值和抗体生成细胞数，薛云

浩等[8]发现蜂胶软胶囊可显著增强小鼠产生抗体生成

细胞的能力和血清溶血素水平，具有促进机体体液免

疫的功能。本实验中，随着复方蜂胶提取物浓度的升

高，促进小鼠产生抗体生成细胞的效果越好，而单一

蜂胶提取物效果不明显。不同来源的蜂胶中所具有的

活性物质成分和含量不同，不同提取方式也会影响最

终蜂胶提取物中的活性物质，从而导致结果的差异性，

蜂胶对体液免疫的影响总体呈现了剂量依赖型，随着

浓度的增高而效果越明显。 
表6 蜂胶复方制剂对抗体生成细胞的影响 

Table 6 The effect of compound propolis extract on 

ant-body-producing cells in mice 

组别 溶血素空斑数值 

阴性对照组 0.36±0.01 

模型组 0.24±0.07## 

蜂胶提取物组 0.26±0.06 

低剂量组 0.27±0.05 

中剂量组 0.37±0.05* 

高剂量组 0.41±0.06** 

注：模型组与阴性对照组比较，##p<0.01，剂量组与模型

组比较，*p<0.05，**p<0.01，n=8。 

3  结论 

3.1  免疫器官的脏器指数是基本的免疫指标之一，单

一蜂胶提取物和复方蜂胶提取物均可以抵制氢化可的

松的小鼠脏器损伤。在非特异性免疫中，腹腔巨噬细

胞、单核-巨噬细胞可以抵抗或者清除外来异物或抗

原，其吞噬指数可以反映其吞噬功能。本研究发现复

方蜂胶提取物可以部分恢复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功

能至正常水平，较高剂量组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增强

效应，可能是因为高浓度的药物对细胞抑制作用。但

在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中，可以发现该复方的中

剂量组就可以使吞噬功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3.2  在细胞免疫反应中，ConA 诱导的脾淋巴细胞增

殖实验中，单一蜂胶提取物组和复方蜂胶提取物剂量

组对 ConA 刺激的脾淋巴细胞具有增殖作用，使免疫

低下小鼠的淋巴细胞的增殖水平高于正常水平。在体

液免疫反应（抗体生成细胞实验）中，发现中剂量组

可以使抗体细胞生成数恢复至正常水平，随着浓度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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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促进效果就越好，呈剂量依赖型，而单一蜂胶提

取物组效果不明显。 
3.3  在免疫低下模型成立条件下，外周血白细胞总

数、NK 细胞活性测定、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和单核-
巨噬细胞功能测定，任两个实验测定结果为阳性，则

说明样品对免疫低下模型具有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

本实验中，单核-巨噬细胞的功能测定，复方蜂胶提取

物对小鼠碳廓清实验以及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实验均为

阳性反应；在外周血白细胞总数、体液免疫、细胞免

疫的实验的结果均为阳性反应。所以复方蜂胶提取物

具有增强免疫低下小鼠的免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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