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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荟白酒毒性评价及对酒精性肝损伤小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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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芦荟白酒的急性和亚慢性毒性及其对酒精性肝损伤小鼠的保护作用。采用一次性经口急性毒性试验比较了芦荟白酒

和基酒的安全性差异；通过建立酒精性肝损伤模型，测定小鼠血清、肝脏生化指标和观察肝组织病理学变化，考察了芦荟白酒对酒精

性肝损伤小鼠的保护作用。芦荟白酒的半数致死量（LD50）及其 95%，99%平均可信限均比基酒大，表明芦荟白酒比基酒安全，急

性毒性小；与基酒相比，芦荟白酒能显著降低血清中的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水

平，提高肝组织超氧化物岐化酶（SOD）、谷胱甘肽(GSH)、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水平，降低肝脏 AST、ALT 及丙二醛

（MDA）含量。低、中剂量效果最佳。肝组织病理学检测结果证明，适量的芦荟白酒对酒精性肝损伤小鼠有保护作用，其作用机理

与抑制机体脂质过氧化、增强肝脏抗氧化能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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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ute and sub-chronic toxicity and hepatoprotective activity of aloe liquor was studied in mice with alcohol-induced liver 

injur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ealth risks of aloe liquor and base liquor were evaluated by a one-time acute oral toxicity test. A mouse model 

of alcohol-induced liver injury was established to measure serum and liver biochemical indices, observe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in the liver, 

and determine the hepatoprotective effect of aloe liquor on mice with alcohol-induced liver injury. Both the median lethal dose (LD50) and 95% 

(or 99%) confidence interval of aloe liquor were higher than the values of base liquor, indicating that the former is safer and has a low level of 

toxicity. Compared with base liquor, aloe liquor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levels of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total cholesterol (TC), and total triglyceride (TG), while increase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glutathione (GSH), and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 activities, and reduce the contents of AST, ALT, and malondialdehyde (MDA) in liver tissue. The optimal 

efficacy for alleviating liver injury were seen in mice treated with low- and medium-dose aloe liquor. The liver histological observations 

demonstrated that optimal amounts of aloe liquor exhibited hepatoprotective effects in mice with alcohol-induced liver injury, and the protective 

mechanism is related to the inhibition of lipid peroxid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liver antioxidant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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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是我国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消费品。饮酒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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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洽谈、人际交往、情感交流等社会活动中不可避免

的一种消费行为[1~2]。但是长期或大量饮酒，乙醇及其

代谢的有毒物质会对肝脏、胃肠道等造成一定的损伤 

[3~4]。酒精性肝损伤最初表现为肝细胞脂肪变性，进而

发展成脂肪肝、肝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严重的会

导致肝细胞坏死甚至肝癌。酒精性肝损伤的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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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复杂，氧化应激和自由基的产生被认为是最重要

的原因[5~6]。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居民生活品质、消费水平

以及健康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更

多的关注过量饮酒对身体的伤害。希望适量饮酒能有

益健康，这是酒的发展方向[7]。 

芦荟中含有多糖、多酚、氨基酸、维生素、酶等

多种功效成分，具有抗氧化、抗肿瘤、抗炎抑菌、增

强免疫力及预防胃粘膜和肝脏损伤等多种生理功能
[8-12]。Yu 等[13]研究表明，芦荟多糖能有效增强机体免

疫力和抑制氧化损伤。Beatrice 等[14]指出芦荟大黄素

能抑制脂质过氧化，对肝细胞有保护作用。芦荟作为

一种具有较高经济价值、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的植物

资源，被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美容、食品等行业。 

目前最常见的药物治疗酒精性肝损伤，主要是通

过解酒降脂、增强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能力等。然而，

解酒药物在肝脏中代谢，有可能进一步加重肝脏的负

担。在美国，尚没有 FDA 认可的能有效治疗酒精性

肝损伤的药物。 

采用蒸馏白酒浸提芦荟叶肉凝胶制成芦荟白酒，

既保留了传统白酒的风味特征，又可利用芦荟的功能

减轻酒精对人体的损伤。本研究通过一次性经口急性

毒性试验和亚慢性酒精性肝损伤动物试验，研究了芦

荟白酒的毒性、对酒精性肝损伤小鼠的保护作用及可

能的作用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表 1 芦荟白酒主要营养与功能成分表 

Table 1 Functional ingredients in aloe liquor 

成分 含量/(μg/mL) 

芦荟多糖 523.24±14.95 

芦荟多酚 4.67±0.10 

维生素 C 42.2±5.1 

脯氨酸 24.1±1.1 

蛋氨酸 39.3±1.7 

芦荟大黄素 未检出 

芦荟甙 未检出 

69%vol 基酒（未添加芦荟的浓香型蒸馏白酒，试

验前稀释到 38%vol）、38%vol 芦荟白酒（以库拉索芦

荟为原料，基酒浸泡萃取芦荟而成），由北京八达岭酒

业有限公司提供。根据前期的研究结果，芦荟白酒主

要成分如表 1 所示。MDA、SOD、GSH、GSH-PX 、

ALT、AST 等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还

原型谷胱甘肽片，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试剂均为分析纯。 

1.2  仪器与设备 

Cintra6 紫外分光光度仪，澳大利亚科学仪器设备

有限公司；TLL-C 台式冷冻高速离心机，北京四环科

学仪器厂有限公司；DKB 510A 超级恒温水槽，上海

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LD42A 离心机，北京医用离

心机厂；T203 天平，北京赛多利斯仪器系列有限公司；

AY220 岛津托盘电子分析天平，岛津（香港）有限公

司；PHS 25 型 pH 计，上海精科雷磁公司；QL-861

涡旋振荡器，其林贝尔仪器公司；AU400 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日本 Olympus 公司。 

1.3  试验动物 

昆明种雄性小鼠由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提供。合

格证号：SCXK（陕）2012-003，体重(22.0±2.0) g。动

物房温度为 23±1 ℃，相对湿度为 60%~70%，光照黑

暗每12 h更替。试验动物于试验前在动物房适应1周，

塑料笼饲养，每周更换垫料 2 次，自由摄食摄水。 

1.4  试验方法 

1.4.1  急性毒性试验 

采用寇氏法[15-16]对基酒和芦荟白酒的急性毒性

进行评价，测定 LD50。试验方法具体如下： 

预试验：在正式试验之前，首先进行基酒和芦荟

白酒的最大耐受量试验，求得动物全部死亡或 90%以

上死亡的剂量和动物不死亡或 10%以下死亡的剂量，

分别作为正式试验的最高、最低剂量。经试验确定基

酒的 LD0 和 LD100 分别为 16.03 mL/kg 和 35.90 

mL/kg；芦荟白酒的LD0和LD100分别为 16.03 mL/kg

和 32.00 mL/kg。 

正式试验：150 只昆明种雄性小鼠适应性喂养 1

周，体重 22.0±2.0 克。将 150 只小鼠随机分组，第一

大组（基酒组）分为 8 个组，每组 10 只，灌胃给予

38°基酒（由预实验得出的最高、最低剂量换算为常用

对数，然后将最高、最低剂量的对数差，分为 8 个对

数等距的剂量组）；第二大组（芦荟白酒组）分为 7

个组，每组 10 只，灌胃给予 38°芦荟白酒。灌胃前禁

食不禁水 12 h，灌胃后正常饮食，饲养一周。观察小

鼠活动、饮食、毛发和大小便及死亡情况。试验第 8

天处死小鼠，解剖观察主要脏器的变化。统计每组小

鼠 7 天内死亡只数，并按下述公式计算其结果： 

按寇氏法公式计算 LD50： 

 -1

m
50 log -i 0.5LD X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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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LD50 的标准误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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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Xm 代表最大剂量对数值；P 代表动物死亡率；

∑P 代表各组死亡率的总和；i代表相邻两组剂量比值的对数值。 

1.4.2  亚慢性毒性试验 

60 只清洁级雄性昆明小鼠（体重为 22.0±2.0 g），

适应性饲养一周后，随机分成 6 组，每组 10 只。小鼠

的分组和饲养情况如表 2 所示。每天早晨灌胃，连续

灌胃四周后，各组小鼠禁食 12 h，摘眼球取血，然后

迅速处死，取出肝脏。将取得的血浆在 4 ℃、3500 

r/min 条件下，冷冻离心 15 min，取上清液，采用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小鼠血清生化指标，包括谷丙转氨

酶(ALT)、谷草转氨酶(AST)、胆固醇（TC）和甘油三

脂（TG）。 

小鼠肝脏生化指标的检测包括 ALT、AST、超氧

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还原型谷胱甘

肽（GSH）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准确

称量 0.1 g 肝组织，放入匀浆器中，用小剪刀剪碎，然

后加入 0.9 mL 的生理盐水，置于冰浴中匀浆，然后在

3000 r/min 下离心 15 min，制备 10%肝组织匀浆液后

用分光光度计测定。 

肝脏病理学观察采用 H&E 染色法。将新鲜肝组

织用 10%中性福尔马林缓冲液固定。然后流水冲洗、

梯度酒精脱水、浸蜡、包埋、切片、脱蜡、水化和染

色等处理后采用光学显微镜和成像系统进行肝脏病理

变化观察。 

 

表 2 试验动物的分组和饲养 

Table 2 Grouping and diet formula of experimental animals 

组别 饲养食谱 

正常对照组 (NC) 基础饲料+生理盐水[12.0 mL/(kg·bw)] 

阳性对照组 (RG) 基础饲料+5% GSH[溶于基酒，12.0 mL/(kg·bw)] 

模型对照组(BL) 基础饲料+38%vol 基酒[12.0 mL/(kg·bw)] 

芦荟白酒低剂量组 (LAL) 基础饲料+38%vol 芦荟白酒[4.0 mL/(kg·bw)] 

芦荟白酒中剂量组 (MAL) 基础饲料+38%vol 芦荟白酒[8.0 mL/(kg·bw)] 

芦荟白酒高剂量组 (HAL) 基础饲料+38%vol 芦荟白酒[12.0 mL/(kg·bw)] 

注：除正常对照组外，其余各组统称为饮酒组；芦荟白酒低、中、高三个剂量组统一称为芦荟白酒组。 

1.5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用均值±标准误差（Mean ± SD）来表示。

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 ANOVA，以 Duncans 多重比较检验分析，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p<0.05 具有显著性差异。 

2  结果与讨论 

2.1  急性毒性试验 

试验中所有受试小鼠毛色光洁，饮食和大小便正

常，鼻，眼，口腔无异常分泌物。各剂量组小鼠灌胃

后均出现先兴奋后抑制现象。试验结束时，解剖观察

芦荟白酒组小鼠心、肝、脾、肺、肾等主要器官，与

基酒组差异不明显。 

表 3 芦荟白酒的急性毒性试验 LD50测定结果 

Table 3 LD50 of aloe liquor as determined by acute toxicity test 

组别 剂量 D/(mL/kg) logD 动物数 死亡数/只 死亡率/% P P2 LD50/(mL/kg) 

1 16.03 1.205 10 0 0 0 0  

2 18.00 1.255 10 1 10 0.1 0.01  

3 20.19 1.305 10 4 40 0.4 0.16  

4 22.65 1.355 10 3 30 0.3 0.09 24.54 

5 25.42 1.405 10 2 20 0.2 0.04  

6 28.52 1.455 10 8 80 0.8 0.64  

7 32.00 1.505 10 10 100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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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荟白酒和基酒的急性毒性试验结果如表 3 和 4

所示。芦荟白酒的 LD50 为 24.54 mL/kg，标准误

SlogLD50=0.015。LD50 的 95%和 99%平均可信限分

别为 22.88~26.20 mL/kg、22.37~26.71 mL/kg。基酒的

LD50 为 22.90 mL/kg，标准误 SlogLD50=0.016。LD50

的 95%和 99%平均可信限分别为 21.25~24.55 mL/kg、

20.73~25.06 mL/kg。通过比较发现芦荟白酒的半数致

死量 LD50 大于基酒，芦荟白酒 LD50 的 95%，99%

平均可信限均比基酒大。表明芦荟白酒比基酒安全，

急性毒性小。 

表 4 基酒的急性毒性试验 LD50测定结果 

Table 4 LD50 of base liquor as determined by acute toxicity test 

组别 剂量 D/(mL/kg) logD 动物数 死亡数/只 死亡率/% P P2 LD50/(mL/kg) 

1 16.03 1.205 10 0 0 0 0  

2 18.00 1.255 10 2 20 0.2 0.04  

3 20.19 1.305 10 3 30 0.3 0.09  

4 22.65 1.355 10 4 40 0.4 0.16 22.90 

5 25.42 1.405 10 7 70 0.7 0.49  

6 28.52 1.455 10 9 90 0.9 0.81  

7 32.00 1.505 10 9 90 0.9 0.81  

8 35.90 1.555 10 10 100 1.0 1.00  

2.2  亚慢性毒性试验 

2.2.1  芦荟白酒对肝损伤小鼠血清 ALT、AST、

TC 和 TG 的影响 

芦荟白酒对肝损伤小鼠血清 ALT 和 AST 的影响

如图 1A-B 所示。ALT 和 AST 是临床上常用的判断肝

功能的指标，主要反映肝细胞有无受损及严重程度。

当肝细胞受损时，肝细胞内的 ALT、AST 进入血液中，

导致血清 ALT、AST 酶活性升高[17]。因此，血清 ALT

和 AST 活性可用来评价早期酒精性肝损伤程度。试验

结束时，经检测NC组小鼠血清ALT水平为46.24±5.99 

U/L，AST 水平为 147.40±13.51 U/L。与 NC 组相比，

经酒精处理的各组小鼠血清 ALT 和 AST 活性均有所

升高。RG 组、BL 组、LAL 组、MAL 组、HAL 组的

小鼠血清 ALT 水平分别上升了 11.07%、53.72%、

24.48%、23.81%、43.43%。AST 水平分别上升了

15.93%、49.13%、19.88%、25.57%、29.04%。说明长

期大量饮酒导致小鼠一定程度的肝损伤。RG 组和芦

荟白酒各剂量组小鼠血清 ALT 和 AST 水平较 BL 组

显著降低（p<0.05），说明添加到酒精中的谷胱甘肽和

芦荟能够缓解酒精对小鼠的毒害作用。芦荟白酒各组

ALT 和 AST 水平均高于 RG 组，表明 GSH 对肝损伤

的保护作用优于芦荟。而芦荟白酒剂量与 ALT（AST）

水平并不成量效关系。 

乙醇对脂质代谢的影响非常复杂，而乙醇消耗量

与血液甘油三酯水平、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提高相

关。乙醇摄入导致血清胆固醇的升高和肝胆固醇的增

加。虽然肝脏脂质堆积过多是影响酒精性脂肪肝脂质

代谢异常的重要原因，但其具体机制仍不清楚[18]。小

鼠的血清胆固醇TC和甘油三酯TG水平如图1C-D所

示。除 RG 组外，饮酒后各组小鼠胆固醇和甘油三酯

含量均显著高于 NC 组（p<0.05），表明长期的酒精摄

入引起了肝脏脂质代谢异常。BL 组小鼠血清的 TC

（TG）含量为 4.34±0.64 mmol/L（2.25±0.45 mmol/L），

而芦荟白酒低、中、高剂量组 TC 和 TG 含量与 BL 组

比较分别降低了 13.09%、13.63%、10.92%及 21.71%、

24.38%、18.00%。表明芦荟白酒可以调节脂质代谢，

对酒精性肝损伤小鼠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 

  

  

图 1 芦荟白酒对肝损伤小鼠血清 ALT、AST、TC和 TG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aloe liquor on serum ALT, AST, TC, and TG 

levels in mice with alcohol-induced liver injury 

注：a：血清ALT；b：血清AST；c：血清胆固醇TC；d：

血清甘油三脂TG；图中NC为正常对照组；RG为阳性对照组；

BL为模型对照组；LAL为芦荟白酒低剂量组；MAL为芦荟白酒

中剂量组；HAL为芦荟白酒高剂量组。任意两组之间比较，不

同小写字母表示P<0.05差异显著。 

2.2.2  芦荟白酒对肝损伤小鼠肝脏 ALT、AST、

SOD、MDA、GSH 和 GSH-PX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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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血清中 ALT 和 AST 酶活性变化相似，六组小

鼠肝组织 ALT、AST 水平如图 2A-B 所示。与 NC 组

相比，BL 组中 ALT 升高了 33.67%（p<0.05），AST

升高了 55.01%（p<0.05），说明长期大量饮酒可以对

肝脏产生毒害作用。与 BL 组相比，RG 组和芦荟白酒

各剂量组小鼠肝脏中 ALT、AST 水平显著降低

（p<0.05），表明 GSH 和芦荟都对小鼠起到一定程度

的保护作用。RG 组 ALT、AST 活性低于芦荟白酒各

剂量组，说明谷胱甘肽缓解肝损伤效果优于芦荟。芦

荟白酒各剂量组 ALT 的趋势为 MAL<LAL<HAL，

AST 的趋势为 LAL<MAL<HAL，表明芦荟白酒对小

鼠肝损伤的保护作用不呈剂量依赖关系。 

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活性代表了抗氧化物质

保护细胞免受损伤的能力。SOD 酶活力越小，细胞

越容易受损伤。MDA 作为一个与 SOD 相对的指标，

其在肝脏中的含量主要反映体内脂质过氧化的程度。

MDA 值越高，表示体内脂质氧化程度越高。有研究

表明，乙醇的摄入会导致 SOD 酶活性的降低以及

MDA 含量的升高[17-18]。芦荟白酒对小鼠肝组织 SOD、

MDA 的影响如图 2C-D 所示。与 NC 组相比，饮酒后

各组小鼠的肝脏 SOD 活性均显著降低（p<0.05），说

明长期大量饮酒导致肝脏的抗氧化能力下降，其中BL

组 SOD 活性下降幅度最大，达 41.01%。与 BL 组相

比，RG 组、LAL 组、MAL 组、HAL 组的 SOD 活性

分别提高了41.84%（p<0.05），27.60%（p<0.05），30.66%

（p<0.05），18.67%（p>0.05），表明 GSH 和芦荟白酒

能够提高肝脏的抗氧化能力，缓解酒精导致的肝损伤。

与 LAL 组和 HAL 组相比，中等剂量的芦荟白酒对

SOD 的提升效果最明显。试验结束时，NC 组小鼠的

肝脏 MDA 含量为 2.17±0.34 nmol/mg prot。与 NC 组

相比，饮酒各组 MDA 含量均显著升高（p<0.05），BL

组、RG 组、LAL 组、MAL 组、HAL 组的 MDA 含

量分别升高 18.42%、59.43%、24.99%、22.43%、

29.26%，表明长期大量饮酒加重了小鼠体内脂质过氧

化。与 BL 组相比，RG 组、LAL 组、MAL 组、HAL

组的 MDA 含量分别降低了 25.72%、21.60%、23.20%、

18.92%，表明 GSH 和芦荟白酒能保护酒精引起的肝

损伤，其作用可能与抑制机体脂质过氧化有关。MDA

在芦荟白酒各剂量组的趋势为 MAL（2.66±0.16 

nmol/mg prot）<LAL（2.72±0.42 nmol/mg prot）<HAL

（2.81±0.75 nmol/mg prot），表明芦荟白酒对酒精性肝

损伤的保护效果不呈剂量依赖关系。 

GSH 是一种低分子自由基清除剂，它可以清除

O2
-
·、H2O2、LOOH（脂质过氧化物）。GSH-PX 是机

体内广泛存在的一种重要的催化 H2O2 分解的酶，二

者含量是衡量机体抗氧化能力大小的重要指标[19]。芦

荟白酒对肝损伤小鼠肝组织 GSH 和 GSH-PX 的影响

如图 2E-F所示。与NC组相比，BL组小鼠肝组织GSH

和 GSH-PX 水平显著降低（p<0.05），表明饮酒可以引

起机体的抗氧化能力下降，导致氧化损伤。与 BL 组

相比，芦荟白酒组的 GSH 水平和 GSH-PX 活性得到

显著提升（p<0.05），表明芦荟白酒对酒精性肝损伤小

鼠起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其作用机理可能与芦荟

保护肝脏抗氧化系统，提升机体抗氧化能力有关。

GSH 含量和 GSH-PX 活性在芦荟白酒组的趋势均为

MAL>LAL>HAL，表明芦荟白酒对酒精性肝损伤小鼠

的保护作用不呈剂量依赖关系。 

  

  

  

图 2 芦荟白酒对肝损伤小鼠肝脏 ALT、AST、SOD、MDA、GSH和

GSH-PX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aloe liquor on liver ALT, AST, SOD, MDA, 

GSH, and GSH-PX levels in mice with alcohol-induced liver 

injury 

注：A：肝脏ALT；B：肝脏AST；C：肝脏SOD；D：肝

脏MDA；E：肝脏GSH；F：肝脏GSH-PX。图中NC代表正常

对照组；RG为阳性对照组；BL为模型对照组；LAL为芦荟白

酒低剂量组；MAL为芦荟白酒中剂量组；HAL为芦荟白酒高剂

量组。任意两组之间比较，不同小写字母表示p<0.05差异显著。 

酒精性肝损伤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主要影响因

素除自由基、内毒素和细胞因子等外，还涉及到酒精

及其代谢产物对肝脏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另外也与个

体差异、遗传因素和营养水平等密切相关[20]。不过，

氧化应激和自由基的产生被认为是酒精性肝损伤最重

要的发病机制之一。 

长期摄入酒精后，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小鼠血清

ALT、AST、TC、TG 和肝脏 ALT、AST 、MDA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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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升高（p<0.05），肝脏 GSH、SOD、GSH-PX 显著降

低（p<0.05）。然而芦荟白酒组与基酒组相比，小鼠肝

脏 ALT、AST、MDA 和血清 ALT、AST、TC、TG

明显下降，同时观察到肝脏 GSH、SOD、GSH-PX 活

性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提高。表明酒精的摄入（无论是

基酒还是芦荟白酒）都引起了肝脏的损伤，而芦荟对

酒精性肝损伤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减缓作用。这种作用

与芦荟白酒中所含有的多种抗氧化活性成分密不可

分。抗氧化成分能够抑制脂质过氧化、保护机体抗氧

化系统、提升机体抗氧化能力。经检测，芦荟白酒中

富含多糖，多酚，维生素 C，氨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

且芦荟白酒确实对羟基自由基、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有

较好的清除作用[21]。当具有良好抗氧化能力的芦荟添

加到基酒中后，可以对肝脏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Ray
[22]等人证明芦荟及芦荟提取物具有一定的抗氧化

潜力，且不同季节芦荟多糖和多酚的含量以及在芦荟

体内的不同分布对抗氧化能力有较大的影响。Wu
[23]

等人证实从芦荟中分离出来的功能性多糖成分 APS-1

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性能和对 PC12 细胞的保护作用。 

芦荟白酒各剂量组血清 ALT、TC、TG 和肝脏

ALT、MDA、SOD、GSH、GSH-PX 水平趋势表明，

中等剂量的芦荟白酒对酒精性肝损伤的缓解作用较

强。然而小鼠血清和肝脏 AST 水平则展现出低剂量的

芦荟白酒肝脏的保护效果比中剂量和高剂量的效果

好。说明芦荟白酒在缓解小鼠酒精性肝损伤方面剂量

依赖性不强。芦荟白酒对肝脏的作用主要受芦荟白酒

中酒精成分与多糖、多酚等抗氧化活性成分的共同影

响。酒精本身会对肝脏有一定程度的损伤，而芦荟多

糖、多酚等抗氧化物质又有护肝的作用。因此，本研

究表明芦荟白酒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护酒精肝损伤的

作用，但仍需适量饮用。 

2.2.3  芦荟白酒对小鼠肝脏组织形态的影响 

 

图 3 六组小鼠经 HE染色的肝组织切片图（×400） 

Fig.3 Representative H&E-stained hepatic sections from 

experimental mice. (Original magnification, 400×) 

注：图A为正常对照组；图B为阳性对照组；图C为模型对

照组；图D为芦荟白酒低剂量组；图E为芦荟白酒中剂量组；图

F为芦荟白酒高剂量组 

芦荟白酒对酒精性肝损伤小鼠的肝脏组织形态

的影响如图 3 所示。正常对照组（图 3A）的肝脏组织，

细胞大小均一，排列整齐，不存在炎症反应。饮酒后

各组肝脏均出现程度不同的炎症反应。模型对照组的

肝脏组织存在较为严重的炎症反应，细胞排列无规则，

大小不一，存在较严重的细胞肿胀，有些细胞核出现

破裂，说明基酒对肝脏的损伤较大（图 3C）。阳性对

照组存在轻微的炎症反应，细胞排列较整齐，说明保

肝药 GSH 对酒精所致的肝损伤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图

3B）。芦荟白酒组（图 3D-F）中炎症反应程度均低于

模型对照组，且低、中剂量芦荟白酒组（图 3D-E）肝

脏组织炎症反应较轻，细胞排列较整齐，说明芦荟白

酒对酒精性肝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肝脏组织图

的病理形态与小鼠血清和肝脏生化指标研究结论一

致。 

3  结论 

本文研究了芦荟白酒毒性及其对酒精性肝损伤小

鼠的保护作用。试验结果表明，芦荟白酒的半数致死

量（LD50）及其 95%，99%平均可信限均比基酒大，

表明芦荟白酒比基酒安全，急性毒性小。与基酒相比，

芦荟白酒可以显著降低血清中的 ALT、AST、TC、

TG 水平，提高肝细胞 GSH 含量，增强 SOD、GSH-PX

酶活性，降低肝组织 ALT、AST 和 MDA 水平，表明

芦荟白酒对酒精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机制与抑制脂质

过氧化，提高肝脏抗氧化酶和非酶抗氧化能力密切相

关。但芦荟白酒对酒精性肝损伤的保护效果不呈剂量

依赖关系，且低、中剂量芦荟白酒对肝损伤的缓解优

于高剂量，表明芦荟白酒虽然能够缓解酒精所致的肝

损伤，但仍需适量饮用。此外，肝脏组织病理学分析

结果同样证明了芦荟白酒对酒精性肝损伤小鼠具有保

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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