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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以不同剂量核桃油连续给小鼠灌胃, 3 周后检测小鼠肝、脑组织中总抗氧化能力 (T 2AOC)、超氧化

物歧化酶 (SOD )、过氧化氢酶 (CA T ) 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 2PX ) 的活性。结果表明, 与对照组相比,

17 mL ö(kg·d) 核桃油可显著 (P < 0. 05) 提高小鼠肝、脑组织中 T 2AOC, SOD , CA T , GSH 2PX 的活力, 表明该剂量

核桃油可以提高酶的抗氧化作用, 且剂量达 33 mL ö(kg·d)时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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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基是生物体中生化反应的普遍中间介质或

称非特异性调节剂。在正常生理情况下, 活性氧的产

生与清除可维持在一个有利无害的极低水平, 但在

衰老、应激、疾病情况下发生活性氧对重要生物分子

的损伤, 引起组织损害和器官退行性变化[1 ]。机体抗

氧化防御体系中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过氧化氢

酶 (CA T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 2PX ) 和总抗

氧化能力 (T 2AOC) 对氧化与抗氧化平衡起着重要

作用, 可以有效阻断自由基引起的连锁反应, 从而起

到抗氧化、抗衰老作用[2 ]。因此, 具有清除自由基效

能的某些外源性抗氧化剂, 如抗坏血酸、维生素 E、

胡萝卜素类、多酚类等受到了重视[3 ]。

核桃, 又名胡桃, 仁中含油 650～ 700 gökg, 不

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800 gökg 以上, 其中亚油酸占

62. 2% , 亚麻酸占 13. 4%。除此之外, 核桃油中还含

有多种微量元素, 如Ca, P, K, Zn,N a, Fe, Cu,M n 及

维生素A ,D , E 等[4 ]。对核桃油功能的研究目前多集

中在降低血脂和血液粘度及改善记忆等方面, 而对

核桃油的体内抗氧化作用研究很少。本研究以不同

剂量核桃油连续给小鼠灌胃, 研究其对小鼠体内抗

氧化酶活性及总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为把核桃油开

发成抗氧化功能食品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ICR 5 周龄雄性小鼠 (22±2) g, 陕西省中医药

研究院提供; 基础饲料由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提供。

总蛋白标准品、总抗氧化能力 (T 2AOC ) 测试

盒、SOD 测试盒、考马斯亮蓝蛋白测试盒、GSH 2PX

测试盒、CA T 测试盒均由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提供; 离心机: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722 型光栅分

光光度计: 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 HH 24 数显恒温水

浴箱: 浙江金坛市富华电器有限公司; H 21 微型混合

器: 上海康禾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1. 2　方　法

取 40 只 ICR 雄性小鼠, 按体重随机分为 4 组,

每组 10 只, 即正常对照组、核桃油低剂量组 (9

mL ö(kg·d) )、核桃油中剂量组 (17 mL ö(kg·d) )、

核桃油高剂量组 (33 mL ö(kg·d) ) , 各组均饲以基

础饲料, 自由饮水。核桃油试验组每天定时给核桃油

1 次, 正常对照组灌胃等量的生理盐水, 持续 3 周,

末次灌胃后禁食 24 h (可自由饮水) , 处死小鼠, 迅

速解剖取出所需脏器, 用预冷生理盐水洗去血渍、滤

纸吸干, 按试剂盒说明对样本进行处理, 并测定 T 2
AOC, SOD , CA T , GSH 2PX 活性。

核桃油用石油醚提取核桃仁制得, 核桃仁购自

西安市炭市街。

1. 3　统计方法

试验数据以 X
-
±S 表示, SA S 软件进行统计处

理和显著性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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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核桃油对小鼠肝、脑组织中 T 2AOC 的影响

　　表 1 结果显示: 对小鼠肝组织 T 2AOC, 核桃油

高剂量组和低剂量组与正常对照组之间差异显著

(P < 0. 05) , 中剂量组与正常对照组之间差异极显

著 (P < 0. 01) , 表明核桃油对肝组织 T 2AOC 有显著

的提高作用。对小鼠脑组织 T 2AOC, 中剂量组与正

常对照组之间差异极显著, 高剂量组与正常对照组

之间差异显著, 说明 17 mL ö(kg·d) 核桃油提高脑

组织 T 2AOC 的效果最好。

表 1　核桃油对小鼠肝、脑组织中 T 2AOC 的影响 (n= 10, X
-
±S )

T ab le 1　Effect of w alnu t o il on T 2AOC in liver and brain of m ice (n= 10, X
-
±S )

组别
Group

核桃油剂量ö
(mL ·kg- 1·d- 1)
W alnu t o il do se

T 2AOCö(U ·m g- 1)

肝组织 L iver tissue 脑组织B rain tissue

正常对照组N o rm al con tro l group 0 2. 70±0. 93 2. 39±0. 72

低剂量组 L ow do se group 9 5. 54±2. 4 a 2. 76±0. 51

中剂量组M edium do se group 17 6. 28±1. 65 A 4. 90±0. 81 AB

高剂量组 H igh do se group 33 5. 14±2. 04 a 3. 53±0. 74 ac

　　注: 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P = 0. 01, P = 0. 05 水平下差异显著; 其中 a (A )表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b (B) 表示与低剂量组

相较, c (C)表示与中剂量组相比。下表同。

N o te:M eans fo llow ed by the differen t cap ital and sm all letters is sign ifican tly differen t at P = 0. 01, 0. 05 level respectively. a (A )V s. no r2

m al con tro l group, b (B)V s. low do se group, c (C)V s. m edium do se group. T he fo llow ing tab les are the sam e.

2. 2　核桃油对小鼠体内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表 2 结果显示, 3 个不同剂量核桃油组小鼠肝

组织中 CA T 活性与正常对照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且各剂量组之间 CA T 活性也无显著差异, 说明核

桃油对小鼠肝组织中 CA T 活性无显著影响; 除

CA T 外, 不同剂量核桃油对小鼠体内其他抗氧化酶

活性均有不同程度提高, 当剂量达 33 mL ö(kg·d)

时, 无论是与正常对照组还是与其他两个剂量组相

比, 影响均达极显著水平, 说明高剂量核桃油对小鼠

体内抗氧化酶活性提高效果最好。
表 2　核桃油对小鼠体内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n= 10, X

-
±S )

T ab le 2　Effect of w alnu t o il on activit ies of an tiox idase in liver and brain of m ice (n= 10, X
-
±S ) U öm g

组别
Group

核桃油剂量ö
(mL ·kg- 1·

·d- 1)
W alnu t
o il do se

SOD CA T GSH 2PX

肝组织
L iver tissue

脑组织
B rain tissue

肝组织
L iver tissue

脑组织
B rain tissue

肝组织
L iver tissue

脑组织
B rain tissue

正常对照组
N o rm al con tro l
group

0 144. 74±17. 94　　 71. 99±13. 65 15. 75±0. 84 8. 09±0. 58　　 55. 01±7. 31　　 45. 41±4. 16　　

低剂量组
L ow do se
group

9 148. 74±10. 24 78. 50±5. 30 a 15. 91±1. 12 8. 62±0. 84 64. 72±7. 11 a 45. 26±1. 87

中剂量组
M edium do se
group

17 151. 23±7. 13 96. 84±12. 80 A b 16. 75±2. 07 9. 08±0. 74 a 65. 29±4. 73 a 49. 81±2. 26 ab

高剂量组
H igh do se
group

33 337. 96±32. 22 A C 88. 38±9. 20 a 16. 65±2. 23 9. 22±0. 89 a 72. 04±4. 34 A bc 52. 98±4. 28 ab

3　讨　论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内抗氧化能力逐渐下降, 清

除自由基能力减弱, 过剩的自由基攻击生物膜系统

中富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酸、DNA、蛋白质和其他生

物大分子, 引发脂质过氧化反应。而机体抗氧化酶系

统中 SOD , CA T , GSH 2PX 和 T 2AOC 的活力高低

间接反映了机体清除自由基能力的强弱[5～ 7 ]。目前,

国内外对核桃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分方面[8～ 10 ],

对其生理功能研究多见于降血脂方面[11 ] , 而有关核

桃油对小鼠体内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却少见报道。

本研究结果表明, 17 mL ö(kg·d) 核桃油对小鼠肝、

脑组织中 T 2AOC, SOD , CA T , GSH 2PX 活力有显

著提高作用, 当剂量达 33 mL ö(kg·d)时, 对抗氧化

酶活性影响极显著, 从而间接说明适量核桃油有助

于增强机体清除自由基。至于核桃油是否具有直接

清除自由基作用, 以及其提高抗氧化酶活力的量效

关系、作用机理和有效活性成分等还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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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w alnu t o il on the act ivit ies of an t iox idase and

to ta l an t iox ida t ion capacity (T 2AO C) in v ivo of m ice

FAN Xue-hui1,L I J ian -ke2, ZHANG Qing-an 2, SH I J in -zhu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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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act ivit ies of SOD , CA T , GSH 2PX and T 2AOC in liver and b ra in of m ice w ere determ ined

after th ree2w eek in tragastric supp lem en ta t ion of w alnu t o il of d ifferen t do ses.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in

con trast to no rm al con tro l group , the do se of w alnu t o il of 17 mL ö(kg·d) cou ld obviou sly imp rove the ac2
t ivit ies of T 2AOC, SOD , CA T , GSH 2PX in liver and b ra in of m ice, the best do se is 33 mL ö(kg·d). It sug2
gests tha t w alnu t o il had good effects of an t iox idat ion on liver and b ra in of m ice and m ay be u sed as an an2
t iox idan t.

Key words: w alnu t o il; an t iox idase; to ta l an t iox idat ion capacity (T 2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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