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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多糖的生物活性研究概况

闰 冰
,

李 玲
,

易杨华 (第二军医 大学药学院海洋药物研究 中心
,

上海 200433)

摘要 目的 :综述海参多糖的 生物活性研 究概况
。

方法 :查询 国 内外文献
,

探讨海参 多糖近年来药理作用的

研究进展
。

结果 :海参多糖具有抗凝血
、

抗肿瘤
、

免疫调 节
、

延缓 衰老 等多种生物 活性
。

结论 :对于海参多糖

的研究较为深入
,

该成分显 示 出较强的 生物 活性
。

关键词 海参多糖
;生物 活性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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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 (H
olothuria )为棘 皮动物 门 (E

Chinoderm a-

ta)海参纲 (H
ol‘, t h

u r o
i d

e a

) 盾手 目(A
Spidoehirota )生

物
。

全世界有 1 10 0 多种
,

我 国海域有 10 0 多种
,

2 0

余种可供食用 川
。

海参味美可 口
,

营养丰富
,

具有较

高的药用价值
,

在我国一 向被视为佐膳珍 品
。

明代

以后
,

海参收人 《本草纲 目拾遗》
,

列为补益药
。

资

料记载
,

海参具有补益精 肾
、

养血润燥的功用
。

海参

奇特的药理作用
,

引起了国内外医 药工作者的广泛

重视
。

早期研究表明
,

阿氏辐肛参 (滋ti
noP 猎a

ag。
-

s
诚)的粗制剂对 S

一

1
80 肉瘤

、

Kr
eb

s
一

n 型腹水癌有显

著抑制作用
2:。

玉足海参 (Ho l
o;huria leuco胡lilota )

粗提物对 H
ela 细胞株

、

小 鼠 S
一

1
80 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
。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
海参体壁真皮结缔组织

、

体

腔
、

内腺管及内脏均含有生物活性物质如粘多糖
,

并

且具有药理活性
,

包括抗凝血
、

抗血栓
、

抗肿瘤
、

免疫

调节等作用
,

本文就近年来海参多糖 的药理作用及

其有关机理研究综述如下
。

1 抗凝血作用

作者简介 :}司冰(1979
一

)

,

男
,

汉族
,

硕士研 究生

我国学者樊绘曾采用酶水解
、

乙醇沉淀
、

氧化脱

色
、

二乙氨乙基纤维素分离等方法
,

从刺参体壁中提

取得到刺参多糖的主要有效成分一刺参酸性粘多糖

(
stiehopus j

aPonieus aeid ie m ueopoly一s a e e
h

a r
i d

e ,

简称

Sj an lP )
一

3
j 。

国内外有关研究表明海参中酸性粘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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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由氨基己糖
、

己糖醛 酸
、

岩藻糖及硫酸基组

成
,

四者的分子比是 1 : 1 : 1 :4
,

平均分子量为55000
,

也有测得相对分子量为 50 000
。

早期报道表明刺参提取液有抗凝血作用
,

但刺

参体壁酸性粘多糖在体外有明显 的抑制血小板解聚

作用
,

由于它使血小板聚集性增高
,

产生血小板 自发

性聚集
,

在血循环 中的血小板聚集体不能通过脏器

和组织中的毛细血管而被扣下出现血小板减少
。

药

理研究表明
,

家兔注射 Si
am p 后

,

血循环 中血小板数

量明显减少
,

而血小板数量减少是 由于 Sj
am p 使血

小板聚集性增高
,

导致血小板聚集体增多所致
。

由

于血小板 的粘附聚集在早期凝血过程 中的重要作

用
,

所以血循环中血小板数量的大量消耗造成动物

早期凝血功能异常
。

Sj

a
m p 对血小板 的凝集作用并

不引起血小板 的活化和代谢
,

也不发生形态上的变

化
,

这种凝集作用使血小板不能发挥应有 的生理活

性和功能
,

从而达到抗凝血和抗血栓的目的
。

马西的研究表明 :Sj
am p 在外援凝血过程中以剂

量依赖方式抑制最大凝血酶活性的生成和加速凝血

酶活性的衰减过程
,

但都不影 响凝血酶原 活性
,

故

Sj am p 在外源凝血过程中对凝血酶生成的影响是直

接作用于凝血酶的结果
「‘〕。

Sj

a
m p 不仅有抗凝血酶

作用
,

还可 以促进纤溶
。

机制是
:
提高纤溶酶活性

,

直接降解纤维蛋白原 ;使纤维蛋 白凝胶 中的纤维蛋

白明显减少而易于被纤溶酶所清除 ;抑制纤维蛋 白

原的聚集功能
,

影响单体聚集过程
;改变纤维蛋白凝

胶结构
,

从而增强其对纤溶酶的敏感性而易于被清

除
’」。

岩 藻糖 化硫 酸 软骨 素 (fu
eosy一a te d 。

h
o n

d
r o

i t i
n

su lfa t
e ,

F C
S) 是从海参体壁 中提取出的另一种多糖

类成分
,

S uz

u
ki 等在研究海参体壁 中的多糖时发现

FC S具有抗凝血活性
,

且在一定剂量下其抗凝效力

比肝素更强烈
,

他们认为 FC S 可诱导血管 内皮细胞

膜糖胺聚糖活性的改变
,

从而改变血浆抗凝活性 :
‘l

。

M
ou ra

o

等从海参体壁 中分离到的 F C S 在家兔身上

实验后有明显 的抗血栓的活性t
’〕。

Li 研 究组也发

现
:
海参中的粘多糖具有抗血栓的作用

,

主要是影响

血液凝结的内在通路
,

粘多糖在的抗血栓作用是依

靠加速血纤维蛋白酶的活力
,

以 防止单位血纤维蛋

白的聚合
,

并改变血纤维蛋白的构筑[
8〕。

目前研究者们认为 Sj am p
、

F C S 的抗凝血
、

抗血

栓的作用机制与传统抗凝药肝素有不同之处
。

抗凝

血酶 uI (
ant it hro m bi n lll

,

A T

一

111 ) 是凝血酶等凝血 因

子的抑制剂
,

肝素的抗凝作用依赖 A T
一

111

。

Sj

a
m p 对

凝血过程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凝血酶时间延长
,

其抗

凝血酶作用 不依赖 A T
一

uI 而主要 对肝 素辅 因子 n

(h
eparin cofa etorll ,

H C

一

11 ) 依赖性
,

H e

一

n 可专一性

与凝血酶结合并水解
,

故 Sj am p 有可能用于治疗 A T
-

m 减少而需抗凝治疗的血栓性疾病
,

成为新型 的抗

凝药物
。

和 Sj
am p 相同

,

F C S 抗凝活性亦呈 H C
一

n 依

赖性
。

对玉足海参 (Ho l
ozh uria leueo胡110, a ) 酸性粘多糖

(H L
一

P) 的药理研究也较为深人
。

樊绘 曾等
Lg〕应用

碱法消化
、

钾盐和季铰盐分级纯化法
,

从玉足海参体

壁中提取出 H L
一

P

,

与刺参多糖组分相同
,

只是各糖

基比例有所差异
,

但二种酸性粘多糖 的抗凝作用相

似
。

药理研究表明 H L
一

P 能显著延长家兔凝血酶时

间 (T T )
、

白陶土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K PT T )
、

血浆凝

血酶原时间 (PT )
,

呈现较强 的抗凝活性
,

其抗凝效

应与剂量显著相关 〔’”〕
。

2 抗肿瘤作用

近年来
,

有关海参酸性粘 多糖抗肿瘤的研 究取

得了积极进展
。

一般认为抗肿瘤免疫主要是细胞免

疫
,

单核
一

巨噬细胞系统的吞噬活性是机体免疫功能

的重要指标之一
,

巨噬细胞是抗肿瘤的主要效应细

胞
。

实验研究表明 H L
一

P 能明显增加小 鼠免疫器官
一 脾脏的重量

,

提高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百分率和

吞噬指数
,

增强 机体单核
一

巨 噬细胞系统 的吞 噬功

能
,

并能对抗免疫抑制剂
一

环磷酞胺引起的免疫功能

低下 〔川
。

D N A 的恶性复制是肿瘤细胞的显著特征
,

而 Sj
am p 能显著抑 制小 鼠乳癌 和 51 80 肿瘤 细胞

D N A 的合成
,

对荷瘤小鼠正常肝细胞 DN A 的合成有

促进作用
,

说明 Sj am P 有利于正常肝细胞的增殖
,

从

而推测 Sj am p 对荷瘤小鼠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有一

定的选择作用
。

吴萍茹等采用二色桌片参鲜品经 95 % 乙 醇提

取
,

透析除盐
,

S
eP

h
ad

e x
G

一

2 0 0 柱 层析纯化
,

得 糖蛋

白 I (gpm l
一

I )

,

经蛋白酶水解得含糖量较高的糖

蛋白 n (gpm l
一

n )

。

该两种 多糖 为含有岩藻糖和

岩藻糖硫 酸醋的直链均一多糖
,

不含有其它糖 基
。

药理活性研究表明
:
gP m l

一

n 明显抑制小 鼠 51 80 肿

瘤细胞的生长
,

而 gP m l
一

I 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

gP
m

I

一

I 可增加荷瘤小鼠脾脏重量
,

但 gP m l
一

n 无此作

用
,

推测 gP m l
一

n 抑瘤作用显著 〔” J
。

3 增强免疫力

海参多糖也能提高机体的细胞免疫 功能
,

可改

善使用抗癌药物引起的机体免疫功能低下状况
。

有

资料表明
,

刺参酸性粘多糖能使人 的白细胞悬浮物

中的 E 花环数量增加
,

E A C 花环和 Sm lg 的表达
,

因

此推知它有增强细胞免疫作用
。

可能是 因为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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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活性细胞亚群
,

致使活性的 T 细胞增加
,

T 抑制

细胞数量也就增加
,

从而抑制 了 B 细胞活化 和 Sm lg

表达 ” 〕。

玉足海参多糖能明显增加小 鼠免疫器官脾脏的

重量
,

促进机体对血中碳粒的吞噬速度
,

明显提高机

体单核
一

巨噬细胞系统的吞噬功能
,

是一种作用较强

的免疫促进剂
,

可用于肿瘤病人的辅助治疗 [
’4 飞 。

二色桌片参经双酶水解
、

乙 醇沉淀等步骤从 千

参体内分离得到均一多糖纯品 pm i一 1

。

经化学反应

测定和波谱数据分析
,

确定 pm i一 1 是一种由 L
一

岩藻

糖基和 L
一

岩藻糖基4
一

硫酸醋构成 的直链均一多糖
。

它能促进小鼠脾淋巴细胞增殖
,

显著增加脾淋巴 细

胞产 生 IL一2 的水 平
,

增 强 小 鼠迟 发性 超 敏 反 应

( D T H )
,

增加脾
、

胸腺指数
,

增强细胞免疫
,

具有较强

免疫活性 :” {
。

开发新型药物的资源
。

4 延缓衰老作用

一般认为氧 自由基的增多是导致机体衰老的主

要原因
,

而超氧物歧化酶 (SO D )通过清除氧 自由基

起到延缓衰老作用
。

药理研究 表明花刺参 (St ich
o-

Pu
、 。ri eg at es se mp er )提取物能显著提高小 鼠红细胞

SO D 活性
,

具有延缓衰老作用
。

同时
,

海参可 以延长

果蝇的寿命
,

增加小鼠免疫器官胸腺和脾脏的重量
。

5 降血脂作用

Li u 等最近在研究海参粘多糖发现
:
给已服了胆

幽醇的小鼠喂了粘多糖
,

实验表 明粘多糖有一定的

降血脂的作用
。

在使用 D E A E 柱层析技术时有两个

主要的峰
,

P

一

1 峰主要包含粘多糖 (含有己糖醛酸和

氨基己糖 )
,

P

一

2 峰主要包含岩藻糖并含有少量的己

糖醛酸和氨基己糖
,

所 以使用 P
一

1 峰 (分子量范围在

20 0
一 5 0 0 K D a) 来评价 降血脂作用 的影响

。

结果显

示
:1% 的胆 菌醇会显著的增加等 离子 总胆 街醇和

L DI
J一
胆街醇

。

当已服 了 l% 胆幽醇的小 鼠又服了粘

多糖后
,

总胆幽醇和 L D L 一

胆街醇会显著的降低
,

而

H D L一胆街醇则有 了显著的增加
。

因而研究表明
,

海

参中的粘多糖在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方面有着广

阔的发展前景 [le 〕。

综上所述
,

海参 中所含有效成分
一

粘多糖
、

蛋 白

多糖
,

具有多方面的生物活性
,

在医学中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
。

随着研究 的逐步深人
,

海参很有 可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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