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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草对 II型单纯疱疹病毒的体外生长抑制作用 

金玉怀 王玉坤 顾葆 良 

(河北医学院微生物学教研室、石家庄 ) 

提 要 

茜草 为常用中药 。本研究发现 ，茜单的 甲醇提取物在体 外缅胞培 养上对 HSV-2有 明 

显的抑制 作用。在 Veto细胞上，病毒抑制数可 选 3十 对数。病毒增殖 抑制实 验表明，该 

制剂确实 抑制 了 HSV-2感染性 病毒颗粒的产生 。在不同 的细胞系上 进行比较，发 现 该制 

剂的抗病毒作用具 有明显的细胞系 依赖洼。本文 认为 ，茜草 的 甲醇提取物具有 抑制HSV-Z 

的作 用，但其有 效成分为何种， 尚待 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营草 抗病毒作用 HSV-2 

茜草 (Rubla cordifolia H．)属茜科植物，药用根茎， 祖国医学用于治疗黄疸和预 

防疮疹。药理研究证明，它对多种细菌有体外抗菌作用，对囊尾坳、羊的大肠寄生 虫等 

有杀死作用，而对 鼠、兔 、人的毒洼较低“ 。Itokawa H．等 (1983，1984) 报道， 

从茜草甲醇提取物 中分离的一种环六肽，对多种实验动物肿瘤有较好的抗肿瘤作用。 

从中草药中寻找抗病毒药物，是抗病毒药物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往许多报道表 

明，抗肿瘤药物常具有一定的抗病毒作用，某些抗菌，抗寄生虫药也表现一定的抗病毒 

活性 据此，我们对茜草进行了抗病毒作用研究， 发现茜草的甲醇提取物在体外 "qero 

和 Hela细胞上，对 HSV-2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材料 与方 法 

一

， 细奠：Veto细胞系来 自中国预 防医学 中心病毒学研究 所。BHK一21细胞 系来 自 北 京军区 

军 事医科所微生物室。Hela细胞系为{胡北基学院微 生物教研室所赠 ，按 常规进行传 代和培养 ‘̈ 。 

=、甯毒：IiSV-2来自中国预防医学中心病毒学研究所，经乳兔肾原代细癌培养传代，TcID E o 

为 1O_。／o．im]。 

三、培 基：Eagle’s MEM 培基 (日水 制药株式 )，目时加青、 链霉亲各 100u／m]， 谷氨 

酰胺 imM 及 10嘶 小 牛血请 。维持液 加 2％ 小牛血清。 

四、药蜘 

1． 茜草 甲醇提取物 制各 ：称取 一定量茜草，按 1：4比倒加入 甲醇，浸池 24小时后，纱布过 

滤除 去药渣 ，药液经水 浴蒸 发挥 击甲醇 ，所得浸膏加入双蒸 水，翩 成相 当于每 毫} 舍 1怠生药的木 

溶 液，以此为 100嘶 浓 ，滤过除苗 ，4℃ 保 存。 

2． 5-溴一2一脱氧尿嘧瘟核苷 (BuDR．市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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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茜草对细囊毒性一定：通过测定药物的细胞 生长抑制率， 确定药物的绷胞毒性 I6l。方法 

为：2×10 s细胞／ml左右的细胞 悬液 ，接种 细强培养 营，实验组 管内含有不 同浓度韵药物 ，37~C培 

养24小对 ，胰酶一EDTA混台消化液消化细舱单层，台盼薷染色，血球计数盘内计数活细胞 数， 

按下列公 式计算细胞生 长抑翩率 ： 

细胞生长抑制率一c 一—焉 襄 摹蓦鼍嚣鼍蔫一 × oo嘶 
以细胞生 长抑制率小 于l0面的药物 浓度作为 实验浓 度。 

六、药物挪俏毒指藏潮定：长成单屠的 Veto细胞 Halxks’液诜两敬后，接种 10倍系列稀释的 

HSV-2病毒液，(0．1m]／~L) 37℃吸附 l小时后，弃去来吸附病毒液，分为对照蛆和实验组，分别 

加入维持 液和合药 维持液，放 37~C 温箱培养，逐 日观察细胞 病变 ，观察 7天 后，分别 计算TCID5 0 

值 ，计算 抑制指 数： 

抑制指 数=对照 组 LogTCID 5 o一实验 组 Log TCID5 0 

七、药物对 HSV一2簋集性竹毒增殖蓐响的 定：长成均匀单层的 Vero细胞瓶，Hank s’液洗 

两次 后， 接种约 20000 TCID s o的 HSV-2液，37"C吸 附 l小 时后， 分 为对 照组和实验组 ，分 别加 

入 维持 液和含药维持 液。放37~C温箱培 养，肌感染24小对起， 分捷收获培养物(24、48、72、96小 

时 )，一60 oC保存 ，然 后在BHK一21细胞上 滴定感染 性滴麽 。 

八、不同细盼系对药嘲作用 HSV-2的影响观察：长成单层的 Veto细胞 ，BHK一21细胞和Hela 

细胞，Hanks 液洗两遍后，接 种10倍系列稀释 的 HSV～2液，分为 对照组和实 验组，分别 加入维持 

液和含药维持液 ，放 37℃温箱培养，逐 日观察细胞病变 ，观察 7天 后，分 别计算 TCID 5 o值 。 

结果与讨论 

一

、 茸草的细胞毒性测定t茜草甲醇提取物对 Veto细胞，BHK一21细胞和 Hela细 

胞均有一定毒性作用，但经 1 t 80稀释后 ，毒性 作用均巳不显著 (表 1)，故以后的实 

验均采用此浓度。 

裹1 茜簟甲茸摄取恸的细胞毒性潮定 

T le i
．

CytotoI；vit y of Metb·11oI EIt r·ct of Rubla c0 rdifolj· 

二，茜草 甲醇提取物对 HSV一2的抑制作用t在 Vero细胞上，茜草甲醇提取物实验 

缉 sV一2滴度明显降低，病毒抑制指教达3 对l数(表2)。于感染后不同时间收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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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茜草甲醇提取物对 HSV·2对增殖的影响 

F l Efrecl 。r metban 1 t⋯ l 0r R ia 

⋯ difolta 0n re~rodticlion 0f infce· 

li⋯ HSV．2 P rlicIes 

培养物，BHK一21细胞上滴定感 染滴度， 

测定药物对感染性病毒增殖的影响，结果 

可见药物实验组的感染滴度明显降低 (表 

3)。绘成病毒生长曲线 (图 1)，可见对照 

组生长曲线呈对数增长型， 而实验 组 生 

长 曲线较平直。相关检验，对照组惑染滴 

度与培养时间呈明显正相关 (r=0 o9439 

p<O．05)说明随培养时间延 长 ， HSV一2 

明显增殖，而实验病毒滴度与培养时间无 

明显相关性 (r=0．235 p>0．05)表明在 

茜草 甲醇提 取物作 用下， 病毒无明 显增 

殖 。 

裹2 蕾簟甲辞据取啊对HSV·2的挪一千乍甩 

Tsble 2 Inhibitory E fleet Df M ethenol Extract 0f Ruhia 

00rdif0】iB on HSV一2 in V eFD Cel1 Line 

裹5 昔簟 甲辟摄取懒对HSV·2增曩的骺 

Tab】e 3 Effect 0r M ethⅢ I Ezlr4el 0 r Rubi● e0TdifD】l4 

0Ⅱ Pr0ductien 0f Infe cIj0us HSV．2 P^rtie1es 

上述结果表明，茜草甲醇提取物在 Veto细胞上对 HsV一2有较强的抑翩作用，并且 

确能抑制 HSV_2感染性病毒的增殖。此外，由于在实验中，药物是在病毒吸附完成 以后 

加A的，而HSV一2又往往通过卿胞间传播，所以可以推l测药物起作用的步骤可锥是毒 

。 ．  

L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48 病毒学杂志 4．1989 

ViroIogica Sinica 

裹4 在不同细矗幕上蒲簟甲醇提取钎和B口DR对HsY-2的抑嘲作用 

T“ I 4 The luhihi％~ry Effe ct 0 C Metba~Q1 Extract of Ruhia co rdifo ii 

nd BuDR 0It tISV一2 in Different Ceff Li⋯  

I Ⅲ  i
感
re 。警L孽T度CID50，。_⋯) 组别 

G Toup 

病毒吸附阶段 以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病毒增殖抑制实验中，于病毒感染后～个复制固 

期左右 的时间(24小时)，病毒的感 染滴度已降低 84％(O．83个对数)、更支持此推测。 

三、不同细胞系对药物作用于 HSV一2的影响，以前曾有报道”“ ，药物在不同的细 

胞系上，抗病毒作用可有不 同，我们在实验中也发现 ，茜尊 甲醇提取物在 BHK-21细胞 

上对 HSV一2几乎无抑制作用，为进一步了解该制剜的抗病毒 作用是否具有细胞 系依赖 

性，同时在 Vcro细胞，BHK一21细胞和 Hela细胞上测定了其对 HSV一2的影响，以 BuDR 

作为阳性对照，结果发现 (表 4 )，在三个细胞系上各组感染性滴度存在有明显的差别 

(F检验，P<0．O1)进一步作Q检验发现；在BHK一21细匏上，蔷草甲醇提取物 与病毒 

对照组间差别无显著性 (p>0．05 BuDR组与前两组相比，差别具有非常显著意义 (p> 

O．O1)，说明在 BHK一21细胞上，BuDR对HSV一2有明显抑制作用．而茜草 甲醇提取物 

无明显抑制作用，在 Hela细胞上，茜草组、BuDR组与病毒对照组相 比，差 别均非常显 

著意义 (p>0．01)，两药物处理 组之间相比，差别也有显著性 (P=0．05)，说明在 Hela 

细胞上，两药均能抑制 HSV-2，其中茜草 甲醇提取物的抑制作用较 BuDR为强；在 Vero 

细胞上， 两药物处理组与病毒对照组相比， 差别均具有非常显著意义，(p<0．Ot)，两 

药物处理组之间无显著差 别 (p>O．05)。说明在 Vcro细胞上， 两药对 HSV一2均有相同 

抑制作用。 

从上述三种细胞系上的实验 结果可 以看出， 营草的抗 HSV一2作用具有明显的细胞 

系依赖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困尚不清楚，可能与细胞本身的遗传持性有关，不 同的细 

胞系具有不同的生理生化特性，这种特性可能影响药物的抗病毒作用。 

四、根据 实验，茜草抗 HSV-2作用明显，但其有效成份是什么。 尚有待 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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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Antiviral Effect of Methanol Extract 

of Rubia cordifolia against Herpes Simplex Viru s 2 in vitro 

Jin Yu—Huai W ang Yu—kun Gu Bao—liang 

(Microbiology Departmenl of~ebei Modicat College，Shigiazhuang) 

Rubia cordifolia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drug
．
In this paper， it was repo— 

rted that the m ethanol extract of this drug showed significant antiviral effect 

against herpes simplex virus 2 in vitro
．
In Vero cell line

，
virus inhibiting in- 

dex reached 3 log． Virus reproduction inhibiting test showed that the reprodu— 

ction of infectious virus particles was inhibited
．
By comparing the antiviral 

effect of this gent in different cell line
． 

it wa9 found that the antiviral ef～ 

feet of this extract WaS cell line dependent
． 

Key w ords} Ruhia cordlfolia Antivira1 effect HSV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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