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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荟多糖对体外培养人表皮细胞分泌细胞因子及 
一 氧化氮的影响 

陈晓东 黄丽英 吴伯瑜 江琼 王中成 林新华 

【摘要】 目的 研究芦荟多糖对体外培养人表皮细胞分泌细胞因子及一氧化氮(N0)的影响。方法 测 

定经 25、5O、100、200和 400 mg／L不同浓度芦荟多糖作用后的人表皮细胞培养上清液中转化生长因子一a 

(TGF—a)、TGF—p 、白细胞介素一16(IL一16)、IL一6、IL一8、肿瘤坏死因子(TNF)及 NO的水平；对照组则用 

等体积的细胞培养液处理。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经芦荟多糖作用后，培养液中TGF—a、TGF—p，、IL一16、 

IL一6、IL一8和 TNF水平呈不同程度升高，其差异有显著性(P<O．05或 P<0．01)；且随着芦荟多糖作用浓 

度的增加，其效应与剂量明显相关(P<O．01)；而 NO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呈显著性下降(P<O．01)，量一效关系 

明显(P<O．01)。结论 芦荟多糖促进人表皮细胞分泌 TGF—a、TGF—p 、IL一1p、IL一6、IL一8及 TNF，而对 

N0释放则具有抑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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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loe vera polysaccharide on the release of cytokines and nitric oxide in cultured human keratinoe ytes 

CHEN Xiao—dong ，HUANG Li—ying。WU Bo—yu，JlANG Qiong，w ANG Zhong —cheng，LlN 

Xin—hua． Provincial Burns Institute。Union Hospital，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1， 

Fujian，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polysaccharide extracted from Aloe Barbadensis on 

the release of cytokines and nitric oxide(N0 )in cultured human keratinocytes． M ethods The levels o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a(TGF—a)，TGF—pl，interleukin一16(IL一16)，IL一6，IL一8，tumor necrosis 

factor(TNF)and NO in the supernatants of keratinocyte culture in which culture media containing 25，50， 

1 00，200，400／~g／ml，respectively of aloe polysaccharide were assayed．In the control group equal volume of 

media without the polysaccharide was used．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the levels of TGF—a， 

TGF一岛，IL一1p，IL一6，IL一8 and TNF in the supernatants of cultured keratinocyt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when aloe polysaccharide was added (P< O．05 or P< 0．01)，and they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aloe polysaccharide (P< 0．01)．However，aloe polysaccharide markedly decreased the level 

of NO in fl dose dependent manner(P< 0．01)．Conclusion Aloe polysaccharide could promote keratinocytes 

tO secrete TGF—Ct，TGF一81，IL一18，IL一6，IL一8 and TNF，and inhibit the release of 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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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因子及一氧化氮(No)在创面愈合过程中 

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们可以调节愈合过程中的多种 

细胞反应，并影响到细胞的增殖、迁移、细胞外基质 

合成与释放等。 。芦荟是一种多年生百合科芦荟属 

肉质的草本植物。作为一种传统的中草药，芦荟具有 

良好的抑菌、抗炎、促进创面愈合等药理作用。矗 ，其 

中芦荟多糖成分起着主要作用。本研究中从药用库 

拉索芦荟中提取芦荟纯多糖作用于人表皮细胞，研 

究芦荟多糖对表皮细胞体外分泌细胞因子及NO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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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并探讨芦荟多糖在创面愈合过程中可能的作 

用机制。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剂及仪器：选择库拉索芦荟制备芦荟多糖， 

应用醇沉淀法提取粗多糖后，经 Sephadex G一100 

凝胶柱层析纯化，并通过气相色谱、红外光谱、核磁 

共振光谱、高碘酸氧化、Smith降解等方法，确定该 

纯化的芦荟多糖为 p—D一乙酰化甘露聚糖，其糖含 

量为 81．1l 。无血清角朊细胞培养基(DK—SFM) 

及胰酶购自Gibco公司，其他化学试剂均为 Sigma 

公司的产品。主要的设备有：Bio—Tek ELx 800酶 

标仪(美国)、SHEL—LAB二氧化碳(CO。)培养箱 

(美国)、FD一1冷冻干燥机(北京)。 

1．2 实验方法 

1．2．1 分组：将人表皮细胞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 

组，对照组加DK—SFM培养液，实验组分别加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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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浓度为 25、50、i00、200和 400 mg／L芦荟多糖的 

DK—SFM培养液，该培养液临用时配制。 

1．2． 细胞培养收集上清液：取 3～4代融合培养 

的人表皮细胞，经等体积、质量分数为 0．25 的胰 

蛋白酶和 0．02 的乙二胺 四乙酸(EDTA)消化后 ， 

用 DK—SFM 培养液配制成单细胞悬液，按每孔细 

胞数为 3×10‘个接种于 12孔培养板中，加入培养 

液，置 36．5℃、体积分数为 5％的CO ，培养 24 h； 

贴壁后更换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培养液，每孔 2 ml， 

置 36．5℃、5 Co 继续培养，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设 8个复孔；作用 48 h后，吸取培养上清液，置于 
一 8O℃保存。 

1．2．3 转化生长因子一a、p，(TGF—a、p，)及细胞因 

子检测：TGF—p 、白细胞介素一I~(IL一113)、IL一6 

和 lL一8的测 定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法 (ELlSA)， 

TGF—p1试剂盒由上海茂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lL一1p、lL一6和 lL一8试剂盒 由法 国 Diaclone公 

司提供。TGF—a、肿瘤坏死因子(TNF)测定采用放 

射免疫法，试剂盒由解放军总医院科技开发中心放 

射免疫研究所提供。将上清液冷冻、干燥、浓缩后，用 

试剂盒中的样品稀释液复溶样本，浓缩样本的检测 

严格按说明书进行。 

1．2．4 NO测定：细胞培养上清液中NO测定采用 

Green法“ 。 

1．3 统计学处理：数据以均数士标准差( 士s)表 

示，两组数据比较采用 ANOVA分析，数据相互关 

系采用相关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统 

计资料采用 SPSS 12．0统计软件包完成。 

2 结 果 

2．1 表皮细胞培养液中 TNF及 NO水平(表 1)： 

不同浓度芦荟多糖组 TNF水平均上升，且增加趋 

势与剂量明显相关(r一0．974，P<0．01)，400 mg／L 

芦荟多糖组中TNF水平与对照组及 25 mg／L芦荟 

多糖组比较，其差异具有显著性(P均<O．05)；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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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芦荟多糖组培养液中的NO水平与对照组比较 

均呈不同程度下降，差异具有显著性(P均<O．01)， 

并且随芦荟多糖浓度的增加而下降(P<O．05或 

P<0．01)，量一效关系显著(r一一0．815，P<0．01)。 

表 1 芦荟多糖对表皮细胞体外分泌 TNF及NO 

水平的影响(i士s，H一8) 

Table 1 Levels of TNF and NO in the culture 

medium of keratinocytes(x+s，H一8) 

50 rag／L组 比较 ： P<O．05 

2．2 表皮细胞培养液中TGF—a和 TGF一岛的水 

平(表 2)：与对照组比较，不同浓度芦荟多糖组培养 

液中 TGF—a水平呈不同程度升高，其差异具有显 

著性(P<O．05或 P<0．01)；400 mg／L芦荟多糖 

组中TGF—p，水平与对照组 比较呈显著性升高 

(P<O．05)；随着芦荟多糖作用浓度的增加，培养液 

中TGF—a和TGF—p，水平也呈不同程度的增加， 

其趋势与剂量有明显相关性(r值分别为 0．867和 

0．996，P均<O．01)。 

2．3 表皮细胞培养液中 ILs的水平(表 2)：不同浓 

度芦荟多糖组培养液中 lL一1p、IL一6及 IL一8水 

平与对照组比较呈不同程度升高，其中芦荟多糖各 

组中lL一1p和IL一6水平及 100、200和 400 mg／L 

芦荟多糖组中IL一8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 

有显著性(P均<O．01)，并随着芦荟多糖浓度的增 

加，培养液中 lL一1p、IL一6及 IL一8水平也呈不同 

程度增加，量一效关系显著(r值分别为 0．910、0．935 

和 0．856，P均<O．01)。 

表2 表皮细胞培养液中TGF—a、TGF—p 和 ILs的水平(i士s，H一8) 

Table 2 Levels of TGF—a，TGF—pl and interleukins in the culture medium of keratinocytes(x+s，H一8)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一P<0．01；与芦荟多糖 25mg／L组比较：AP<0．05，AAp<0．01；与芦荟多糖 50mg／L组比较： 

△△P<0．01；与芦荟多糖 100 mg／L组比较： 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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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研究表明，芦荟具有促进创面愈合等功能，而芦 

荟多糖则是芦荟中主要生物活性成分 。创面愈合 

首先表现为局部炎症反应，由多种炎性介质介导，这 

种局部炎症反应不仅是清除坏死组织和异物所必 

需，而且可同时启动和调控创面修复，进入细胞增殖 

修复状态，在表皮生长因子(EGF)、碱性成纤维细胞 

生长因子 (bFGF)、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PDGF)、 

TGF—a和TGF—p。等细胞因子作用下，促进了细 

胞增殖及细胞间基质蛋白合成 呻 。 

本研究表明，芦荟多糖能促进表皮细胞以自分 

泌形式合成 TGF—a，TGF—a可刺激表皮细胞、成 

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增殖，对创面愈合起促进作用； 

芦荟多糖可促进表皮细胞合成 TGF—p。，TGF—B 

在体内则可刺激血管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的增殖， 

加速血管化和上皮化，促进胶原合成与成熟n”。有 

研究表明，芦荟可通过促进创面组织的胶原更新来 

影响创面愈合n̈ 。芦荟多糖能够不同程度地促进表 

皮细胞分泌IL一1 、IL一6、IL一8和TNF，其分泌的 

IL一1p、IL一6、IL一8和 TNF一方面可能作为炎症 

介质参与局部炎症反应，另一方面对自身或其他细 

胞的增殖起不同调节作用。有资料显示，TNF作为 
一 种创伤局部介质，能促进成纤维细胞成熟，或在 

IL一1及 IL一6共同作用下，可诱导组织损伤后的 

修复作用。 ；而 IL一6对表皮细胞也有活化增殖作 

用。 ，并且能间接诱导表皮细胞的迁移n。 ；IL一8 

是一种前炎性细胞因子，它不但可促进表皮细胞生 

长、增殖 ，而且可加速新生血管形成“ 。 

NO在炎症过程 中可能具有调节炎症反应的作 

用。研究表明，低浓度NO可促进体外培养表皮细胞 

增生，高浓度时则可抑制其增生并促进细胞表达终 

末分化标记物n‘ ∞。本研究结果显示，芦荟多糖对 

表皮细胞体外分泌NO有抑制作用，可能有利于表 

皮细胞的生长和胶原合成，其机制可能与细胞因子 

间构成网络来调控局部炎症反应及创面修复有关。 

· 科 研 新 闻 速 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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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内给予精氨酸能促进肠缺血一再灌注时早期促炎转录因子的表达 

美国学者最近报道了肠内给予精氨酸和谷氨酰胺对肠缺血一再灌注损伤时早期致炎因子的影响。研究人员将肠系膜上动 

脉夹闭 60 min后松夹 6 h，在夹闭后立即向空肠袋内注满精氨酸或谷氨酰胺(60 mmol／L)，并设对照。应用电泳法对空肠组织 

核转录因子一~B(NF—zB)以及激活蛋白一1(AP一1)进行分析，并检测AP一1家族中C—jan和 C—los的基因表达。结果显示， 

NF—KB和AP一1在肠缺血一再灌注过程中均被活化。给予精氨酸的动物 AP一1表达显著高于给予谷氨酰胺者，但 NF—KB在 

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研究者认为：精氨酸能增加促炎转录因子 AP一1的表达 ，而不能增加NF一．cB的表达，提示精氨酸可能 

通过一种未知的机制对危重症患者造成损害。 浦践一，编译 自《J Trauma》，2005，58：455—461；胡森，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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