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鳕鱼肝油软胶囊增强小鼠免疫功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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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鳕鱼肝油软胶囊增强小鼠的免疫功能。以鳕鱼肝油软胶囊０．０４２、０．０８３、０．２５０ｇ／ｋｇ
３个剂量给予小鼠经口灌胃一个月，进行小鼠细胞免疫功能、体液免疫功能、单核 －巨噬细胞功能
及ＮＫ细胞活性测定。结果表明：０．２５０ｇ／ｋｇ组加ＣｏｎＡ孔与不加ＣｏｎＡ孔吸光度的差值、耳壳增重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玉米油组，下同）（Ｐ＜０．０５）；０．２５０ｇ／ｋｇ组小鼠溶血空斑数及血清半数溶血值
（ＨＣ５０）极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０．２５０ｇ／ｋｇ组小鼠吞噬指数 ａ极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１）。研究表明鳕鱼肝油软胶囊具有增强小鼠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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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鳕鱼又名鳘鱼，是主要食用鱼类之一。从深海
鳕鱼肝脏中提取的鳕鱼肝油主要成分是维生素 Ａ
和维生素 Ｄ［１］，还含有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２］。

研究表明，鱼肝油可以明显降低儿童佝偻病，可有效

预防维生素 Ａ和维生素 Ｄ缺乏，增强婴幼儿免疫
力、减少呼吸道感染发病率、促进儿童视力正常发

育、缓解炎症［３－８］。鳕鱼肝油在小鼠免疫系统中起

着重要作用，与其含有的生物活性成分有关［９］。研

究表明儿童在幼年时期补充维生素 Ａ和维生素 Ｄ

对其成长后一生的免疫力产生积极影响，众多多不

饱和脂肪酸营养强化保健品被不断开发出来［１０］，对

多不饱和脂肪酸生理学营养功能的研究和应用也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１１］。因此，开发鳕鱼肝油制剂

类产品，对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以鳕鱼肝油软胶囊为材料，对鳕鱼肝油软

胶囊增强小鼠免疫功能进行了试验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１．１．１　原料与试剂

鳕鱼肝油软胶囊（含维生素 Ａ５２．８ｍｇ／１００ｇ，
维生素 Ｄ１．５６ｍｇ／１００ｇ，ＤＨＡ１４ｍｇ／１００ｇ，ＥＰＡ
７９ｍｇ／１００ｇ），由山东禹王制药有限公司提供。

ＳＰＦ级ＣＩ／Ｆ１代健康雌性小鼠２００只（上海西
普尔－必凯实验动物有限公司），体重１９．０～２１．９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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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许可证号：ＳＣＸＫ（沪）２０１３－００１６，合格证号：
２００８００１６４５８８４。试验动物饲养环境：温度 ２０～
２５℃，相对湿度４０％～７０％。

２，４－二硝基氟苯 （ＤＮＦＢ），绵羊红细胞
（ＳＲＢＣ），豚鼠血清，印度墨汁，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刀豆球蛋
白Ａ（ＣｏｎＡ），溴化噻唑蓝四氮唑（ＭＴＴ），异丙醇，水
杨酸缓冲液，都氏试剂，ＹＡＣ－１细胞，乳酸脱氢酶
（ＬＤＨ）基质液。
１．１．２　仪器与设备

打孔器，Ｔ１０００型电子天平，ＪＡ２００３型电子天
平，ＳＧ－６０３生物安全柜，多功能酶标仪，二氧化碳
培养箱，ＪＪ－１００电子天平。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剂量选择与受试物给予方式

据人体口服推荐量（每人０．５ｇ／ｄ，以体重６０ｋｇ
计），鳕鱼肝油软胶囊样品低、中、高剂量分别为

００４２、０．０８３、０．２５０ｇ／ｋｇ（分别相当于受试样品人
体推荐摄入量的５、１０、３０倍）。分别取鳕鱼肝油软
胶囊内容物加玉米油配制成质量浓度分别为４．２、
８．３、２５ｍｇ／ｍＬ低、中、高剂量受试样品，对照组予以
等体积的玉米油，每天给予小鼠经口灌胃１次，灌胃
体积为０．０１ｍＬ／ｇ，连续灌胃一个月后测定各项增

强免疫功能指标。

１．２．２　免疫功能指标测定
将２００只健康雌性小鼠随机分成５组。第１组

进行小鼠体重和脏体比的测定；第２组进行小鼠细胞
免疫功能试验（ＣｏｎＡ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
ＤＮＦＢ诱导小鼠迟发型变态反应（ＤＴＨ））；第３组进
行小鼠体液免疫功能试验（抗体生成细胞检测，血清

溶血素测定）；第４组进行小鼠单核－巨噬细胞功能
试验（小鼠碳廓清，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

胞）；第５组进行自然杀伤细胞（ＮＫ）细胞活性测定。
１．２．３　数据统计分析与结果判定

用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对各试验数据进行处理。在
细胞免疫功能、体液免疫功能、单核 －巨噬细胞功
能、ＮＫ细胞活性４个方面任两个方面结果阳性，可
判定该受试样品具有增强免疫功能。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鳕鱼肝油软胶囊对小鼠体重和脏体比的影响
（见表１）

由表１可见，经口给予小鼠不同剂量的鳕鱼肝
油软胶囊一个月后，各剂量组小鼠的体重增长值、胸

腺体比和脾脏体比与对照组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表１　鳕鱼肝油软胶囊对小鼠体重和脏体比的影响

组别 动物数（只） 体重增长值／ｇ 胸腺体比／％ 脾脏体比／％
对照组 １０ ４．４２±１．６４ ０．２４４±０．０２１ ０．４１８±０．０４１
低剂量组 １０ ５．１２±１．２８ ０．２４５±０．０３４ ０．４３６±０．０５５
中剂量组 １０ ４．５４±１．２２ ０．２３０±０．０２４ ０．４１７±０．０３０
高剂量组 １０ ４．４３±１．４８ ０．２４１±０．０３３ ０．４２０±０．０７９

２．２　鳕鱼肝油软胶囊对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和
ＤＴＨ的影响

经口给予小鼠不同剂量的鳕鱼肝油软胶囊一个

月后，用ＭＴＴ法进行 ＣｏｎＡ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
转化试验，计算加ＣｏｎＡ孔与不加ＣｏｎＡ孔吸光度的
差值；用耳肿胀法进行 ＤＮＦＢ诱导小鼠 ＤＴＨ试验，
计算耳壳增重，结果见表２。

表２　鳕鱼肝油软胶囊对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
和ＤＴＨ的影响

组别
动物数

（只）

加ＣｏｎＡ孔与不加ＣｏｎＡ孔
吸光度的差值

耳壳增重／
ｍｇ

对照组 １０ ０．０２１±０．００４ １３．０±３．１
低剂量组 １０ ０．０２２±０．００８ １３．７±１．８
中剂量组 １０ ０．０２５±０．００９ １４．０±２．７
高剂量组 １０ ０．０３１±０．０１０ １５．８±１．６

　注： 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由表２可见，高剂量组加 ＣｏｎＡ孔与不加 ＣｏｎＡ

孔吸光度的差值和耳壳增重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
２．３　鳕鱼肝油软胶囊对小鼠抗体生成细胞（溶血
空斑数）和血清半数溶血值的影响

经口给予小鼠不同剂量的鳕鱼肝油软胶囊一个

月后，用Ｊｅｒｎｅ改良玻片法进行小鼠抗体生成细胞
试验，计算溶血空斑数，用半数溶血值法测定小鼠的

血清半数溶血值（ＨＣ５０），结果见表３。
表３　鳕鱼肝油软胶囊对小鼠溶血空斑数

和血清半数溶血值的影响

组别 动物数（只）
溶血空斑数／
（个／１０６脾细胞）

ＨＣ５０

对照组 １０ ７２±２７　 ７０±１７

低剂量组 １０ ６５±１９　 ７５±２４

中剂量组 １０ ９８±２７　 ８０±１９

高剂量组 １０ １１３±３６ ９１±１０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１。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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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３可见，高剂量组小鼠溶血空斑数和血清
半数溶血值均极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
２．４　鳕鱼肝油软胶囊对小鼠碳廓清能力、小鼠腹腔
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的吞噬率及吞噬指数的影响

经口给予小鼠不同剂量的鳕鱼肝油软胶囊一个

月后，进行小鼠碳廓清试验，计算吞噬指数 ａ；用半

体内法进行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试验，

计算吞噬指数及吞噬率，结果见表４。由表４可见，
高剂量组小鼠吞噬指数 ａ极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１），各剂量组小鼠的吞噬率、吞噬指数与对
照组相比，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表４　 鳕鱼肝油软胶囊对小鼠吞噬指数ａ、吞噬率及吞噬指数的影响

组别 动物数（只） 吞噬指数ａ　　 吞噬率／％ 吞噬指数

对照组 １０ ５．１６±０．８０ ２３．６±３．３ ０．２７±０．０４
低剂量组 １０ ５．８７±０．９４ ２４．０±３．３ ０．２７±０．０３
中剂量组 １０ ６．０７±０．７４ ２４．６±３．６ ０．２７±０．０３
高剂量组 １０ ６．６０±０．９５ ２６．０±２．７ ０．３０±０．０３

２．５　鳕鱼肝油软胶囊对小鼠ＮＫ细胞活性的影响
经口给予小鼠不同剂量的鳕鱼肝油软胶囊一个

月后，用乳酸脱氢酶测定法进行小鼠 ＮＫ细胞活性
测定，结果见表５。
表５　鳕鱼肝油软胶囊对小鼠ＮＫ细胞活性的影响

组别 动物数（只） ＮＫ细胞活性／％
对照组 １０ １９．７±３．６
低剂量组 １０ ２１．７±６．１
中剂量组 １０ ２１．９±２．８
高剂量组 １０ ２２．４±２．７

　　由表５可见，各剂量组小鼠的 ＮＫ细胞活性与
对照组相比，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３　结　论

鳕鱼肝油软胶囊以 ０．０４２ｇ／ｋｇ（低剂量组）、
００８３ｇ／ｋｇ（中剂量组）、０．２５０ｇ／ｋｇ（高剂量组）连
续给予小鼠经口灌胃一个月，对小鼠进行免疫功能

测定。结果显示：高剂量组加 ＣｏｎＡ孔与不加 ＣｏｎＡ
孔吸光度的差值和耳壳增重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玉

米油组，下同）（Ｐ＜０．０５），高剂量组小鼠溶血空斑
数、血清半数溶血值（ＨＣ５０）和吞噬指数 ａ均极显著
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各剂量组小鼠的体重增长
值、胸腺体比、脾脏体比、吞噬率、吞噬指数和ＮＫ细
胞活性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上述结果表明，在本试验条件下鳕鱼肝油软胶

囊具有增强小鼠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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