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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山药提取物制剂增强免疫力功能实验研究

陈　垚

日照市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山东日照　276800

　　摘要　目的　观察复方山药提取物制剂对小鼠增强免疫力功能的影响。方法　将160只实验小鼠

随机分为Ⅰ~Ⅳ组,每大组40只。每大组再细分溶媒对照组和复方山药提取物制剂低(200mg/kg·

bw)、中(400mg/kg·bw)、高(1200mg/kg·bw)三个剂量小组,每小组10只。小鼠连续经口灌胃30
d后,按《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中增强免疫力功能的检验方法,测定其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单

核-巨噬细胞吞噬功能指标及 NK 细胞活性。结果　高剂量组小鼠足跖肿胀度、抗体生成细胞数、NK
细胞活性、吞噬鸡红细胞的吞噬指数均显著高于溶媒对照组(P<0.05),中剂量组小鼠 NK 细胞活性、
吞噬鸡红细胞的吞噬指数显著高于溶媒对照组(P<0.01)。与溶媒对照组比较,各剂量组小鼠体重增

长、胸腺/体重比值、脾脏/体重比值、血清溶血素水平、淋巴细胞增殖能力、单核-巨噬细胞碳廓清能力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复方山药提取物制剂能显著提高实验小鼠迟发型变态反应能

力、抗体生成细胞数、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的能力和 NK细胞活性,具有增强免疫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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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observetheeffectofcompoundcommonyamrhizomeextractpreparationonenhan-
cingimmunefunctionofmice.Methods　Atotalof160experimentalmicewererandomlydividedintogroupsⅠ~ Ⅳ,

with40miceineachpart.Eachexperimentpartwasrandomlydividedintofourgroups,thesolventcontrolgroup
andthecompoundyamextractpreparationgroups:low-dose(200mg/kg·bw),medium-dose(400mg/kg·bw)and
high-dose(1200mg/kg·bw),with10miceineachgroup.Theindexesofcellularimmunity,humoralimmunity,

phagocyticfunctionofmonocyte-macrophageandNKcellactivityweredeterminedaccordingtotheassessmentof
enhancingimmunefunctioninTechnicalStandardsforTesting & AssessmentofHealthFoodafter30daysof
continuousoraladministration.Results　Thedegreeoftoesandankleswelling,antibodyformingspleencells,NK
cellactivityandthephagocytosisofabdominalmacrophagesinhigh-dosegroup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
insolventcontrolgroup(P<0.05).NKcellactivityandthephagocytosisofabdominalmacrophagesinmiddle-dose
group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insolventcontrolgroup(P<0.01).Comparedwiththesolventcontrol
group,therewerenosignificantdifferencesinbodyweightgrowth,thymus/bodyweightratio,spleen/bodyweight
ratio,levelofserumhemolysin,lymphocyteproliferationability,monocyte-macrophagecarbonclearanceabilityin
eachdosegroup(P>0.05).Conclusion　Thecompoundyamextractcansignificantlyimprovetheabilityofdelayed
typehypersensitivity,thenumberofantibody-producingcells,theabilityofmacrophagestophagocytosisofchicken
redbloodcellsandtheactivityofNKinthelaboratorymice,whichhasthefunctionofenhancingi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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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系统是人体十分重要的防线,其组成包括细

胞免疫、体液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它与很多疾病的

发生发展直接相关。免疫系统可防御病原微生物的

感染,清除体内凋亡细胞,抑制细胞癌变,对于维持机

体稳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山药为薯蓣科植物的块

茎,是我国传统的药食同源中药,其性甘温,归脾、胃、
肺经,具有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补肾涩精的功效。山

药中含有多种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矿物质、微量

元素等营养成分及皂苷、多糖、多酚类物质,具有增强

免疫力、调节肠道菌群、抗氧化、降血糖、降血脂等多

种保健功能。此外,黄精、红景天和海参等中药亦具

有增强免疫力的作用。本研究以山药提取物、黄精提

取物、红景天提取物和海参冻干粉为原料,混合制成

一种复方制剂,经产品分析检测,其含有粗多糖、红景

天苷、蛋白质、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多种活性物质和

营养成分。为进一步了解该复方制剂的保健功能并

为其进入市场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对其进行了增强免

疫力功能的实验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1.1　样品

复方山药提取物制剂是由山药提取物、黄精提取

物、红景天提取物和海参冻干粉四种物质混合制成的

粉状物,其粗多糖含量为 11.3%,红景天苷含量为

0.2%、蛋白质含量为16.2%。复方山药提取物制剂

人体日用量为40mg/d/kg·bw,其中四种物质每日

用量折合原食材(生药)日用量分别为:山药8g/d、黄
精5g/d、红景天1.8g/d、鲜海参25g/d。

1.2　实验动物与分组方法

健康SPF级ICR 雄性小鼠160只,体重18~22
g,由济南朋悦实验动物繁育有限公司提供,生产许可

证号为SCXK(鲁)2014-0007。将小鼠随机分为实验

Ⅰ~Ⅳ大组,每大组40只,各大组小鼠再设溶媒对照

组和复方山药提取物制剂低、中、高剂量小组,每小组

10只小鼠。按照《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1]

规定的增强免疫力功能评价方法进行实验。实验Ⅰ
组进行细胞免疫功能实验,包括迟发型变态反应实验

和ConA诱导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实验;实验Ⅱ组进

行脏器/体重比值测定和体液免疫实验,包括血清溶

血素测定及抗体生成细胞检测;实验Ⅲ组进行单核-巨

噬细胞碳廓清实验和 NK细胞活性测定;实验Ⅳ组进

行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实验。实验环境

为屏障环境,使用许可证号为SYXK(鲁)2013-0008。
室温20℃~22℃,相对湿度40%~70%。动物饲料由

北京科澳协力饲料有限公司提供,生产许可证号为

SCXK(京)2014-0012。

1.3　样品剂量选择与给药方式

样品人体日用量为40mg/d/kg·bw,实验设低

(200mg/kg·bw)、中(400mg/kg·bw)、高(1200

mg/kg·bw)三个剂量梯度,低、中、高三个小组的剂

量分别相当于人体推荐摄入量的5倍、10倍、30倍。

每只小鼠灌胃体积为20mL/kg·bw,则低、中、高剂

量小组的样品浓度配制分别为10mg/mL、20mg/

mL、60mg/mL。用0.5%的羧甲基纤维素钠溶液配

制样品,同时设立溶媒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同等体积

的0.5%羧甲基纤维素钠溶液灌胃,连续经口灌胃30
d后测定各项指标。

1.4　实验方法

1.4.1　脏器/体重比值测定

小鼠称重后颈椎脱臼处死,取其胸腺、脾脏,去其

筋膜,用滤纸吸干脏器表面血污后分别称重。

1.4.2　ConA诱导脾淋巴细胞转化实验(MTT法)

小鼠处死后剪取脾脏磨碎后过滤离心,每1份脾

细胞悬液分两孔加入24孔培养板中,一孔加入ConA
液,另一孔作对照,置于5%CO2、37℃培养箱中培养

72h。培养结束前4h,每孔吸取上清液,加入不含胎

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同时加入 MTT 溶液,

继续培养4h后,加入酸性异丙醇,使紫色结晶完全溶

解,然后分装到96孔培养板中,每孔作3个平行孔,用

酶标仪以570nm 波长测定光密度值(OD值)。以加

ConA孔的 OD值减去不加 ConA 孔的 OD值表示淋

巴细胞的增殖能力。

1.4.3　迟发型变态反应实验(足跖增厚法)

小鼠腹腔注射2%绵羊红细胞(SRBC),致敏后4

d测其左后足跖厚度,然后在测量部位皮下注射20%
SRBC进行攻击,24h后测量左后足跖部厚度,同一部

位测量三次,取平均值。以攻击前后足跖厚度的差值

表示迟发型变态反应的程度。

1.4.4　抗体生成细胞检测(Jerne改良玻片法)

小鼠腹腔注射2%SRBC,致敏后5d处死取脾脏

置于 Hank's液中磨碎制成细胞悬液,并过滤离心。将

表层培养基(1%琼脂糖)加热溶解后与等量 Hank's液

混合,分装入小试管并向试管内加入10%SRBC,将脾

细胞悬液加入试管中迅速混匀,倾倒于已刷薄层琼脂

糖的玻片上,放入 CO2培养箱中孵育1.5h。计数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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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孔板数,用空斑数/全脾细胞来表示。

1.4.5　血清溶血素的测定(半数溶血值 HC50测定)

小鼠腹腔注射2%SRBC,致敏后5d摘除眼球取

血离心收集血清。稀释后加入SRBC和补体,另设不

加血清的对照管。离心取上清加入都氏试剂混匀,于

540nm波长以对照做空白测定吸光度。半数溶血值

(HC50)=(样品光密度/SRBC半数溶血时的光密度)

×稀释倍数。

1.4.6　小鼠碳廓清实验

小鼠尾静脉注射墨汁,每鼠均于注射墨汁后2
min及10min分别准时从内眦静脉丛取血,加入到

0.1%碳酸钠溶液中摇匀,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光

密度值(OD)。小鼠处死后取肝脏、脾脏和胸腺称重,

按公式计算脏器系数和吞噬指数。以吞噬指数表示

小鼠碳廓清的能力。

1.4.7　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实验(半体内法)

小鼠腹腔注射20%鸡红细胞悬液后处死,仰位固

定并剪开腹壁皮肤,腹腔注入生理盐水,吸出腹腔洗

液滴在玻片上,于37℃电热箱中温育30min后用生

理盐水漂洗,以除去未贴片细胞,晾干。以丙酮甲醇

溶液固定,Giemsa-磷酸缓冲液染色后漂洗晾干。油镜

下计数巨噬细胞,每只小鼠计数约100个,计算吞噬

百分率和吞噬指数。吞噬百分率(%)=吞噬鸡红细

胞的巨噬细胞数/计数的巨噬细胞数×100%,吞噬指

数=被吞噬的鸡红细胞总数/计数的巨噬细胞数。

1.4.8　NK细胞活性测定(乳酸脱氢酶测定法)

实验前24h将 YAC-1细胞(靶细胞)进行传代培

养。小鼠处死取脾,磨碎后过滤离心,取底层细胞,加

入灭菌注射用水和 Hank's液后离心。取靶细胞和效

应细胞,加入96孔培养板中。靶细胞自然释放孔加

靶细胞和 培 养 液,靶 细 胞 最 大 释 放 孔 加 靶 细 胞 和

2.5%Triton,上述各项均设三个平行孔,于培养箱中

培养4h后离心。每孔吸取上清液加入LDH 基质液,

每孔加入 HCL,用酶标仪在490nm 波长处测定光密

度值。

NK细胞活性=
反应孔 OD-自然释放孔 OD

最大自然释放孔 OD-自然释放孔 OD×100%

NK细胞活性进行数据转换,转换值X=sin ,

p为 NK细胞活性。

1.5　结果判定标准

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单核-巨噬细胞功能和 NK

细胞活性四个方面中任两个方面结果阳性,则可判断

该受试样品具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作用。其中,细胞

免疫/体液免疫功能测定项目中的两个实验结果均为

阳性,或任一个实验的两个剂量组结果阳性,则可判

定测定结果阳性。单核-巨噬细胞功能测定项目中的

两个实验结果均为阳性,或任一个实验的两个剂量组

结果阳性,则可判定单核-巨噬细胞功能结果阳性。

NK细胞活性测定实验的一个以上剂量组结果阳性,

则可判定 NK细胞活性结果阳性。

1.6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所

有数据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各项指标组间

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

红细胞实验和 NK细胞活性测定先进行数据转换,然

后进行方差分析。组间比较方差齐时采用 LSD-t检

验,方差不齐指标采用 Tamhane’sT2检验,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样品对各组小鼠体重的影响

经口给予小鼠不同剂量样品30d后,各实验组小

鼠体重增长值与溶媒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1。

2.2　样品对小鼠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经口给予小鼠不同剂量样品30d后,实验Ⅰ组

低、中剂量小组小鼠足跖肿胀度与溶媒对照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剂量小组小鼠足跖

肿胀度与溶媒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各剂量组小鼠淋巴细胞增殖能力与溶媒对照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样品对小鼠脏器/体重比值的影响

经口给予小鼠不同剂量样品30d后,实验Ⅱ组各

剂量小组小鼠脏器体重比值与溶媒对照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样品对小鼠体液免疫功能的影响

经口给予小鼠不同剂量样品30d后,实验Ⅱ组

低、中剂量小组小鼠抗体生成细胞数与溶媒对照组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剂量小组小鼠

抗体生成细胞数显著高于溶媒对照组(P<0.05)。各

剂量小组半数溶血值与溶媒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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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组别样品对小鼠体重的影响(■x±s)

组别
初始阶段

小鼠数(只) 体重(g)

终止阶段

小鼠数(只) 体重(g)
增长值(g)

Ⅰ组

溶媒对照组 10 20.03±0.71 10 38.11±2.15 18.07±1.97
低剂量小组 10 19.80±0.74 10 37.74±1.68 17.94±2.27
中剂量小组 10 19.60±0.63 10 35.85±1.81 16.25±2.21
高剂量小组 10 19.89±0.68 10 36.33±3.16 16.44±3.08
Ⅱ组

溶媒对照组 10 19.44±0.74 10 37.31±2.59 17.87±2.57
低剂量小组 10 20.05±0.68 10 35.86±1.85 15.81±2.06
中剂量小组 10 19.84±0.62 10 36.29±1.64 16.45±1.66
高剂量小组 10 19.58±0.79 10 35.89±1.93 16.32±2.06
Ⅲ组

溶媒对照组 10 19.76±0.73 10 39.52±2.14 19.76±2.11
低剂量小组 10 19.27±0.66 10 37.97±3.30 18.70±3.21
中剂量小组 10 19.60±0.59 10 37.30±2.65 17.70±2.93
高剂量小组 10 19.61±0.52 10 38.48±2.19 18.87±1.87
Ⅳ组

溶媒对照组 10 19.09±0.73 10 36.11±2.80 18.35±1.17
低剂量小组 10 19.39±0.68 10 36.13±3.31 18.68±1.23
中剂量小组 10 19.17±0.69 10 37.31±1.75 19.00±1.50
高剂量小组 10 19.66±0.76 10 36.21±2.97 18.58±1.37

表2　样品对实验Ⅰ组小鼠足跖肿胀度和淋巴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x±s)

实验Ⅰ组 动物数(只) 足跖肿胀度(mm) 淋巴细胞增殖能力(OD差值)

溶媒对照组 10 0.295±0.161 0.318±0.055
低剂量小组 10 0.242±0.168 0.290±0.109
中剂量小组 10 0.377±0.183 0.337±0.095
高剂量小组 10 0.491±0.127∗ 0.371±0.122

　　与溶媒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样品对实验Ⅱ组小鼠脾脏/体重比值和胸腺/体重比值的影响(■x±s)

实验Ⅱ组 动物数(只) 脾脏/体重比值(mg/g) 胸腺/体重比值(mg/g)

溶媒对照组 10 3.454±0.544 1.710±0.35
低剂量小组 10 3.217±0.113 1.794±0.47
中剂量小组 10 3.060±0.621 1.746±0.43
高剂量小组 10 3.412±0.807 1.601±0.48

表4　样品对实验Ⅱ组小鼠抗体生成细胞数和血清溶血素水平的影响(■x±s)

实验Ⅱ组 动物数(只) 溶血空斑数(×103/全脾) 半数溶血值(HC50)

溶媒对照组 10 27.33±9.15 180.29±36.83
低剂量小组 10 27.86±10.50 203.47±38.10
中剂量小组 10 34.90±12.44 211.09±39.26
高剂量小组 10 41.12±14.99∗ 216.01±41.40

　　与溶媒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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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样品对小鼠单核-巨噬细胞碳廓清能力和NK细

胞活性的影响

　　经口给予小鼠不同剂量样品30d后,实验Ⅲ组各

剂量小组单核-巨噬细胞碳廓清能力与溶媒对照组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实验Ⅲ
组低剂量小组 NK细胞活性与溶媒对照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高剂量小组 NK细胞活

性与溶媒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见表6。

2.6　样品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能力的

影响

　　经口给予小鼠不同剂量样品30d后,实验Ⅳ组

低、中、高剂量小组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的吞

噬百分率和吞噬指数与溶媒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及P<0.01)。见表7。

表5　样品对实验Ⅲ组小鼠单核-巨噬细胞

碳廓清能力的影响(■x±s)

实验Ⅲ组 动物数(只) 碳廓清吞噬指数

溶媒对照组 10 6.42±0.59
低剂量小组 10 6.63±1.08
中剂量小组 10 6.80±0.89
高剂量小组 10 7.11±0.97

3　讨论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21世纪的医疗模式正从单

纯的疾病治疗转变为预防与保健相结合。由于人口

老龄化、疾病谱的变化、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人

们对使用化学药品的顾虑,越来越多人回归自然、崇
尚药食同源。本研究的受试物由山药提取物、红景天

提取物、黄精提取物和海参冻干粉配伍混制而成,相
关研究显示其功效成分在保护肝脏、抗疲劳、抗氧化、
抗肿瘤、增强免疫力等方面有着良好的作用[2-3]。本研

究中,ConA诱导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实验结果为阴

性,迟发型变态反应实验中,仅高剂量小组小鼠足跖

肿胀度显著增加,表明小鼠的细胞免疫功能测定结果

为阴性。高剂量小组小鼠抗体生成细胞数显著增加,
血清溶血素测定实验结果为阴性,表明小鼠的体液免

疫功能测定结果为阴性。小鼠碳廓清实验结果为阴

性。低、中、高剂量小组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百分

率及吞噬指数均显著提高,表明小鼠的单核-巨噬细胞

功能测定结果为阳性。中、高剂量小组小鼠 NK 细胞

活性显著增加,表明小鼠的 NK细胞活性测定结果为

阳性。由此根据判定标准推测本研究受试物具有增

强免疫力功能的作用。
文献[4]研究显示,山药中的主要有效成分山药多

糖既能提高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又能提高特异性免疫

功能。山药多糖在体内能显著提高淋巴细胞增殖能

力和 NK细胞活性,同时还能明显增强小鼠脾脏细胞

产生白细胞介素-2的能力以及腹腔巨噬细胞产生肿

瘤坏死因子-α的能力,还可以提高γ-干扰素的分泌水

平[5]。山药多糖还可增加小鼠脾脏指数,促进 T细胞

增殖,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但本次实验细胞免疫功能

测定与体液免疫功能测定结果均为阴性,这可能与受

试物中山药多糖含量不足有关。此外不同的实验环

境如温度等也会导致小鼠产生不同程度的应激,从而

影响小鼠的新陈代谢,进而影响实验结果。山药多糖

还可维持正常巨噬细胞的激活状态,增强其细胞活性

和吞噬活性,提高细胞酸性磷酸酶活性并促进细胞因

表6　样品对实验Ⅲ组小鼠 NK细胞活性的影响(■x±s)

实验Ⅲ组 动物数(只) NK细胞活性(%) NK细胞活性转换值

溶媒对照组 10 15.30±8.15 0.383±0.139
低剂量小组 10 19.46±5.58 0.454±0.068
中剂量小组 10 23.60±7.48∗∗ 0.503±0.090∗∗

高剂量小组 10 23.19±6.27∗∗ 0.499±0.073∗∗

　　与溶媒对照组比较∗∗P<0.01
表7　样品对实验Ⅳ组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能力的影响(■x±s)

实验Ⅳ组 动物数(只) 吞噬指数 吞噬率平方根反正弦转换值

溶媒对照组 10 0.142±0.058 0.381±0.079
低剂量小组 10 0.209±0.060∗ 0.470±0.073∗

中剂量小组 10 0.224±0.064∗∗ 0.490±0.080∗∗

高剂量小组 10 0.242±0.052∗∗ 0.513±0.060∗∗

　　与溶媒对照组比较∗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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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NO(一氧化氮)的分泌,从而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

能力。山药中的多糖、多酚、薯蓣皂苷能降低小鼠的

肝指数、血清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活性及丙二醛

含量,增加谷胱甘肽含量,并对卡介苗和脂多糖诱导

的小鼠免疫性肝损伤有一定缓解和保护作用[5]。
黄精主要有效成分为黄精多糖,其具有调节淋巴

细胞亚群和提高多种细胞因子表达的作用,文献研

究[6]发现,黄精可提高超负荷游泳致阴虚内热模型大

鼠血清免疫球蛋白 A、免疫球蛋白 G、免疫球蛋白 M
水平及白细胞介素-2含量,提示黄精多糖对免疫抑制

小鼠的免疫力有一定的增强作用。黄精多糖还可通

过增加 T 淋巴细胞增殖能力及 CD3+ 、CD4+ 、CD8+

细胞数,提高机体的细胞免疫能力[7-8]。而本次实验结

果未能得出受试物具有提高细胞免疫功能的结论,这
可能是由于受试物中黄精多糖含量不足或不同功效

成分存在拮抗作用。此外,小鼠的性别、实验环境及

时间均能导致实验结果的差别。在非特异性免疫方

面,有实验研究显示大鼠经大强度训练后巨噬细胞吞

噬能力降低,而黄精多糖可显著提升其巨噬细胞吞噬

能力[9],提示黄精多糖能提高大鼠的非特异性免疫功

能,缓解大强度运动引起的机体免疫功能降低。
红景天主要功效成分为有红景天苷,研究[10]发现

红景天苷具有丝裂原效应,能通过调节非特异性免疫

功能增强腹腔巨噬细胞的杀瘤效应。红景天苷能促

进脂多糖(LPS)和γ-干扰素(IFN-γ)诱导的巨噬细胞

增殖作用,对放线菌酮诱导的巨噬细胞凋亡有显著的

抑制作用,对静息态和活化态的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均

有增强作用,并能减少LPS和IFN-γ活化的巨噬细胞

胞内活性氧的产生,从而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
此外,红景天还具有较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其能提

高体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和
过氧化物酶(POD)活性,降低丙二醛含量,间接发挥

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11-12]。另有文献[13]指出,海参

肽可以促进小鼠迟发型变态反应,显著提高溶血空斑

数及小鼠巨噬细胞对鸡红细胞的吞噬率和吞噬指数,
提示海参肽在一定程度上可增强细胞免疫和体液免

疫功能,并提高单核-巨噬细胞的活性。
本实验中,各组小鼠体重、脾脏/体重比值、胸腺/

体重比值均未见明显差异,表明受试物能有效保护小

鼠胸腺和脾脏,防止胸腺组织萎缩,抑制脾脏增大,是
一种具有良好开发前景的免疫调节剂。然而本研究

未提示复方山药提取物制剂具有增强非特异免疫的

功能,表明功效成分的简单配伍并不等于功能效果的

叠加,不同成分的作用机制及量效关系、构效关系尚

需明确。今后应继续开展不同剂量、不同配比情况下

的实验研究及临床试验,以确定其提高免疫功能的效

果及稳定性与安全性,以期研发出高效、安全的药食

同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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