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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莓提取物对小鼠记忆力及抗衰老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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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蓝莓提取物对 D-半乳糖所致小鼠记忆力减退及衰老的影响，采用 Morris 水迷宫试验和游泳试验的方法对记忆力

下降及衰老小鼠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蓝莓提取物可显著改善 D-半乳糖对小鼠记忆力减退及衰老，但蓝莓提取物高剂量组与蓝

莓提取物低剂量组没有显著差异（p>0.05），血清中 SOD 活性上升（p<0.05），肝脏 MDA 含量显著下降（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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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blueberry extract on laboratory mouse with memory loss and aging induced by D-galactose was
studied. Morris water maze test and swim test were used to examine, whether blueberry extract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laboratory
mouse with memory loss and aging induced by D-galactos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lueberry extract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memory loss and aging of the laboratory mouse induced by D-galactose. The effects between high-dose group and low-dose
group of blueberry extract were not varied significantly (p>0.05), SOD activity in serum increased (p<0.05) and MDA content in
liver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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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莓为杜鹃花科，越橘属植物。 研究表明，蓝莓有益于视力及眼部健康，并且具有抗氧化、抗溃疡和抗炎等

功能[1]。对癌症、糖尿病、神经退化和高血脂等疾病具有一定作用，因此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确定为人类五大

健康食品之一[2]。 衰老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机体分子、细胞、器官功能乃至整个功能衰退的综合复杂

的生理、病理变化过程。 虽然不是疾病，但是机体的结构和生理功能会发生显著的改变[3]。 目前解释衰老机制的

理论或学说有近 300 种，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衰老发生的机制和对策，其中以自由基学说最受重视。 自由

基学说的特点在于它与其他学说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受到众多实验的支持 [4]。 多种衰老学说都提到细胞

DNA 或基因的氧化性损伤是导致衰老的原因。 EDDINGTON D 等[5-7]已证明无论用物理或化学的方法产生的活

性氧都能损伤哺乳动物细胞的 DNA，DNA 受到活性氧破坏后生成 8-羟基去氧鸟嘌呤核苷酸。 比较人、猩猩、弥

猴、松鼠猴及小鼠等哺乳动物等哺乳动物肝中的含量，发现寿命越短的动物，这种 DNA 损伤的产物就越多。 抗

氧化物质通过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清除衰老机体产生过多的自由基，抑制机体、组织、细胞的过氧化过程而起

到作用。 本研究采用 Morris 水迷宫试验和游泳试验的方法对记忆力下降及衰老小鼠进行研究，以期为开发蓝

莓的保健功能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小鼠，SPF 级，雌雄各半，共 100 只，由沈阳医学院提供。 蓝莓果，沈阳市双翼果业生产示范基地（7 月中旬

采收）；D-半乳糖，上海东风生化试剂有限公司；SOD 试剂盒和 MDA 试剂盒，由南京聚力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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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蓝莓提取物对小鼠游泳时间的影响

Table 2 Blueberry extract's impacts on swimming
time of laboratory mouse

小鼠游泳时间/s
Swimming time

空白组

Control
group

480

模型组

Model
group

210

高剂量组

High-dose
group

330

低剂量组

Low-dose
group

345

表 1 蓝莓提取物对小鼠学习记忆力的影响

Table 1 Blueberry extract's impacts on studying
memory of laboratory mouse

组别

Group

A
B
C
D

N

25
25
25
25

学习能力

Ability of study
反应时间

React time
29.03±7.53*
100.43±4.97
67.43±7.45*
56.56±6.45*

错误次数

Error times
1.79±1.42*
4.13±215
0.98±0.42*
0.90±0.38*

记忆能力

Ability of memory
错误次数

Error times
1.34±0.35*
4.89±1.41
0.72±0.59*
0.89±0.45*

潜伏期

Incubation period
60.39±14.27
104.34±12.45
86.8±19.04*
78.78±21.06*

注：A 组为空白组；B 组为模型组；C 组为蓝莓提取物高剂量组；D 组为

蓝莓提取物低剂量组。 与模型组相比较 * p<0.05。
Note: Group A was the controls; Group B was the models; Group C was
the high -dose group of blueberry; Group D was the low -dose group of
blueberry. Compared with the ontrol group * p<0.05.

1.2 蓝莓提取物的制备

取蓝莓鲜果→乙醇浸提（用 pH3.0，体积分数 60%的乙醇溶液按 1∶15(m∶v)的比例混合均匀，于 40℃下浸提

2h）→过滤→离心→回收乙醇→花色苷提取液→AB-8(树脂吸附流速为 1mL·min-1，上样液浓度为 30mg·mL-1，用

5 倍柱床体积的 60%酸性乙醇作为洗脱液，洗脱流速为 1mL·min-1)→60%乙醇洗脱→回收乙醇→干燥→称重。
1.3 动物分组造模及给药

取 100 只小鼠，适应环境 10d 后按照体重随机分成 4 组，即空白对照组，衰老模型组，蓝莓提取物低剂量

组，蓝莓提取物高剂量组。 具体操作方法为：给空白对照组小鼠，灌胃蒸馏水；D-半乳糖致亚急性衰老模型与自

然衰老状态最为相似，用生理盐水稀释 D-半乳糖，按(5g·L-1)125mg·kg-1·d-1 剂量，连续小鼠颈背部皮下注射

35d，造成衰老模型组；颈背部皮下注射 D-半乳糖，第 15 天开始，分别灌胃蓝莓提取物 10 和 20mg·kg-1·d-1，连

续灌胃 21d。
1.4 提高记忆力功能性试验

1.4.1 Morriss 水迷宫试验 Morriss 水迷宫试验 [8]是用来研究动物空间学习能力的，游泳中老鼠本能的寻找休

息场所，在寻找休息场所的过程中常需要一个复杂的记忆过程。 恒温游泳池直径为 100cm，深度约为 50cm，水

面约为 35cm，在低于水面 2cm 处放置一个站台，测试开始之前 3d 让各测试小鼠自由游泳 1min 适应环境。 对

小鼠做连续 4d 的试验，每次选择一个随机的切入点，把小鼠放在游泳池后，记录小鼠找到游泳池的时间，如果

在 120s 未找到平台，人工引致平台潜伏期记录为 120s。
1.4.2 抗衰老功能性试验 室温为 22~25℃，水温约为 25~28℃，水池深约为 30cm。 小鼠尾部约挂有体重 20%
的重物。 分别记录 4 组小鼠从入水到全部浸入水中的时间，小鼠 20s 内未浮出水面视为计时结束。 游泳试验用

来测试小鼠体力及衰老情况。
1.5 小鼠超过氧化岐化酶（SOD）及丙二醛（MDA）含量的测定

行为学试验后，摘眼球取血，常规分离血清待测。 肝脏指数的公式为：肝器重量（mg）/小鼠体重（10g）。 氮蓝

四唑（NBT）光化还原法检测超过氧化岐化酶（SOD）活性，硫化巴比妥酸（TBA）反应比色法检测丙二醛（MDA）
含量。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数据用平均数±标准偏差

(X±S)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10.0 软件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蓝莓提取物对小鼠 Morriss 水迷宫试验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的错误

次数明显增加了，说明造模成功（p<0.05）。 小鼠的脑

神经元产生了退行性变化，对其学习记忆能力产生了

影响。 蓝莓提取物高剂量组和蓝莓提取物低剂量组错

误次数与模型对照组反应时间显著减少，差异比较显

著（p<0.05）。 这说明蓝莓能改善衰老小鼠学习记忆障

碍提高小鼠的空间分辨能力。 但是蓝莓提取物高剂量

组与蓝莓提取物低剂量组反应时间及错误次数的影

响差异不显著（p>0.05）。
2.2 蓝莓提取物对小鼠游泳试验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鼠游

泳的时间显著减少，说明 D-半乳糖促使小鼠衰老。 蓝

莓提取物高剂量组和蓝莓提取物低剂量组明显增加

了小鼠的游泳时间（p<0.05），但是，蓝莓提取物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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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蓝莓提取物对小鼠血浆 SOD 活性及肝脏 MDA 含量
的影响

Table 3 Blueberry extract's impacts on plasma SOD
activity and liver MDA content

组别 Group
A
B
C
D

N
25
25
25
25

SOD/μ·mg-1

142
64**
204**
195**

MDA/nmol·mg-1

14
25*
8*
12*

注：A 表示空白组；B 表示模型组；C 表示蓝莓提取物高剂量组；D 表示

蓝莓提取物低剂量组。 与空白组比，模型组 **p<0.01，*p<0.05。
Note:Group A was the controls; Group B was the models; Group C was
the high -dose group of blueberry; Group D was the low -dose group of
blueberry. Compared with the ontrol group**p<0.01, * p<0.05.

量组与蓝莓提取物低剂量组增加小鼠游泳的时间差

异不显著（p>0.05）
2.3 蓝 莓 提 取 物 对 小 鼠 血 浆 SOD 活 性 及 肝 脏

MDA 含量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组的小鼠

血浆 SOD 活性明显下降，蓝莓提取物高剂量组和蓝

莓提取物低剂量组的小鼠 SOD 活性高于模型组（p<
0.05），但是两组之间的差别不大（p>0.05）与正常对

照组相比，模型组的小鼠肝脏 MDA 含量增多，蓝莓

提取物高 剂量组和蓝 莓 提 取 物 低 剂 量 组 小 鼠 肝 脏

MDA 含量明显下降（p<0.05）但是两组的差别不显著

（p>0.05）。

3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蓝莓提取物对小鼠学习记忆能力和抗衰老有显著作用，能降低由于衰老机体产生的丙二醛

的增加，能够提高 SOD 的活性。 为抵抗大脑老化，防止或延缓老年痴呆提供新的思路以及理论根据。 该实验同

时表明，虽然蓝莓提取物对小鼠的学习记忆及空间搜索能力有显著作用，但是蓝莓提取物的高剂量组和低剂量

组效果的差异并不明显，这个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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