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芪水煎液抗Ⅰ型单纯疱疹病毒的实验研究  

    Ⅰ型人类单纯疱疹病毒(HSV-Ⅰ)可引起唇疱疹、疱疹性角膜结膜炎、新生儿脑炎等多种疾病。虽然研制

疫苗可预防HSV感染，但是因HSV基因组是双链DNA，易于与宿主细胞DNA发生整合或形成潜伏感染，从而限制

了疫苗的发展及应用。临床应用的抗病毒药物毒性大，加之毒株的变异容易产生耐药性，筛选研制新的抗病毒

药物就尤为重要。黄芪来源于豆科植物膜荚黄芪干燥根，具有广谱的抗病毒作用。有报道黄芪水煎液对VSV、

Sindbis病毒、流感病毒等有一定的抑制作用[1][2][3]。黄芪的主要化学成分是黄芪皂苷、多糖、黄酮、多

种微量元素、亚油酸、亚麻酸等。为了顺应中药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开发利用黄芪的抗病毒活性，我们以

HSV-Ⅰ感染的人胚肺二倍体细胞(2BS)作为实验系统对黄芪水煎液抗HSV-Ⅰ活性进行了观察。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所用中药黄芪由解放军总医院中药房提供，取其10 g，加水50 ml，加热回流1 h。过滤合并滤液，浓缩

再过滤，再浓缩至1 ml含生药1g。所用阳性对照药无环鸟苷为白色粉剂，由重庆普惠有限公司提供(批号

020302)。单纯疱疹病毒Ⅰ型(SM44株，批号2002121)、2BS的10~13代细胞均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提

供。 

    1.2  方法 

    1.2.1  黄芪水煎液对2BS细胞的毒性测定   采用细胞形态变化(CPE)法。2BS细胞以40万/ml浓度接种于

96孔培养板，100 μl/孔，37℃、5% CO
2
培养24 h。加入验证药物和阳性对照药物，每浓度接种4孔，每孔

100 μl。黄芪水煎液倍比稀释6个浓度。分别为500、250、125、62、31、15 μg/ml，阳性对照药物无环鸟苷

倍比稀释 6个浓度，分别为2 000、1 000、500、250、125 μg/ml。设正常细胞组作为对照。同时置37 ℃、

5% CO
2
培养5~7 d。每24 h在倒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变化，记录细胞破坏情况。以25%以下破坏为(+)，

26%~50%破坏为(++)，51%~75%为(+++)，76%~100%为(++++)。用 Reed-Muench法计算半数中毒浓度

(TD
50
)。 

    1.2.2  在2BS细胞培养内测定HSV-Ⅰ病毒半数感染浓度(TCID
50
)   采用病毒CPE法。2BS细胞以40

万/ml浓度100 μl接种于96孔培养板，37 ℃培养24 h。分别加入HSV-Ⅰ病毒，10倍稀释8个浓度，每浓度4

孔，每孔100 μl。设正常细胞组作为对照，37 ℃培养5~7 d。观察细胞形态变化，记录实验结果，计算HSV-

Ⅰ的TCID
50
。 

    1.2.3  黄芪水煎液在细胞培养内对HSV-Ⅰ病毒的抑制作用   采用病毒CPE法进行。2BS细胞以40万/ml

浓度接种于96孔培养板，37 ℃培养24 h。分别加入HSV-Ⅰ病毒的10~100 TCID
50
的病毒液，每孔100 μl，37 

℃ 吸附1 h，弃掉病毒液。加入黄芪水煎液，选用毒性实验结果的最大无毒浓度(TD
0
)。药液250.0~0.5 μ

g/ml，二倍稀释8个浓度，每浓度4孔，每孔100 μl。无环鸟苷为1 000.0~0.5 μg/ml二倍稀释8个浓度，每浓

度4孔，每孔100 μl。同时设病毒对照和正常细胞对照，37 ℃、5% CO
2
培养5~7 d。每24 h倒置显微镜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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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病毒CPE，至病毒对照细胞病变出现“+++~++++”时结束实验。实验重复3次，计算药物半数有效浓度

(IC
50
)、最小有效浓度(MIC)，并根据公式TI= TD

0
/MIC计算治疗指数TI[3]。 

    

2  结果 

    2.1  预备实验结果 

    黄芪水煎液对细胞的毒性作用，所测黄芪水煎液的TD
0
为250 μg/ml，TD

50
为300 μg/ml；无环鸟苷的TD

0

为1 000 μg/ml，TD
50
为1 250 μg/ml(均为3次实验结果的均值)。在2BS细胞培养内测定HSV-Ⅰ的TCID

50
为1

×10-7。 

    2.2  正式实验结果 

    黄芪水煎液的IC
50
为0.98 μg/ml，MIC为 1.95 μg/ml，TI为128。无环鸟苷的IC

50
为2.5 μg/ml，MIC为

5.0 μg/ml，TI为200(均为3批实验结果)。 

3  讨论 

    对于药物的评价需要考虑其药效与毒力的相对关系，这个相对关系可用TI表示。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

黄芪的TI为128，表现出较强的直接杀灭、阻断感染、抑制HSV-Ⅰ增殖的作用。 

    近年来，中草药的抗病毒作用有大量的报道[4][5][6][7]。经文献调研，发现有100多种中药具有抗病

毒作用。本实验也验证的黄芪的抗病毒作用，为临床用药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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