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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养肝利胆颗粒对小鼠四氯化碳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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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观察养肝利胆颗粒对小鼠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 CCl4）肝损伤的影响，并

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采用腹腔注射CCl4制作小鼠慢性肝损伤模型。造模3周后分别予以养肝利胆颗粒

小、中、大剂量，胆宁片及联苯双酯治疗4周，检测各组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肝

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活性和丙二醛（malondialdehyde, 

MDA）含量。 

结果：养肝利胆颗粒可显著降低小鼠CCl4肝损伤模型血清ALT、AST的水平和肝组织MDA

的含量，明显升高肝组织SOD的水平。 

结论：养肝利胆颗粒对CCl4所致小鼠肝损伤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减轻肝

内脂质过氧化反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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