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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棕榈花蕾水提物对雌性小鼠的抗着床 、抗早孕及避孕作用 。方法 　给雌性小鼠分别用

低剂量（２畅５g／kg） 、中剂量（５g／kg）和高剂量（１０g／kg）的棕榈花蕾水提物灌胃 ，研究其抗着床 、抗早孕及避孕作

用 。结果 　抗着床实验中低 、中 、高剂量棕榈花蕾水提物对小鼠的妊娠抑制率为 ６０％ 以上 ，中高剂量棕榈花蕾

水提物对早期妊娠小鼠有明显致流产作用 。中 、高剂量棕榈花蕾水提物能使小鼠的避孕率达 １００％ 。结论 　棕

榈花蕾水提物具有显著的抗着床 、抗早孕及避孕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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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aqueous extract of kittul alabastrum on antifertility in female mice

QI Ru‐x ia ，ZHA NG Peng ，YAO X iao‐hong ，et al
（Academy of Basic Medicine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２３００３２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ti‐implantation ，anti‐early pregnancy function and contraceptive effect of
aqueous extract of kittul alabastrum in mice ．Method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anti‐implantation ，anti‐early preg‐
nancy function and contraceptive effect of mice which were given aqueous extract of kittul alabastrum with ２ ．５ g／
kg ，５ g／kg ，１０g／kg ．Results 　 In the experiment of anti‐implantation ， inhibition rate of pregnancy was over
６０％ ，and middle and high dose group induced miscarriage of early pregnancy mice ．Contraception rate of middle
dose and high dose group was １００％ ．Conclusion　 Aqueous extract of kittul alabastrum was anti‐implantation ，an‐
ti‐early pregnancy and contraceptive effect on female m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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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棕榈的根 、皮 、果实和子花古人早用于中医临

床 。李时珍的枟本草纲目枠记载棕榈笋及子花有治

疗崩中带下的功效［１］
。近几年来我们对于棕榈花

蕾的作用进行一系列药理学研究 ，发现其对动物的

离体和在体子宫平滑肌均有兴奋作用［２］
。目前关

于棕榈花蕾抗生育作用的研究较少 ，本文将观察并

探讨棕榈花蕾水提物对雌性小鼠的抗着床 、抗早孕

及避孕作用 。

1 　材料与方法

1畅1 　动物

健康成熟昆明种小鼠 ，体重 ２５ ～ ３５g ，雌性 ９０

只 ，雄性 ４５只 ，购于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实

验动物中心 ，给以普通饲料和清洁自来水 。

1畅2 　药品
生理盐水购于山东鲁抗辰欣药业有限公司（批

号 ：１００７０２７５） ；棕榈花蕾水提取物 ，药理实验室制

备 。

1畅3 　仪器
分析天平 ，北京赛多利斯系统仪器有限公司 ；

FW１３５型中药粉碎机 ，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

司 。

1畅4 　方法
1畅4畅1 　药物制备方法 　棕榈花蕾采自本学院中草

药种植中心 ，经鉴定后 ，取干燥棕榈花蕾若干 ，用

FW１３５型中药粉碎机粉碎 ，温水浸泡 ３０min ，加热
煮沸 ３０min ，得第 １次煎液 ；再加水加热煮沸 １h ，得
第 ２次煎液 ，合并 ２ 次煎液 ，用滤菌网过滤 ，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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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至 １g ／ml 棕榈花蕾水提液 ，并分别稀释至

２５g ／１００ml 、５０g／１００ml 和 １００g／１００ml ，放入冰箱
备用 。

1畅4畅2 　棕榈花蕾水提物对小鼠的抗着床作用 　小

鼠以雌雄 ２ ∶ １合笼 ，每天早晨检查阴道 ，用小镊子

张开阴门 ，将出现阴栓的雌鼠取出 ，作为妊娠的第

１天 ，按日期分组饲养 。阴栓（Vaginal plug ）是某
些啮齿类动物在交配后 ，随即形成的一种白色浆液

性物质 ，堵塞在阴道至子宫颈的腔内 。是检查动物

已否交配的一种标志 ，将出现阴栓的当天算为妊娠

第 １天 。其是由雄鼠精囊腺和凝固腺的分泌物在

阴道内凝固而成的产物 。小白鼠一般在交配后 ４

～ ５min 内形成 。大的阴栓可凸出于阴道口 ，小的

在阴道或子宫颈内 ，需要翻开阴道口才能查见 。阴

栓一般在交配后 １h渐渐软化 ，经 １６ ～ ２４h后脱落 。

但也有只存在 ４ ～ ５h 的 ，而最多的可存在 ４８h 以
上 。将妊娠小鼠随机分为 ４ 组 ，即低剂量组（２畅５g
棕榈花蕾生药／kg） 、中剂量组（５g 生药／kg ） 、高剂
量组（１０g 生药／kg） 、对照组 。在妊娠第 １ ～ ４ 天 ，

低 、中和高剂量组给予 ３种浓度的棕榈花蕾水提物

０畅１ml／１０g灌胃 ，对照组给予生理盐水 ０畅１ml／１０g
灌胃 ，每日 １次 。于妊娠第 １２ 天将小鼠颈椎脱臼

处死 、解剖 ，观察子宫中的胚胎数 ，计算妊娠抑制率

（妊娠抑制率 ＝ 未妊娠动物数／实验动物数 ×

１００％ ） ；取出卵巢 、肾上腺 、脾脏 、胸腺 ，称重并计算

其脏器指数（脏器指数 ＝脏器湿重／体重 × １００） 。

1畅4畅3 　棕榈花蕾水提物对小鼠的抗早孕作用 　小

鼠以雌雄 ２ ∶ １合笼 ，每天早晨检查阴道 ，用小镊子

张开阴门 ，出现阴栓的即为妊娠小鼠 。将妊娠小鼠

随机分为 ４组 ，即低剂量组（２畅５g 棕榈花蕾生药／

kg） 、中剂量组（５g 生药／kg） 、高剂量组（１０g 生药／

kg） 、NS 组 。在妊娠第 ５ ～ ９天 ，各组分别给予低 、

中和高剂量 ３种浓度的 AEPB ０畅１ml／１０g ig ，米非
司酮 １０ mg／kg ih 、NS ０畅１ml／１０g ig ，每日 １ 次 。

第 １２天颈椎脱臼处死 、解剖 ，观察子宫中胚胎发育

情况 ，计算流产率（流产率 ＝流产动物数／妊娠动物

数 × １００％ ） ；取出卵巢 、肾上腺 、脾脏 、胸腺 ，称重并

计算其脏器指数 （脏器指数 ＝ 脏器湿重／体重 ×

１００） 。

1畅4畅4 　棕榈花蕾水提物对小鼠的避孕作用 　将雌

性小鼠随机分为 ４组 ，即低剂量组（２畅５g 棕榈花蕾
生药／kg） 、中剂量组（５g 生药／kg ） 、高剂量组（１０g
生药／kg） 、对照组 。 实验组按低 、中 、高剂量预先

给予棕榈花蕾水提物 ０畅１ml／１０g 灌胃 ，对照组给

予生理盐水 ０畅１ml／１０g灌胃 ，连续 ３天 ，每日 １次 。

将 ４组小鼠分别与雄鼠以 ２ ∶ １比例合笼 １ 周 ，合

笼期间每天检查阴道 ，交配成功者分别取出分笼饲

养 、分笼后 １２d颈椎脱臼处死雌性小鼠 ，观察子宫

有无胎仔［２］
。 计算避孕率（避孕率 ＝ 未妊娠动物

数／实验动物数 × １００％ ） 。

1畅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１７畅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

2 　结果

2畅1 　棕榈花蕾水提物的抗着床作用实验结果
解剖各组实验小鼠 ，发现对照组及给药组妊娠

小鼠子宫直径粗 ，肉红色 ，有光泽 ，子宫角的胚胎呈

串珠状 ，分布均匀 ，胚胎发育良好 ；给药组未妊娠小

鼠子宫直径明显比对照组小 ，未见胚胎发育 。各组

间的妊娠抑制率比较结果见表 １ 。给药组与 NS组
脏器指数比较无明显差异 ，结果见表 ２ 。

表 １ 　棕榈花蕾水提物对小鼠抗着床作用

实验结果（n ＝ １０ ，％ ）

组别 妊娠动物数 未妊娠动物数 妊娠抑制率

NS 组 ９ ┅１ $１０  
低剂量组 ４ 倡 ６ $６０  
中剂量组 １ 倡 ９ $９０ 倡 ＃

高剂量组 ０ 倡 １０ 9１００ 倡 ＃ △

　 　 注 ：倡 给药组与 NS 组比较 ，P ＜ ０畅 ０１ ，＃ 各剂量给药组比较 ，P
＜ ０畅 ０５ ；△ 高剂量与中剂量组比较 ，P ＞ ０畅 ０５ 。

表 ２ 　棕榈花蕾水提物对抗着床小鼠脏器指数的

影响（n ＝ １０ ，珔x ± s）
组别 卵巢 肾上腺 脾脏 胸腺

NS 组 ０   畅 ０２３５ ± ０ �畅 ００４ ０ �蝌畅 ０１３１ ± ０ 觋畅 ００４ ０ 貂铑畅 ７６２ ± ０ 乔畅 １３５ ０ 後谮畅 １４５ ± ０ 吵畅 ０３２

低剂量组 ０   畅 ０２５１ ± ０ �畅 ００６ ０ �蝌畅 ０１５３ ± ０ 觋畅 ００３ ０ 貂铑畅 ７４９ ± ０ 乔畅 １９６ ０ 後谮畅 １６８ ± ０ 吵畅 ０２４

中剂量组 ０   畅 ０２４９ ± ０ �畅 ００７ ０ �蝌畅 ０１３４ ± ０ 觋畅 ００３ ０ 貂铑畅 ８０５ ± ０ 乔畅 ２２４ ０ 後谮畅 ２０４ ± ０ 吵畅 ０５１

高剂量组 ０   畅 ０２４１ ± ０ �畅 ００８ ０ �蝌畅 ０１４１ ± ０ 觋畅 ００１ ０ 貂铑畅 ８６３ ± ０ 乔畅 １５６ ０ 後谮畅 ２１３ ± ０ 吵畅 ０２４

2畅2 　棕榈花蕾水提物对小鼠的抗早孕作用
解剖各种实验小鼠 ，发现对照组未流产小鼠子

宫直径粗 ，肉红色 ，有光泽 ，子宫角的胚珠呈串珠

状 ，分布均匀 ，胚胎发育良好 。棕榈花蕾水提物各

剂量组均可使早期妊娠小鼠流产率明显增加 ，流产

小鼠子宫呈暗红色 ，宫腔内有淤血 ，未见明显胚胎 ，

且子宫直径比对照组小 。各组间的流产率比较见

表 ３ 。给药组与 NS 组脏器指数比较无明显差异 ，

结果见表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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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棕榈花蕾水提物对小鼠抗早孕作用

实验结果（n ＝ １０ ，％ ）

组别 妊娠动物数 未流产动物数 流产动物数 流产率

NS 组 ９ 揶９ 适０ 抖０  
低剂量组 １０ 篌６ 适４ 抖２５ 3
中剂量组 ９ 揶３ 适６ 抖６６ 3)畅 ７ 倡 ＃

高剂量组 ９ 揶２ 适７ 抖７７ 3)畅 ８ 倡 ＃ △

　 　 注 ：倡 给药组与 NS 组比较 ，P ＜ ０畅 ０１ ；＃ 中 、高剂量与低剂量

组比较 ，P＜ ０畅 ０５ ；△ 高剂量与中剂量组比较 ，P＞ ０畅 ０５ 。

表 ４ 　棕榈花蕾水提物对抗早孕小鼠脏器指数的

影响（n ＝ １０ ，珔x ± s）
组别 卵巢 肾上腺 脾脏 胸腺

NS 组 ０ $ 畅 ０２４７ ± ０  畅 ００６ ０  �畅 ０１２８ ± ０ 蝌畅 ００５５ ０   畅 ８４０ ± ０ 揶畅 １０３ ０ �耨畅 １３２ ± ０ 适畅 ０２１

低剂量组 ０ $ 畅 ０２４２ ± ０  畅 ００３ ０  �畅 ０１６８ ± ０ 蝌畅 ００２６ ０   畅 ７５３ ± ０ 揶畅 ３３４ ０ �耨畅 １４６ ± ０ 适畅 ０３９

中剂量组 ０ 4-畅 ０２３８ ± ０ %畅 ０７ ０   畅 ０１３０ ± ０  畅 ００３ ０   畅 ８６７ ± ０ 揶畅 ２３６ ０ �耨畅 １３２ ± ０ 适畅 ０９８

高剂量组 ０ 4-畅 ０２３８ ± ０ %畅 ０９ ０  �畅 ０１３９ ± ０ 蝌畅 ００１０ ０   畅 ８７８ ± ０ 揶畅 １４９ ０ �耨畅 １３７ ± ０ 适畅 ０８３

2畅3 　棕榈花蕾水提物对小鼠的避孕作用

解剖各组实验小鼠 ，发现对照组及给药组妊娠

小鼠子宫直径粗 ，肉红色 ，有光泽 ，子宫角的胚胎呈

串珠状 ，分布均匀 ，胚胎发育良好 。给药组未妊娠

小鼠子宫直径明显比对照组小 ，未见胚胎发育 。各

组间避孕率比较见表 ５ 。

表 ５ 　棕榈花蕾水提物对小鼠的避孕作用（n ＝ １０ ，％ ）

组别 妊娠动物数 未妊娠动物数 避孕率

NS 组 ９ 0１ 览１０ 貂
低剂量 ４ 0６ 览６０ 貂
中剂量 ０ 0１０ 照１００ 倡 ＃

高剂量 ０ 0１０ 照１００ 倡 ＃ △

　 　 注 ：倡 给药组与 NS 组比较 ，P ＜ ０畅 ０１ ；＃ 中 、高剂量与低剂量

组比较 ，P＜ ０畅 ０５ ；△ 高剂量与中剂量组比较 ，P＞ ０畅 ０５ 。

3 　讨论

生殖过程中 ，受精卵在母体子宫中经过着床 、

分化等过程 ，最终发育成一个成熟的胎儿 。胚泡植

入子宫内膜的过程称为着床 。小鼠交配后孕卵在

输卵管中运行 ３d ，４ ～ ５d后进入子宫开始植入 。在
妊娠第 １ ～ ４天 ，给予棕榈花蕾水提物灌胃 ，对照组

给予生理盐水灌胃 ，１２d后处死小鼠并解剖 ，发现
低剂量 、中剂量 、高剂量棕榈花蕾水提物分别使小

鼠着床抑制率达 ６０％ 、９０％ 、１００％ 。 提示棕榈花
蕾有明显的抗着床作用 。且随剂量增加 ，对着床的

抑制作用也明显增强 。

早孕是指受精卵在子宫壁着床后而开始妊娠

的阶段 ，大约为妊娠第 ６ ～ ９ 天 。在此时间段 ，低 、

中 、高剂量组给予棕榈花蕾水提物灌胃 ，对照组给

予生理盐水灌胃 ，结果发现低 、中 、高剂量棕榈花蕾

水提物对早期妊娠小鼠致流产率分别为 ２５％ 、

６６畅７％ 、７７畅８％ 。中 、高剂量组的棕榈花蕾水提物

在小鼠交配前给药 ，能使小鼠的避孕率达 １００％ ，

提示其能产生良好的避孕作用 。

棕榈花蕾水提物具有明显的抗着床 、抗早孕和

避孕作用 ，结合本课题组其他研究结果 ，分析其作

用机制如下 ：１）棕榈花蕾水提物对离体［３］和在体［４］

子宫均有兴奋作用 ，从而影响了子宫平滑肌的正常
活动 ，阻碍受精卵着床 ，并使着床后的受精卵不能

正常发育 ，导致流产 。 ２）用 Elecsys２０１０仪器测定
家兔血液中 T３ 、T４ 、雌激素 、孕酮的含量 。结果显

示棕榈花蕾水提物能使 T３水平降低 ，孕酮含量升

高 。棕榈花蕾水提物明显降低 T３水平 ，降低甲状

腺功能 ，引起 FSH（卵泡刺激素）减少 ，继而影响子

宫内膜的周期性变化 ，使子宫上皮细胞 RNA 合成
降低 ，致使胚泡着床能力减弱 ，表现为妊娠生育力

低下 ，影响到胚胎着床后的发育则出现流产 、死产

和胚胎 、仔鼠发育不良等 。甲状腺功能减退可导致

性腺功能发育迟缓 ，影响性功能 ，并可引起月经过

多 ，经期延长 ，不易受孕 ，严重时引起闭经 、无排卵
或不孕 。孕激素水平升高使子宫颈口闭合 ，黏液减

少变稠 ，拉丝度减弱甚至消失 ，螺旋形的粘蛋白分
子排列狭窄 ，精子不易穿透 ，并明显阻碍精子在宫

颈黏液的运行 ，影响其活力和寿命 ，阻止受精卵的

形成 。胚激肽为着床前子宫液中的一种特殊性蛋
白 ，过多孕激素能过早诱导胚激肽以至造成胚胎发

育和已改变的子宫内环境间的不协调 ，阻碍胚泡发
育和着床 。孕激素水平升高对下丘脑产生负反馈

作用 ，抑制垂体分泌 FSH 和 LH ，产生抑制排卵的
作用 。

棕榈花蕾水提物对子宫的兴奋作用和降低

T３ 、升高孕酮水平均是其产生抗生育作用的原因 ，

至于其他抗生育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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