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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当今世界对人类健康危害最大的疾病

之一。 近年来我国癌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人们对

癌症的膳食预防越来越重视，抗癌保健食品渐受欢

迎。 蜂产品是我国的传统中药和食疗佳品，蜂胶、花

粉多糖和蜂王浆均有防癌、抗癌功效，极具研究和

开发价值［1－5］。 蜂王浆是 5～15 日龄工蜂头部咽下腺

和上颚腺分泌出来的具有酸、涩、辣、甜且略带特殊

芳香气味的乳白色或淡黄色的浆状物质［6］。 蜂王浆

化学成分十分复杂，含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激

素、酶及微量元素，具有较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 近

年来，蜂王浆的抗癌作用已有不少报道 ［7－9］，但到目

前为止人们对蜂王浆中什么成分起抗癌作用仍不

清楚。 本试验对新鲜蜂王浆不同活性成分对肿瘤的

抑制作用进行了初步研究，现总结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瘤株 肿瘤 Sl80，由江西中医学院药物研究

蜂王浆不同组分对荷 S180 肿瘤小鼠免疫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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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新鲜蜂王浆经过 180 目滤网过滤，滤液再逐步经过 0．50 μm、0．10 μm 和 0．05 μm 的无机陶瓷膜

过滤，分别得到了 5 种蜂王浆活性组分，测定新鲜蜂王浆及各活性组分的癸烯酸含量。将 88 只荷瘤小鼠

随机分为环磷酰胺组（40 mg ／ kg）、模型对照组、蜂王浆及各组分实验组，连续灌胃 4 周。 观察小鼠一般状

况，测定抑瘤率和脏体系数，以探讨蜂王浆各组分对荷 S180 肿瘤小鼠的免疫效果。 结果表明，除新鲜王

浆先后经过 180 目滤网，0．50 μm 和 0．10 μm 无机陶瓷膜过滤的组分外， 其他各蜂王浆组分与对照组比

较对降低瘤体重量差异不显著，其中 E 组抑瘤率最高达 45．52％。 说明蜂王浆不同活性组分对荷 S180 肿

瘤小鼠抗癌作用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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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ory Effect of Active Components of Royal Jelly on S180 Sarcoma Growth of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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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ctive components of royal jelly on S180 sarcoma growth of mice．
［Methods］ The fresh royal jelly through a filter with 180 meshes was filtered by inorganic membranes with size of 0．50μm、

0．10μm and 0．05μm，5 groups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royal jelly were got，then the content of 10－HDA were determined．
88 tumor－bearing mice were randomized into cyclophosphamide （CTX） group，negative control and royal jelly groups， fed for
4 weeks continuously． The general condition of mice was observed， the inhibitory rate of tumor growth and organic index
were determin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tumor growth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and tumor weight was reduced in
experimental groups except group D， highest to 45．52％ in comparison with the tumor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Inhibitory
effect of different active components of royal jelly on S180 sarcoma growth of mice was different．
Key words： active components of royal jelly； mice； inhibitory effect； S180 sarc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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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提供。
1．1．2 动物 昆明小鼠 88 只， 雄性小白鼠， 体重

18～22 g，由湖北省实验动物研究中心提供。
1．1．3 受试物 新鲜蜂王浆的不同活性组分，由江

西农业大学蜜蜂研究所提供。
1．2 试验方法

1．2．1 蜂王浆活性成分分离与制备 将 5 kg 新鲜

蜂王浆（A 组）经 180 目滤网过滤，分成滤渣（B 组）
和滤液两部分， 再将滤液与纯净水按 1∶7 的比例混

匀，在 20℃，平均压力 0．25MPa 下采用孔径大小为

0．50 μm、0．10 μm、0．05 μm 的无机陶瓷膜进行过滤

分离， 获得颗粒大小不同的 4 种活性组分（C、D、E、
F 组），制备过程如图 1 所示。

1．2．2 各组分癸烯酸含量测定 采用液相色谱—
紫外检测法，方法参考《蜂产品检测实用技术》［10］。
1．2．3 瘤液配制 取接种肉瘤 S180 7 d 后小鼠的

腹水，用生理盐水稀释成 1∶4 的混悬液备用。
1．2．4 抑 瘤 试 验 将 稀 释 的 S180 混 悬 液 以 0．2
mL ／ 只的量接种于小鼠左前肢腋窝下。 24 h 后将荷

瘤小鼠随机分为肿瘤对照组、环磷酰胺组和蜂王浆

各成分组。 新鲜蜂王浆组以健康成年人日食蜂王浆

量 100 mg ／ kg（体重）为依据，按健康成年人 10 倍量

饲喂老鼠，即每鼠按 1 g ／ kg（体重）每天灌胃，环磷酰

胺组按 40 mg ／ kg（体重）每天灌胃，模型对照组用蒸

馏水每天灌胃；经无机陶瓷膜分离的蜂王浆活性组

分灌胃量根据各活性组分干物质占新鲜蜂王浆的

百分含量进行计算。 停药后次日称小鼠体重，迅速

脱颈椎处死小鼠，剥离肿瘤组织、肝脏、脾脏及胸腺

等称重，计算抑瘤率及脏体比值。
1．3 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StatView5．0 的 ANOVA 和 t 测验

进行统计分析，各处理平均数间用 ANOVA 或 AN-

COVA 进行差异显著性比较及相关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试验各组分的癸烯酸含量

对试验各组分（A、B、C、D、E、F）的癸烯 酸 含 量

进 行 测 定 ， 结 果 分 别 为 ：14．5、446．8、1．3、1．2、1．1、
0．8g ／ kg。 其中，新鲜蜂王浆经 180 目滤网过滤后，在

滤渣 B 组分中癸烯酸含量最高，达 446．8 g ／ kg，其他

各组分癸烯酸含量都较低。 图 2 为新鲜蜂王浆的癸

烯酸含量液相色谱图。

2．2 小鼠生长发育状况的观察

试验期间，各组小鼠毛质白且有光泽，行为未

见异常，无稀便、死亡现象，生长发育正常。
2．3 蜂王浆活性组分对抑瘤率影响

各试验组荷瘤小鼠体重、瘤体重、抑瘤率比较

见表 1。 各试验组中 E 组瘤体重量最小， 抑瘤率最

高，达 45．52％；A 组的瘤体重也较小，抑瘤率也相对

较高； 这两组与肿瘤对照组比较， 差异显著 （P＜
0．05）。 D 组的瘤体重反而比对照组的稍高，对肿瘤

无抑制作用。

2．4 蜂王浆活性成分对小鼠脏体系数的影响

脏体系数 （％）＝（脏器质量 ／ 小鼠质量）×100％。

组别

对照组（CK）
A
B
C
D
E
F

环磷酰胺组（CTX）

表 1 蜂王浆活性成分对荷 S180 肿瘤小鼠的抑瘤率影响（n＝11）

开始

21.473±1.948
21.564±1.776
21.327±2.231
21.473±1.700
21.218±2.314
21.730±1.989
21.227±2.145
21.027±2.682

结束

22.009±1.129
22.018±1.321
21.073±1.758
22.355±2.623
21.609±2.504
21.740±1.719
20.255±2.371
20.818±2.973

瘤重

g
0.736±0.258
0.463±0.196*
0.589±0.297
0.587±0.367
0.754±0.429
0.401±0.175*
0.670±0.294
0.581±0.292

抑瘤率

%

37.09
19.97
20.25
-2.45
45.52
8.97
21.06

动物体重//g

注：1.* 示与对照组比较差异达 0.05 显著水平；2.抑瘤率=（对照

组平均瘤重-试验组平均瘤重）/对照组平均瘤重×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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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看出，B 组和 D 组的肝 ／ 体系数和 C 组的

脾 ／ 体系数显著比模型组的高，其他组差异不显著。

3 结论

癌症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人体免疫功能失调，癌

变的细胞逃脱了免疫监控， 在体内迅速分裂增殖，
形成恶性肿瘤［2］。 化学药物、放射线等治疗方法虽然

能直接杀伤肿瘤细胞，抑制肿瘤生长，但也引起许

多不良反应，尤其对骨髓造血及免疫功能的抑制更

为明显，使病人难以继续接受治疗。 人们希望利用

天然产物中的活性物质，改变癌变过程，推迟癌变

的发生，达到防癌目的。 蜂王浆中含有多种生理活

性物质，有复杂的药理活性，本试验结果表明，D 组

分无抗肿瘤作用，其他各蜂王浆活性组分对小鼠肿

瘤均有一定抑制作用，E 组分的抗肿瘤作用最强。这

可能是 D 组分中存在着对抑制肿瘤起拮抗作用的

成分，而 E 组分中却存在高度增强蜂王浆抗肿瘤作

用的成分。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报道了蜂王浆的抗肿瘤作

用，同时也猜测其中起作用的是癸烯酸成分［11，12］。 从

本试验结果来看，癸烯酸成分确实有一定的抗肿瘤

作用，但蜂王浆中应该还存在着起抗肿瘤作用的其

他成分。 若进一步对蜂王浆各组分进行分析，可能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寻找蜂王浆中起抗癌作用的活

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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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对照组（CK）
A
B
C
D
E
F

环磷酰胺组（CTX）

表 2 蜂王浆活性成分对荷 S180 肿瘤小鼠脏体系数的

影响（n＝11）

肝/体系数

4.11±0.68
4.33±0.85
4.74±0.47*
4.47±0.63
5.06±0.54*
4.15±0.65
4.39±0.38
4.51±0.32

脾/体系数

0.73±0.19
0.84±0.13
0.76± 0.13
0.90±0.22*
0.84±0.14
0.75±0.15
0.81±0.22
0.54±0.10*

胸/体系数

0.15±0.08
0.18±0.10
0.15±0.08
0.16±0.10
0.15±0.05
0.16±0.06
0.17±0.08
0.16±0.09

注：* 示各剂量组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差异达 0.05 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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