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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虾青素软胶囊对人体抗氧化功能试验研究

陈东方， 王海玉， 张聪恪， 李立， 刘翠娥

摘要： ［ 目的 ］ 探讨天然虾青素软胶囊对人体的抗氧化作用。 ［ 方法 ］ 将 106 例年龄在 45～65 岁之间的健康志

愿者按血清丙二醛含量随机分为受试组和对照组， 受试组连续服用受试物 90 d。 测定血清中丙二醛 （MDA） 含量及超氧

化物歧化酶 （SOD） 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 活性和安全性指标。 ［ 结果 ］ 试食后受试组 MDA 含量明显下

降， 自身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下降率为 3.25％； SOD 活性明显升高， 自身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0.01）， 升 高 率 为 4.59％； GSH-PX 活 性 明 显 升 高 ， 自 身 前 后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1）， 升 高 率 为

5.54％。 各项安全性指标试验前后均无明显改变。 ［ 结论 ］ 天然虾青素软胶囊对人体具有抗氧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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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NTIOXIDATION EFFECT OF CAPSULE OF NATURAL ASTAXANTHIN ON
HUMAN BODY CHEN Dong-fang， WANG Hai-yu， ZHANG Cong-ke， et al. （Henan Centre for Dis-
ease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Zhengzhou 45001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capsule of natural astaxanthin on antioxidation of human body. ［Meth-
ods］ 106 health volunteers aged from 45 to 65 were divided into te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randomly according to contents of
serum MDA. Contents of MDA， activities of SOD and GSH-PX and indexes of safety were determined at the end of 90 days.
［Results］ Contents of serum MDA in test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ing with control group and were different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est， the rate of descent was 3.25％. Activities of SOD and GSH-PX in test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
paring with control group and were different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est. The rates increased by 4.59％ and 5.54％， respec-
tively. All kinds of indexes of safety in the experiment did not change. ［Conclusion］ The capsule of natural astaxanthin has the
effect on antioxidation of human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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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对细胞和组织的损伤是其致病的基础， 充分利用天

然食物获取具有保护人体细胞的抗氧化剂， 已经成为人类防癌

及防治一些慢性疾病的选择之一， 尤其是当人体从食物中摄取

的抗氧化剂不足、 或在肠道中吸收受限、 或因体内自由基过多

时， 除正常饮食外， 安全有效的补充天然抗氧化剂是必要的。
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表明， 天然虾青素是一种超强的天然抗氧

化剂， 具有极强的淬灭单线态氧和清除自由基能力， 具有抗氧

化活性 ［1，2］。 本研究旨在评价其在人群中食用 的 安 全 性 和 有 效

性， 为天然虾青素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受试产品

天 然 虾 青 素 软 胶 囊 由 湖 北 某 公 司 提 供。 人 群 推 荐 用 量 为

1.2 g ／ （人·d）。 （0.6 g ／ 粒×1 粒 ／ 次×2 次 ／ 日）
1.2 受试对象［3］

选 择 年 龄 在 45～65 岁 ， 身 体 健 康 状 况 良 好 ， 无 明 显 脑 、
心、 肝、 肺、 肾、 血液疾患， 无长期服药史， 愿意受试保证配

合的人群为受试对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排除： 妊娠或哺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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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 对保健食品过敏者； 合并有心、 肝、 肾和造血系统等严

重疾病患者； 短期内服用与受试功能有关的物品， 影响到对结

果的判断者； 不符合纳入标准， 未按规定食用受试样品， 无法

判定功效或资料不全影响功效或安全性判断者。
1.3 分组与试食方法［3］

依照上述标准选择自愿受试者 106 人， 以受试者试验前的

过 氧 化 脂 质 含 量 （MDA） 为 主 、 同 时 考 虑 超 氧 化 物 歧 化 酶

（SOD）、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 测定值及年龄、 性

别、 生 活 饮 食 习 惯 等 因 素， 采 用 分 层 随 机 分 为 2 组， 试 验 组

56 例 和 对 照 组 50 例。 试 验 组 按 推 荐 服 用 方 法， 服 用 受 试 产

品， 每日 2 次， 每次 1 粒； 对照组不进行任何处理。 试食时间

3 个月， 试验期间试验组和对照组原生活、 饮食不变。
1.4 主要仪器与试剂

SOD、 MDA、 GSH-PX 检测仪器为国产 754 型紫外分光光

度计， 试剂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的试剂盒测定。
肝 功 能 、 尿 素 氮 、 肌 酐 等 血 液 生 化 指 标 的 测 定 采 用 日 本

OLYMPUS—NU10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5 观察指标

各项指标在试验前及试验后分别进行检测。 一般状况： 包

括精神、 睡眠、 饮食、 大小便、 血压等； 血、 尿、 大便常规检

查； 胸透、 心电图、 腹部 B 超检查； 血生化指标包括血清总蛋

白 （TP）、 白 蛋 白 （ALB）、 谷 丙 转 氨 酶 （ALT）、 谷 草 转 氨 酶

（AST）、 肌酐 （CRE）、 尿素氮 （BUN）、 血糖 （GLU）、 总胆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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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功效性指标的变化

试食前两组 MDA、 SOD、 GSH-PX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试

食后试验组 MDA 值明显下降， 下降百分率为 3.25%。 SOD 值

明显升高， 升高百分率为 4.59%。 GSH-PX 值明显升高， 升高

百分率为 5.54%。 见表 2~4。

醇 （TC）、 甘油三酯 （TG）、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功效学指标： 试 验 前 后 MDA 的 变 化 及 MDA 下 降 百 分 率， 试

验前后 SOD 的变化及 SOD 升高百分率， 试验前后 GSH-PX 的

变化及 GSH-PX 升高百分率。
1.6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1.5 统计学软件进 行 数 据 分 析。 自 身 对 照 资 料

采用配对 t 检验， 两组均数比较采用成组 t 检验。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试验中受试者脱离 6 人， 脱离率为 5.6%， 因此， 最 后 实

际有效例数为 100 例， 试验组和对照组均为 50 例。 试验组男 ／

女为12 ／ 38， 年龄 （48.6 ± 4.2） 岁； 对照组男 ／ 女为 11 ／ 39， 年

龄 （48.6 ± 4.5） 岁。 试 验 组 和 对 照 组 的 受 试 对 象 在 试 验 前 、
后的生活和饮食情况基本无改变。 试验前后试验组的受试对象

精神状况、 睡眠等临床症状有一定的改善。
2.2 安全性指标

试食前后两组受试者其血象、 生化、 血压各项指标均在正

常值范围内， 试验前后胸透、 腹部 B 超、 心电图检查均未见明

显异常； 尿常规 （WBC、 KET、 URO、 BTL、 SG、 BLD、 PRO、
GLU、 NIT、 pH 值） 和大便 （颜色、 性状、 黏液、 脓细胞、 红

细胞、 虫卵、 潜血试验等） 检测指标试验前后无明显异常。 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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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天然虾青素是一种从虾蟹外壳、 牡蛎、 鲑鱼及藻类、 真菌

中 发 现 的 红 色 类 胡 萝 卜 素。 作 为 一 种 超 强 的 天 然 胞 外 抗 氧 化

剂， 它可以淬灭单形态氧， 清除自由基， 增加抗氧化酶活性和

蛋白质表达 ［4，5］。 天然虾青素软胶囊的成分主 要 来 源 于 雨 生 红

球藻， 本研究旨在进一步评价其在人群中食用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 试食前后试验组和对照组血、 尿、 大便常规和血生化检测

均未见明显异常， 胸透、 腹部 B 超、 心电图检查结果均未见异

常， 说明该试验样品对受试者健康无不良影响。 试食后受试组

MDA 含量明显下降， SOD 活性 明 显 升 高， GSH-PX 活 性 明 显

升高， 与对照组比较及自身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提示天然虾青素软胶囊能提高抗氧化 系 统 功 能， 降 低

脂质过氧化， 减轻氧化应激对生物大分子的损伤。 以上人体试

食试验结果表明， 天然虾青素软胶囊具有抗氧化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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