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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多酚与红豆越橘乙醇提取物 

协同抗 UVA 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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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红豆越橘及金银花提取物对长波紫外线（UVA）辐射引起氧化应激的防护作用，制备了红豆越橘

乙醇提取物和金银花多酚质量比为 1∶1 的复配物（简称复配物），建立了 UVA 诱导的肝癌细胞（HepG2 细胞）

氧化损伤模型，考察了复配物对 UVA 辐照后 HepG2 细胞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力、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GSH-Px）活力、过氧化氢酶（CAT）活力、丙二醛（MDA）浓度和活性氧（ROS）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

复配物通过激活抗氧化酶系和清除 ROS 来缓解由 UVA 辐照引发的 HepG2 细胞氧化应激损伤。HepG2 细胞被半

致死 UVA 辐照剂量（12.96 J/cm2）辐照后，与模型组相比，经低（50 μg/mL）、中（100 μg/mL）、高（200 μg/mL）

质量浓度复配物处理后的 HepG2 细胞存活率分别增加了 15.26%、33.59%、66.15%，SOD 活力分别增加了 10.72%、

32.43%、54.08%，CAT 活力分别增加了 16.48%、36.90%、116.20%，GSH-Px 活力分别增加了 52.97%、71.44%、

117.14%，MDA 浓度分别下降了 17.12%、31.22%、59.41%，ROS 表达水平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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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istic anti-UVA radiation of Lonicera japonica polyphenols and  
Vaccinium vitis-idaea L. ethanol 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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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extracts from Vaccinium vitis-idaea L. and 

Lonicera japonica on oxidative stress damage induced by long-wave ultraviolet (UVA) radiation, a UVA 

induced oxidative damage model of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 (HepG2 cells) was establish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a compound made from Lonicera japonica polyphenols and Vaccinium 
vitis-idaea L. ethanol extract (compound for short) with a mass ratio of 1∶1.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pound on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activity,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 activity, catalase 

(CAT) activity, malondialdehyde (MDA) concentration an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content of 

HepG2 cells after UVA irradiation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pound alleviated the 

oxidative stress damage of HepG2 cells induced by UVA irradiation through activating the antioxidant 

enzyme system and clearing RO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model group, the survival rate of HepG2 cells 

after treatment with low (50 μg/mL), medium (100 μg/mL) and high (200 μg/mL) mass concentration 

compounds was increased by 15.26%, 33.59% and 66.15%, the SOD activity was increased by 10.72%, 

32.43% and 54.08%, the CAT activity was increased by 16.48%, 36.90% and 116.20%, the GSH-Px activity 

was increased by 52.97%, 71.44% and 117.14%, and the MDA concentration was decreased by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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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and 59.41%, respectively, and ROS expression level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Vaccinium vitis-idaea L.; Lonicera japonica polyphenols; anti-UVA radiation;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ntioxidant enzyme; biological engineering 

紫外线是人类皮肤生物性损伤的主要因素[1]，

尤其是穿透性强的长波紫外线（UVA，320~400 nm），

长时间照射会导致皮肤产生活性氧（ROS）和活性

氮（RNS）[2]，破坏细胞结构和功能，诱导细胞衰

老[3]和皮肤肿瘤[4]。防晒剂是防晒产品中的主要有效

成分，具有良好的吸收紫外线性能，在一定程度上

对皮肤起到保护作用。但无论是化学防晒剂（水杨

酸类、二苯甲酮衍生物、肉桂酸酯衍生物等）还是

物理防晒剂（氧化锌和二氧化钛）[5-6]，都会对海洋

生物和人体产生极大危害[7-9]。天然防晒原料在紫外

线吸收性、防止辐射损伤、提高防晒产品有效性和

安全性方面更具优势。因此，开发更多潜在的天然物

质应用到防晒产品上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门课题。 

卢琦等[10]研究发现，甘草素可抑制 UVA 诱导

的细胞衰老、ROS 和丙二醛（MDA）的生成、线粒

体膜电位的下降以及基质金属蛋白酶的合成，显著

提高细胞增殖活力、抗氧化酶活性和Ⅰ型胶原蛋白

的生成。GENDRISCH 等[11]研究发现，类黄酮类化

合物木犀草素可通过部分吸收 UVA 和中波紫外线

（UVB）来抵御紫外线辐射，还可作为第一道防线

来减少皮肤中的不良光生物学效应。 

药食同源植物金银花（Lonicera japonica）为忍

冬科（Caprifoliaceae）多年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

或待开放的花[12]，中国各省均有分布，资源丰富。

多酚类物质是金银花的主要功能成分。金银花多酚

可通过抑制人体内酪氨酸酶和过氧化酶活性来减少

黑色素的形成，起到一定的美白效果[13-14]。金银花

多酚成分包含具有良好紫外线吸收性能的绿原酸，

还有与抑制弹性蛋白酶有关的黄酮类化合物芦丁。

红豆越橘（Vaccinium vitis-idaea L.）属杜鹃花科

（Ericaceae）越橘属（Vaccinium）常绿小灌木，主

要分布在中国大小兴安岭地区，被称为“北国红豆”，

其果实富含多糖、多酚、黄酮、花色苷等多种活性

成分，具有抗氧化活性[15]。陈沙等[16]研究证实，红

豆越橘中高含量的花色苷具有较强的防紫外线和微

波辐射作用；多糖具有黏性，在皮肤表面成膜后可

减缓水分蒸发，起到保湿作用；花色苷对酪氨酸酶

的抑制能力已在多种浆果中被证实[17]。金银花多酚

与红豆越橘均有保湿、防晒、抗氧化、抑制黑色素

和抗衰老的作用。 

本文拟在已有金银花多酚与红豆越橘抑制黑色

素功能研究基础上将二者复配，从抗紫外线、减少

氧自由基和抑制抗氧化酶活性 3 个方面评估复配物

对 UVA 辐照肝癌细胞（HepG2 细胞）的防护作用。

以期为天然绿色的植物防晒产品的研究和天然产物

联合应用提供实验依据。 

1  实验部分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红豆越橘花青素（矢车菊-3-葡萄糖苷质量分数> 

90%）、金银花提取物（金银花多酚的含量 298.74 mg/g），

自制[18]。HepG2 细胞，上海歌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MEM 高糖培养基，优级纯，杭州吉诺生物医药技

术有限公司；胎牛血清（FBS），优级纯，浙江天杭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试剂盒、过氧化氢酶（CAT）试剂盒、丙二醛（MDA）

试剂盒、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试剂盒、

蛋白定量（BCA）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

所；活性氧（ROS）试剂盒，大连美仑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磷酸盐缓冲液（PBS，pH=7.4）、胰蛋白

酶，分析纯，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二甲基亚

砜（DMSO），分析纯，天津市化学一厂；二苯基

四氮唑溴盐（MTT），分析纯，南京建成生物工程

研究所。 

246 型二氧化碳培养箱，德国 Memmert 公司；

EPOCH2 型全波长酶标仪，美国 Bio Tek 公司；

H/T20MM 型台式高速离心机，湖南赫西仪器装备有

限公司；DMi8 型倒置显微镜，德国 Sartorius 公司；

KST-08A 型高压灭菌锅，曲阜康尔健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Zeiss 型荧光显微镜，北京荣兴光恒科技有限

公司；Zigoo UVA 型固化灯，北京五环通达科技有

限公司。 

1.2  复配物的制备 

金银花多酚与红豆越橘乙醇提取物复配物制备

采用文献[18]方法。金银花粉碎过 60 目筛，按料液

比 1∶13.5（g∶mL）加入到体积分数为 63%的乙醇

水溶液中，超声（功率约 300 W）提取 21 min，浓

缩，冻干，得金银花多酚粗提物。NKA-9 大孔树脂柱

纯化，体积分数 50%的乙醇水溶液洗脱，浓缩，冻

干，得金银花多酚提取物。按料液比 1∶20（g∶mL）

将红豆越橘加入到体积分数为 95%的乙醇水溶液

中，高剪切分散乳化机 1.8×104 r/min 匀浆处理 90 s，

抽滤，浓缩，冻干得红豆越橘乙醇提取物。按照质

量比（1∶1）进行复配，得到相应复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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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性能测试 

1.3.1  复配物对 UVA 辐照 HepG2 细胞保护能力测试 

1.3.1.1  UVA 辐照剂量的影响 

取对数生长期的 HepG2 细胞，胰蛋白酶消化，

完全培养基（DMEM 高糖培养基+体积分数为 10%

的 FBS）调整单细胞悬液密度 1×105 个/mL，接种于

96 孔板，每孔 200 μL，37 ℃、体积分数 5%的 CO2

恒温培养 24 h，弃掉旧培养基，PBS 冲洗 2 遍，每

孔加入等量（200 μL）PBS 覆盖细胞。将 96 孔板置

于 UVA 辐照灯下进行辐照。实验组设置 6 组，采用

不同 UVA 辐照剂量（3.24、6.48、9.72、12.96、16.20、

19.44 J/cm2）[19]；空白组 UVA 辐照时用锡箔纸覆盖。

辐照结束后，吸弃 PBS，加入 DMEM 培养基，恒温

培养 24 h。然后，每孔加入 20 μL 质量浓度 5 g/L 的

MTT 溶液（用 PBS 配制），继续培养 4 h，终止培养，

离心处理后小心吸弃孔内培养上清液，每孔加入150 μL 

DMSO，脱色摇床上振荡 10 min，使结晶物充分溶

解，于 490 nm 处测量各组吸光度。根据式（1）计

算细胞存活率（%）： 

  / % 100
A
A

 实验组

空白组

细胞存活率   （1） 

式中：A 实验组为不同 UVA 辐照细胞后在 490 nm 处的吸

光度；A 空白组为用锡箔纸覆盖细胞在 490 nm 处的吸

光度。 

以细胞存活率最接近 50%的 UVA 辐照剂量为

半致死 UVA 辐照剂量。 

1.3.1.2  复配物质量浓度的影响 

取适量复配物溶于 DMEM 培养基中，完全溶解

后用 0.22 μm 滤膜过滤除菌，然后用 DMEM 培养基稀

释至 6 种质量浓度（20、50、100、200、300、400 μg/mL）

作为实验组，空白组加入 DMEM 培养基。恒温培

养 24 h 后弃掉旧培养基，PBS 冲洗 2 遍，加入新

鲜的 DMEM 培养基，采用 1.3.1.1 节中 MTT 法于

490 nm 处测量各组吸光度。根据式（1）计算细胞

存活率。A 实验组为不同复配物处理细胞后在 490 nm

处的吸光度；A 空白组为不加复配物细胞在 490 nm 处

的吸光度。 

1.3.1.3  复配物保护能力的测试 

将 HepG2 细胞接种于 96 孔板，24 h 后弃掉旧

培养基，PBS 冲洗 2 遍，3 个实验组分别 50 μg/mL

（低质量浓度组）、100 μg/mL（中质量浓度组）、

200 μg/mL（高质量浓度组）复配物的 DMEM 培养

基。模型组和空白组加入 DMEM 培养基，继续培养

24 h，弃掉旧培养基，PBS 冲洗 2 遍。底部加入等

量 PBS 覆盖细胞，用 1.3.1.1 节中得到的半致死 UVA

辐照剂量辐照实验组和模型组，空白组不进行辐照。

辐照结束后，吸弃 PBS，加入 DMEM 培养基，恒温

培养 24 h。采用 MTT 法于 490 nm 处测量各组吸光

度。根据式（2）计算细胞存活率（%）： 

  / % 100
A

A
 实验组/模型组

空白组

细胞存活率  （2） 

式中：A 实验组/模型组为实验组或模型组在 490 nm 处的

吸光度；A 空白组为空白组在 490 nm 处的吸光度。 

1.3.2  复配物对 UVA 辐照的 HepG2 细胞抗氧化损

伤性能测试 

1.3.2.1  接种铺板 

取对数生长期的 HepG2 细胞，胰蛋白酶消化，

完全培养基调整单细胞悬液密度 1×105 个/mL，接种

于 6 孔板，每孔 2 mL。恒温培养 24 h，备用。 

1.3.2.2  复配物对抗氧化酶系活力的影响 

按照 1.3.2.1 节实验方法将 HepG2 细胞接种于 6

孔板，24 h 后弃掉旧培养基，PBS 冲洗 2 遍，3 个实

验组分别加入 50 μg/mL（低质量浓度组）、100 μg/mL

（中质量浓度组）、200 μg/mL（高质量浓度组）复

配物的 DMEM 培养基，模型组和空白组加入 DMEM

培养基。恒温培养 24 h。弃掉旧培养基，PBS 冲洗

2 遍，底部加入少量 PBS 覆盖细胞，用 1.3.1.1 节中

得到的细胞半致死 UVA 辐照剂量辐照实验组和模

型组，空白组不进行辐照。辐照结束后，弃掉 PBS，

加入 DMEM 培养基，继续培养 24 h。根据 SOD、

CAT、GSH-Px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实验，同时根据

BCA 试剂盒说明书测定蛋白含量。 

1.3.2.3  复配物对 MDA 含量的影响 

根据 1.3.2.2节与 MDA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实验，

同时根据 BCA 试剂盒说明书测定蛋白含量。 

1.3.3  复配物对 UV 辐照 HepG2 细胞 ROS 含量的

影响 

根据 ROS 试剂盒说明书，按照体积比 1∶1000

用无血清培养液稀释 DCFH-DA 至终质量浓度为

10 μmol/L，得到 DCFH-DA 工作液。吸除细胞培养

液，加入 DCFH-DA 工作液充分盖住细胞，避光孵

育 30 min。用无血清培养液洗涤细胞 3 次，以充分

去除未进入细胞内的 DCFH-DA。收集细胞用荧光

显微镜观察。 

1.4  数据分析 

每组实验重复 3 次，结果以“算数平均值±标准

差”表示，采用 Origin 2018 绘图软件绘图，SPSS 26.0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复配物对 UVA 辐照 HepG2 细胞的保护能力 
2.1.1  UVA 辐照剂量对 HepG2 细胞存活率的影响 

图 1 为 UVA 辐照剂量对 HepG2 细胞存活率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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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UVA 辐照剂量对 HepG2 细胞存活率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UVA irradiation dose on survival rate of 

HepG2 cells 
 
由图 1 可知，随着 UVA 辐照剂量的增加，HepG2

细胞存活率显著降低，且表现明显的剂量-效应关

系，说明 UVA 辐照对 HepG2 细胞的增殖具有抑制

作用。当 UVA 辐照剂量为 12.96 J/cm2 时，HepG2

细胞存活率为 51.86%，所以选择 12.96 J/cm2 为半数

致死 UVA 辐照剂量。李辰等[20]研究表明，在 UVA

辐照剂量 5~30 J/cm2 范围内，人角质形成细胞

（HaCaT）活力随着 UVA 辐照剂量的增加而降低

（P<0.05），且呈现剂量 -效应关系（R2=0.982，

P=0.009）。UVA 可诱导 DNA 链发生断裂，引起细

胞损伤，从而促进 HaCaT 细胞凋亡并抑制其存活。

陈凰等[21]研究发现，中（5 J/cm2）、高（10 J/cm2）

UVA辐射剂量对人体成纤维细胞有明显的光损伤作

用，其机制可能与 UVA 刺激成纤维细胞分泌的炎性

细胞因子有关。 

2.1.2  复配物质量浓度对 HepG2 细胞存活率的影响 

图 2 为复配物质量浓度对 HepG2 细胞存活率的

影响。 
 

 
 

图 2  复配物质量浓度对 HepG2 细胞存活率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compound mass concentration on survival 

rate of HepG2 cells  
 

由图 2 可知，随着复配物质量浓度的增加，

HepG2 细胞存活率降低，呈剂量依赖性。当复配物

质量浓度为 200 μg/mL 时，HepG2 细胞存活率为

87.89%，>85%。因此选取 50、100、200 μg/mL 分

别为低、中、高剂量组进行后续实验。朱良玉[22]研

究发现，红豆越橘多酚质量浓度为 80 μg/mL 时，对

HepG2 细胞增殖的抑制率可达 78.34%±3.55%，半数

抑制质量浓度为 22.62 μg/mL。 

2.1.3  复配物的保护能力分析 

图 3 为不同质量浓度复配物对 UVA 辐照 HepG2

细胞的保护能力。 
 

 
 

不同字母代表组间差异性显著（P<0.05），下同 

图 3  不同质量浓度复配物对 UVA 辐照 HepG2 细胞的防

护能力 

Fig. 3  Protective ability of compound with different mass 
concentrations for HepG2 cells irradiated by UVA  

 
由图 3 可知，HepG2 细胞被半致死 UVA 辐照

剂量（12.96 J/cm2）辐照后，模型组和加药实验组

细胞存活率较空白组明显下降。在 50~200 μg/mL 的复

配物质量浓度范围内，各实验组的细胞存活率均明显

高于模型组，且呈剂量依赖性。复配物质量浓度为

200 μg/mL 时，细胞存活率从模型组的 50.10%±3.13%

提高到 83.24%±3.88%，较模型组增加了 66.15%，低、

中质量浓度复配物的加入使 HepG2 细胞存活率分别

增加了 15.26%和 33.59%。结果表明，复配物对 UVA

辐照的 HepG2 细胞有明显的保护作用，且复配物质量

浓度越高，保护能力越强。朱良玉[22]发现，红豆越橘

多酚能够抑制 HepG2 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促进

HepG2 细胞的凋亡。SVOBODOVÁ 等[23]对蓝靛果忍

冬酚类物质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 

2.2  复配物抗 UVA 氧化 HepG2 细胞损伤性能分析 

2.2.1  SOD 活力分析 

SOD 是细胞抗氧化酶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机体维护氧化应激动态平衡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SOD 是生物体内天然的氧自由基清除剂，是抵

御氧化应激刺激的第一道防线，其作用机理主要是

清除对机体有害的超氧自由基（•O2
–），其活力可以

间接反映机体清除超氧自由基的能力。超氧歧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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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治疗由超氧自由基引起的疾病，如氧中毒、急性

炎症、辐照病等有独特疗效。图 4A 为不同质量浓

度复配物对 UVA 辐照 HepG2 细胞所致氧化损伤细

胞 SOD 活力的影响。 

 

 
 

Pro 代表蛋白 

图 4  不同质量浓度复配物对 UVA 氧化损伤 HepG2 细胞

抗氧化酶系活力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different compound mass concentrations 

on activity of antioxidant enzymes in HepG2 cells 
induced by UVA oxidative damage 

 

由图 4A 可知，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 HepG2

细胞被半致死 UVA 辐照剂量（12.96 J/cm2）辐照后

SOD 活力大幅下降（P<0.05），表明该 UVA 辐照剂

量能破坏细胞的氧化调节系统，降低 SOD 的活力，

同时也证明本实验氧化应激细胞模型成功构建。与

模型组相比，不同质量浓度复配物对 HepG2 细胞进

行预处理后，可以显著抑制 UVA 辐照导致的细胞

SOD 活力的降低（P<0.05），低、中、高质量浓度

复配物的加入使 SOD 活力分别提高了 10.72%、

32.43%、54.08%，且呈剂量-效应关系，表明复配物

能显著缓解 UVA 辐照所导致的 SOD 活力的降低，进

而发挥抗氧化功能。綦菲等[24]研究发现，红豆越橘发

酵前 SOD 酶活力为 1488 U/mL，按最佳工艺条件发酵

后，SOD 酶活力可达 3624 U/mL。韩强等[25]研究发现，

金银花黄芪提取物能使蛋鸡中血清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氢酶水平显著提高

（P<0.05），总抗氧化能力也极显著提高（P<0.01）。 

2.2.2  CAT 活力分析 

过氧化氢是机体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能够对

机体造成损害，CAT 是 CAT 体系的标志性酶，可催化

过氧化氢分解成氧和水，防御氧毒性，保护机体免受

氧化损伤。图 4B 为不同质量浓度复配物对 UVA 辐照

HepG2 细胞所致氧化损伤细胞 CAT 活力的影响。 

由图 4B 可知，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 HepG2

细胞被半致死 UVA 辐照剂量（12.96 J/cm2）辐照后

CAT 活力大幅下降（P<0.05），表明该 UVA 辐照剂

量导致了 HepG2 细胞严重的氧化损伤，破坏了细胞

的氧化调节动态平衡和细胞内 CAT 活力。与模型组

相比，不同质量浓度复配物对 HepG2 细胞进行预处

理后，可以显著抑制 UVA 辐照导致的细胞 CAT 活

力的降低（P<0.05），低、中、高质量浓度复配物的

加入使 CAT 活力分别提高了 16.48%、36.90%、

116.20%，且随着复配物质量浓度的提高，细胞 CAT

活力逐渐增大，逐渐接近空白组。结果表明，复配

物可抑制 UVA 辐照所引起的 CAT 活力的下降，保

护细胞减少氧化损伤的伤害。 

2.2.3  GSH-Px 活力分析 

GSH-Px 是机体内广泛存在的一种重要的过氧

化物分解酶，能催化 GSH 将过氧化物还原成无毒化

合物，从而保护机体免受过氧化物的损伤。GSH-Px

含量的高低反映了细胞中自由基数量的多少。图 4C

为不同质量浓度复配物对 UVA 辐照 HepG2 细胞所

致氧化损伤细胞 GSH-Px 活力的影响。 

由图 4C 可知，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 HepG2

细胞被半致死 UVA 辐照剂量（12.96 J/cm2）辐照后

CAT 活力大幅下降（P<0.05），表明该 UVA 辐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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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对 HepG2 细胞造成了氧化损伤，细胞内 GSH-Px

活力被破坏。与模型组相比，不同质量浓度复配物

对 HepG2 细胞进行预处理后，可以显著抑制 UVA

辐照导致的细胞 GSH-Px 活力的降低（P<0.05），低、

中、高质量浓度的复配物的加入使 GSH-Px 活力分

别提高了 52.97%、71.44%、117.14%，说明复配物

可以改善 UVA 辐照所造成的 GSH-Px 活力下降，从

而有利于催化 GSH 将过氧化物还原成无毒的羟基

化合物，减轻机体受到的氧化损伤。THIESEN 等[26]

研究红豆越橘花色苷对被动吸烟防治效果时也有

类似发现。 

2.2.4  MDA 浓度分析 

机体具有一定的抵抗外界氧化应激刺激、维持

机体氧化应激动态平衡的能力，当外界氧化应激程

度超过机体的抵御能力时，氧自由基会首先与细胞

膜上的不饱和脂肪酸反应，产生的代谢产物 MDA

会对机体产生毒性，MDA 的水平直接反映了细胞

膜受到氧化损伤的程度。图 4D 为不同质量浓度复

配物对 UVA 辐照 HepG2 细胞所致氧化损伤细胞

MDA 浓度的影响。 

从图 4D 可知，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 HepG2

细胞被半致死 UVA 辐照剂量（12.96 J/cm2）辐照后

MDA 浓度显著升高（P<0.05），表明模型组细胞膜

被严重损伤；与模型组相比，不同质量浓度复配物

对 HepG2 细胞进行预处理后，可以显著抑制 UVA

辐照导致的细胞 MDA 浓度的升高（P<0.05），且有

明显的剂量依赖性，表明复配物可显著降低 UVA 辐

照所导致的 MDA 水平的上升，能对抗 ROS 引发的

脂质氧化作用，减轻氧化应激损伤。THIESEN 等[26]

研究发现，当 UVA 作用到人体皮肤真皮层时，会降

低 SOD 和 GSH-Px 活力，增加 MDA 浓度。 

与模型组相比，经复配物低、中、高剂量组预

处理后的 HepG2细胞分别比模型组的细胞存活率增

加了 15.26%、33.59%、66.14%，SOD 活力增加了

10.72%、32.43%、54.08%，CAT 活力增加了 16.48%、

36.90%、116.20%，GSH-Px 活力增加了 52.97%、

71.44%、117.14%，MDA 浓度下降了 17.12%、

31.22%、59.41%，ROS 表达水平显著下降。综上所

述，复配物能减轻 UVA 辐照 HepG2 细胞所致氧化

损伤细胞存活率降低和 SOD、CAT 和 GSH-Px 等酶

类水平下降，降低 MDA 浓度。 

2.3  复配物对 UV 辐照 HepG2 细胞 ROS 含量的影响 

机体细胞在外界环境压力的刺激下 ROS 水平

会急剧升高，过度暴露在紫外线辐射下会增加 ROS

的形成，破坏皮肤细胞中的氧化还原平衡。较高浓

度的 ROS 会损害构成皮肤的主要蛋白质成分，调节

细胞外基质的合成和代谢，诱导炎症，介导细胞信

号通路，抑制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甚至导致

细胞死亡[27]。图 5 为不同质量浓度复配物对 UVA

氧化损伤 HepG2 细胞 ROS 含量的影响。 
 

 
 

A—空白组；B—模型组；C—低质量浓度组；D—中质量浓度组；

E—高质量浓度组 

图 5  不同质量浓度复配物对 UVA 氧化损伤 HepG2 细胞

ROS 含量的影响 
Fig. 5  Effects of different compound mass concentrations on 

ROS content of UVA oxidative damage HepG2 cells 
 
由图 5 可知，空白组中 HepG2 细胞几乎没有观

察到高荧光的 ROS 表达；模型组观察到较多细胞

含有高荧光的 ROS，与空白组相比荧光水平显著升

高。与模型组相比，不同质量浓度复配物对 HepG2

细胞进行预处理后，可观察到表达出较高荧光的细

胞数量变少、荧光强度降低，表明细胞内 ROS 的

表达水平下降，且随着质量浓度的增加而下降。说

明经复配物预处理后的 HepG2 细胞，ROS 的生成被

抑制。 

3  结论 

通过建立 UVA 诱导 HepG2 细胞的氧化损伤模

型，考察了金银花多酚与红豆越橘乙醇提取物质量

比为 1∶1 的复配物对 UVA 辐照 HepG2 细胞的保护

作用，分析了抗氧化酶系和 ROS 含量的变化。复配

物可以缓解 UVA 辐照引发的 HepG2 细胞的氧化应

激损伤，提高对外界氧化应激的调控能力。 

本文为抗氧化、抗辐射食品、药物、化妆品的

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对营养、健康以及民生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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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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