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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槟榔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免疫功能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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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旨在通过小鼠喂养试验，探讨鲜槟榔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生长及免疫功能的影响，为槟榔的安全性

评价提供参考。通过制备 3 种不同食用方式鲜槟榔的水提物，定时定量灌胃小白鼠，记录小白鼠的生长特性并定期测

定其免疫指标。结果表明：鲜槟榔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体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鲜槟榔组食用方式可以

明显的抑制小鼠体重增长（p＜0.05），蒌叶组和烟丝组也能不同程度的抑制小鼠体重增长。对脏器指数而言，蒌叶组对

肝脏脏器指数影响最明显（p＜0.05），鲜槟榔组对小鼠脾脏脏器指数影响最为明显（p＜0.05），对红细胞计数 3 种不同食

用方式无显著差异，然而就白细胞计数来说，其中烟丝组和蒌叶组的白细胞计数却显著高于鲜槟榔组和对照组的白

细胞计数。对细胞因子和免疫球蛋白来说，烟丝组肿瘤坏死因子的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和鲜槟榔组（p＜0.05），对细胞

因子白介素 1 的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则是显著性升高 （p＜0.05），对免疫球蛋白 A 和免疫球蛋白 G 则是显著性降低

（p＜0.05）。烟丝组免疫球蛋白 M 的含量显著性高于对照组（p＜0.05），其余各组无差异。可见 3 种鲜槟榔不同食用方

式对小鼠体重、免疫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其中烟丝组和蒌叶组的食用方式对小鼠免疫功能的负面影响更

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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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aimed to mouse feeding study，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resh betel nut three different ways
to eat on the growth and immune function in mice，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afety evaluation of betel nut.
Betel fresh food prepared by three different ways aqueous extract，mice fed regular meals，and recording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mice immune indices determined periodical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the consumption
of fresh betel three different ways exist on body weight in mice affected to different degrees，wherein the fresh
food group betel embodiment could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mouse body weight gain （p<0.05），group betel
and tobacco could also be different groups of inhibition of mouse weight gain. For the organ index，the temporal
lobe group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liver organ index （p<0.05）. The fresh betel nut group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pleen organ index （p<0.05），and the red blood cell count was three differ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way of eating. However，in terms of white blood cell count，the white
blood cell counts of the cut tobacco group and the temporal lob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fresh betel nu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For cytokines and immune globulins，tumor necrosis factor toba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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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fresh betel group （p<0.05），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to the cy－
tokine interleukin-1 cont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immunoglobulin A and immunoglobulin G was
significantly lower（p<0.05）. For cytokines and immunoglobulin，the content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 in tobacco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and fresh betel nut group （p< 0.05），the content of
cytokine interleukin-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and the content of
immunoglobulin M in tobacco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the remaining groups. 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 different eating modes of the three kinds of fresh
betel nut have different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body weight and immune function of the mic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eating mode of the tobacco and the betel leaf group on the immune function of the mice were more
obvious.
Key words：fresh betel nut water extract；body weight；cytokines；immunoglobulin；eating method

引文格式：

吴忠坤，赵紫薇，王远亮，等. 鲜槟榔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J].食品研究与开发，2019，40（7）：40-
45，54
WU Zhongkun，ZHAO Ziwei，WANG Yuanliang，et al. Effects of Three Different Ways of Eating Fresh Betel Nut on Immune
Function in Mice[J]. Foo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19，40（7）：40-45，54

槟榔（Areca catechu L.），棕榈科热带常绿乔木，是

一种可食用的干燥成熟种子[1]。形状椭圆，含有多种营

养元素及药理活性成分，其主要有效成分包括生物

碱、酚类、油脂、多种氨基酸及矿物质 [2]，其中槟榔碱、
槟榔多酚等有效成分均可与水任何比例混溶。槟榔生

长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并且我国福

建、海南、台湾等地均有大面积的种植。2017 年我国槟

榔产业总产值超过 150 亿，较上年增长 25 %左右。槟

榔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有杀虫消积、降气、行水、截
疟等功效。并且入药历史悠久，在中药中常作为驱虫、
消积药物来使用[3]。与此同时，咀嚼槟榔是一种古老的

习俗，在亚、非、欧洲的许多国家及北美地区都很常见。
槟榔被列为第四大最常用的精神活性物质，需求量仅

次于咖啡因、尼古丁和酒精[4]。其常见主要食用方式分

为：鲜槟榔、鲜槟榔+蒌叶、鲜槟榔+蒌叶+烟丝 3 种。
2003 年国际癌症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 正式认定槟榔为一级致癌

物[5]。至此，槟榔的食用性安全受到广泛的关注。与此

同时国内外学者对槟榔生物碱的药理、毒副作用机制

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槟榔生物碱对

口腔、生殖细胞毒性、肝脏毒性以及免疫抑制毒性这

些方面[6-10]。然而，鲜槟榔整体食用及其食用方式方面

的研究较少。本文探究不同鲜槟榔食用方式对小鼠免

疫功能的影响，通过 3 种常见鲜槟榔食用方式的水提

物对小鼠进行灌胃饲养，初步的探究其不同食用方式

之间的差异，并为鲜槟榔的食用安全性提出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1.1.1 槟榔、蒌叶和烟丝等材料的制备

鲜槟榔：海南省万宁市。槟榔水提物制备：鲜槟榔

洗净晾干后切碎，冷冻干燥 36 h。冻干后的槟榔块用

万能粉碎机粉碎。槟榔粉按质量 1∶10 的比例水提，

水提过程中先超声 30 min，后 60 ℃水浴 1 h。水浴后

5 000 r/min 离心 10 min 取上清液浓缩。
蒌叶：海南省万宁市。蒌叶水提物制备：选取大小

一致的蒌叶洗净晾干，按一颗鲜槟榔两片蒌叶比例选

取所需蒌叶。60℃恒温热风干燥 4 h。干燥后的蒌叶用

万能粉碎机粉碎。蒌叶粉按质量 1∶10 的比例水提，

水提过程中先超声 30 min，后 60 ℃水浴 1 h。水浴后

5 000 r/min 离心 10 min 取上清液浓缩。
烟丝：长沙市烟草研究所。烟丝水提物制备：按照

鲜槟榔重量的 10 %选取所需的烟丝，60 ℃恒温热风

干燥 2 h。干燥后的烟丝用万能粉碎机粉碎，烟丝按

质量1∶10 的比例水提，水提过程中先超声 30 min，后

60℃水浴 1 h。水浴后 5 000 r/min 离心 10 min 取上清

液浓缩。
1.1.2 试验仪器

一斤摇摆式高速万能粉碎机（QE-500 克）：浙江

屹立工贸有限公司；离心机（LXJ-IIB）：上海安亭科学

吴忠坤，等：鲜槟榔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基础研究
41



由表 1 可知，在灌胃饲养一周后，可以明显的看出

鲜槟榔组的小鼠体重是显著低于对照组的，在灌胃后

的第二周，鲜槟榔组小鼠的体重与蒌叶组和烟丝组也

呈现出显著性的降低（p＜0.05），与对照组差异更是明

显（p＜0.01 或 p＜0.05）。后两周虽在增长但其趋势不明

显，仍然与对照显著性降低。蒌叶组的小鼠在灌胃饲

养一周后也明显小于对照组的小鼠体重，但其在第三

周与对照小鼠体重无显著差异（p＞0.05）。对烟丝组来

说，灌胃一周后其体重与对照组小鼠体重也是显著性

降低（p＜0.05）。第四周仍然显著低于对照组小鼠体重。
2.2 对小鼠肝脏指数和脾脏指数的影响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脏器指数的影响见表 2。
由表 2 可知，烟丝组和鲜槟榔组的肝脏脏器指数与蒌

叶组的脏器指数有着明显的增高（p＜0.05）。然而对脾

脏来说，只有鲜槟榔组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增高（p＜
0.05），其他各组间均无差异。
2.3 对小鼠血液指标的影响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血液指标的影响见表 3。

仪器厂；电热恒温水浴锅（DZKW-S-8）：北京市永光明

医学仪器有限公司；电热鼓风干燥箱（WGL-125B）：天

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冷冻干燥仪（FD-IA-50）：

北京博医康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1.2 实验动物

KM 小鼠：由湖南斯莱克景达试验动物有限公司

提供，小鼠生产证号为 SCXK（湘）2013-0004。本次试

验过程中遵循《实验动物管理条例》进行试验研究。
1.3 试验设计

引进 40 只健康 4 周龄的 SPF 级雄性 KM 小鼠，置

于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试验动物房灌胃

饲养。饲养环境：温度（22±4）℃、相对湿度：50 %~70 %、
光照时长为 12 h，进行为期 1 周的环境适应饲养，并在

期间观察其综合情况。环境适应饲养过后随机将小鼠

分为 4 个组，每组 10 只。每只体重在（19±2）g 之间。各
组均采用灌胃给药，每天定时灌胃 1 次，相同环境下饲

养 4 周。4 个试验组分别是：

鲜槟榔组：鲜槟榔水提物给药量为 0.1 mL/（10 g·d）。
相当于 70 kg 成人每天食用 4 个鲜槟榔。

蒌叶组：槟榔蒌叶混合水提物给药量为 0.1 mL/
（10 g·d）。相当于 70 kg 成人每天食用 4 颗鲜槟榔、8
片蒌叶。

烟丝组：选取 10 只体重在（19±2）g 的雄性小鼠作

为烟丝试验组，采用灌胃法给药，槟榔烟丝混合水提

物给药量为 0.1 mL/（10 g·d）。相当于 70 kg 成人每天

食用 4 颗鲜槟榔、8 片蒌叶、12 g 烟丝。
对照组：纯水给药量为 0.1 mL/（10 g·d）。

1.4 结果测定

1.4.1 小鼠体重

试验期间，第一次灌胃前称重并记录其初始体

重，后在每次灌胃前称重记录，并观察记录存活现状。
1.4.2 血液指标

灌胃饲养 28 d 后，禁食 12 h，采用眼球摘除法取

小鼠血液于 EDTA-K2 抗凝管中，混匀后 12 h 内送检。
1.4.3 脏器指数

灌胃饲养 28 d 后，禁食 12 h，先称量其体重，后脱

颈处死，取其肝脏和脾脏。取出的肝脏和脾脏用试纸

吸取表面水分后称重记录。
脏器指数/（mg/g）=脏器质量（mg）/体重（g）

1.4.4 免疫球蛋白以及细胞因子

灌胃饲养 28 d 后，禁食 12 h，采用眼球摘除法取

小鼠血液于灭菌离心管中，静止后送检。
1.5 数据处理

本次试验使用 SSPS21.0 软件进行差异统计分析，

采用 Duncan 检验方法检验其显著性，结果用平均值±
标准差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小鼠体重的影响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体重的影响见表 1。

表 1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体重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three different eating modes on body weight of mice

组分
周体重变化/g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鲜槟榔组 34.66±4.239bB 37.05±4.021cB 38.92±4.932cB 37.09±4.126bB

蒌叶组 36.16±2.336bAB 40.11±2.682bAB 42.54±2.767abAB 37.58±2.961bB

烟丝组 36.83±1.844bAB 39.45±2.03abB 40.23±1.434bcA 39.59±1.467bAB

对照组 39.95±3.14aA 43.44±3.355aA 45.2±3.68aA 42.95±3.651aA

注：同列数据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显著差异，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在 0.01 水平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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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脏器指数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three different eating methods on organ index in

mice

如表 3 所示，3 种不同的食用方式对小鼠红细胞

计数（red blood cell，RBC）并无明显的影响。对于白细

胞计数（white blood cell，WBC）而言，其中烟丝组的白

细胞计数（WBC）是要明显高于鲜槟榔组和对照组的

（p＜0.05），相对上升了 80.82 %。蒌叶组的白细胞计数

（WBC） 也是明显高于这两组 （p＜0.05），相对上升了

32.05 %。对鲜槟榔组来说，其白细胞计数（WBC）与对

照组并无显著性差异。
2.4 对小鼠免疫球蛋白以及细胞因子的影响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免疫球蛋白的影响见图

1~图 3。

如图 1、2 所示：鲜槟榔的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

鼠血清免疫球蛋白 A（immune globulin A，IgA）和免疫

球蛋白 G（immune globulin G，IgG）的含量均呈显著性

下降（p＜0.05）。由图 3 可知：烟丝组小鼠血清免疫球蛋

白（immune globulin M，IgM）与对照组相比呈显著性升

高（p＜0.05）。其余各组见均无明显差异。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细胞因子的影响见表4。

从表 4 可知，对于小鼠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的含量来说，只有烟丝组与对

组分
脏器指数

肝脏/（mg/g） 脾脏/（mg/g）
鲜槟榔组 39.94±2.044a 3.07±0.572a

蒌叶组 35.69±1.765b 2.59±0.783ab

烟丝组 40.6±2.315a 2.44±0.371ab

对照组 38.11±11.264ab 2.33±0.699b

注：同列数据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显著差异。

表 3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血液指标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three different eating methods on blood

parameters in mice

组分
血液指标

RBC/（1012/mL） WBC/（109/mL）
鲜槟榔组 9.9±0.582 3.56±0.814b

蒌叶组 9.47±0.383 4.82±0.631a

烟丝组 9.7±0.39 6.6±2.303a

对照组 9.34±0.602 3.65±1.495b

注：同列数据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显著差异。

图 1 3 种不同食用方式的小鼠血清 IgA 的含量

Fig.1 Serum IgA levels in mice with three different modes of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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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细胞因子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three different eating modes on cytokines in mice

TNF-α/（pg/mL） IL-1/（pg/mL）
鲜槟榔组 566.83±78.47ab 308.49±31.345bB

蒌叶组 591.67±66.415ab 353.93±19.428aA

烟丝组 613.05±34.357a 350.89±21.848aA

对照组 524.13±84.85b 227.29±25.823cC

组分
细胞因子

注：同列数据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显著差异，不同大写字

母表示在 0.01 水平差异显著。

图 3 3 种不同食用方式的小鼠血清 IgM 的含量

Fig.3 Serum IgM levels in mice with three different modes of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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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 种不同食用方式的小鼠血清 IgG 的含量

Fig.2 Serum IgG levels in mice with three different modes of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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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相比呈显著性上升（p＜0.05），其他组分之间均无

明显差异。对于小鼠血清白介素 1（interleukin-1，IL-1）
的含量来说，蒌叶组和烟丝组与对照组相比呈极显著

差异（p＜0.01），鲜槟榔组与蒌叶组和烟丝组之间呈极

显著下降（p＜0.01），同时鲜槟榔组与对照组相比则是

呈极显著上升（p＜0.01）。

3 讨论

3.1 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体重的影响

本次试验结果表明：鲜槟榔的 3 种不同食用方式

对小鼠体重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经过一周灌胃饲

养后所有试验组分的小鼠体重与对照组小鼠体重

相比均呈现显著性下降。在灌胃饲养的过程中，灌胃

15 min 至 20 min 后 3 个试验组的小鼠均有不同程度

的腹泻现象，Chuan bao LI 等[11]研究表明，槟榔中的槟

榔碱对离体大鼠远端结肠平滑肌肌条具有收缩作用，

并且其促收缩作用随着槟榔碱剂量的增加而增强，从

而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腹泻，因此所有实验组的小鼠在

长期腹泻作用下，造成其体重与对照组相比较呈显著

性下降。刘书伟等[12]指出鲜槟榔和蒌叶同时食用时可

以抑制小鼠体重的增加，但其可以减弱对小鼠生理指

标的毒性作用。故蒌叶组小鼠体重相对于鲜槟榔组来

说，其对小鼠体重的抑制作用相对减弱。从本次试验

结果来看烟丝组和蒌叶组对小鼠体重抑制作用大相径

庭，然而烟丝对肠道的具体影响尚不明确，其对小鼠体

重是否也存在抑制作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2 对小鼠脏器指数的影响

肝脏作为身体中最大的解毒器官，其在排毒代谢

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次试验中只有蒌叶组肝脏脏器

指数与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他各组均无明

显差异。孙莹等[13]试验结果表明槟榔碱饮水法喂养小

鼠会造成小鼠肝脏组织损伤，且在一定时间内，随时

间变化损伤会加重，造成小鼠肝脏组织出血、细胞肿

胀、肝细胞核分裂的现象逐渐加重。但其对肝脏脏器

指数的影响并不明确，本次试验结果也仅仅表明蒌叶

组小鼠肝脏脏器指数出现显著性下降，其他两组并无

明显差异。
脾脏是重要的免疫器官，其脏器指数可以反映其

免疫器官的发育和免疫细胞的功能状况，本次试验

中，鲜槟榔组对小鼠脾脏脏器指数显著升高，其他各

组均无明显差异。但本次试验结果却与谭树华等[14]试

验结果相反，其试验结果表明，槟榔水提物经过 90 d
自由食用后的小鼠脾脏脏器指数与对照组相比呈显

著性下降。故槟榔对小鼠脾脏脏器指数的影响有待进

一步的研究证实。
3.3 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红、白细胞计数的影响

红细胞和白细胞通常在骨髓中产生，最终由多能

造血干细胞产生。白细胞包括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嗜
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
红细胞在输送氧气方面起主要作用，在调节局部血流

和二氧化碳输送方面起次要作用。中性粒细胞和单核

细胞是吞噬细胞，是先天和适应性免疫反应的一部分
[15]。本次试验结果表明，鲜槟榔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

鼠红细胞计数（RBC）并无明显影响。但是其对白细胞

计数（WBC）却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烟丝组和蒌叶组

小鼠的白细胞计数（WBC）与对照组和鲜槟榔组小鼠

的白细胞计数（WBC）呈显著性上升。白细胞计数的显

著上升说明了，蒌叶组和烟丝组的混合提取液对小鼠

体液免疫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白细胞计数的上升也说

明了，这两组小鼠体内可能存在一定的炎症，具体是

哪个部位的炎症目前尚不明确。
3.4 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细胞因子和免疫球蛋白的

影响

3.4.1 对小鼠细胞因子的影响

肿瘤坏死因子（TNF-α）是一种能够直接杀伤肿瘤

细胞而对正常细胞无明显毒性的细胞因子，在人体免

疫中有着无可厚非的作用。白介素 1（IL-1）是一种细

胞因子，属于白细胞介素，是指在白细胞或免疫细胞

间相互作用的淋巴因子，在传递信息，介导 T、B 细胞

活化、增殖与分化以及在炎症反应中起重要作用。本

次试验结果表明：烟丝组小鼠血清中癌症坏死因子

（TNF-α）的含量与对照组相比较有显著性上升，其余

各组之间均无差异。然而对于白介素 1（IL-1）的含量

而言，所有试验组分的白介素 1（IL-1）的含量与对照

组相比较均呈现显著性上升，与此同时烟丝组和蒌叶

组的白介素 1（IL-1）的含量与鲜槟榔组相比较也呈显

著性升高。Sindy hu 等[16]研究显示，在长期咀嚼槟榔的

男性与健康男性在癌症坏死因子（TNF-α）和白介素1
（IL-1）的含量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健康男性这两个

指标的含量均要显著低于长期咀嚼槟榔的男性。李霞

等[17]试验结果指出：槟榔提取物干预角朊细胞 12 h 后，

TNF-α 的量开始增加，并以剂量依赖关系增加角朊细

胞产生 TNF-α 的量，从而诱发口腔黏膜下纤维性变。
这也很好的说明了槟榔确实对小鼠这两种细胞因子

的含量存在明显的影响。然而胡怡秀等[18]的试验结果

却指出槟榔对细胞免疫无明显影响，其结果与本次试

验结果截然相反，造成其结果截然不同的原因可能是

因为其当初设计的剂量并未能使槟榔对细胞免疫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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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显著影响。
3.4.2 对小鼠免疫球蛋白 A（IgA）、G（IgG）、M（IgM）的

影响

IgG 和 IgA 参与多种免疫功能和过程，包括对微生

物感染的保护、体液免疫、免疫稳态和癌症监测 [19-20]。
本次试验结果表明：鲜槟榔的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

鼠血清免疫球蛋白 A（IgA）和免疫球蛋白 G（IgG）的含

量均呈显著性下降。高华北等[21]报道指出槟榔加工者

在槟榔加工过程中由于接触槟榔其免疫功能受到一

定程度的损害，槟榔工作者组与正常人组免疫球蛋白

A（IgA）和免疫球蛋白 G（IgG）的含量呈显著性下降，并

且槟榔加工者免疫功能随环境变差而降低，同时也随

着工龄增长而减低。张志军等[22]研究表明，小鼠血清免

疫球蛋白 A（IgA）和免疫球蛋白 G（IgG）的含量与茯苓

多糖剂量呈正相关，其研究指出小鼠血清免疫球蛋白

A（IgA）和免疫球蛋白 G（IgG）的含量增高具有一定的

免疫增强的效果。熊政委等[23]的研究结果表明，菊糖能

够刺激酸奶中乳酸菌的增加。与普通酸奶相比，菊糖

酸奶能够更好地提高小鼠免疫功能，经相关性分析发

现 IgG、IgA 与酸奶中乳酸菌的含量显著相关。这也进

一步印证了小鼠血清免疫球蛋白 A（IgA）和免疫球蛋

白 G（IgG）的含量增高与小鼠免疫功能增强存在着必

然联系。本次试验中小鼠血清免疫球蛋白 A（IgA）和免

疫球蛋白 G（IgG）的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均呈显著性下降，

这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均对小鼠免疫功能呈负面影响。
免疫球蛋白 M（IgM）是所有脊椎动物物种中唯一

存在的一类抗体，占血清免疫球蛋白总量的 5%～10%[24]。
王素英[25]、郑敏华等[26]试验结果表明，免疫球蛋白 A（I－
gA）和免疫球蛋白 G（IgG）的含量显著性降低，然而免

疫球蛋白 M（IgM）的含量显著性上升，均出现在免疫

功能低下与功能紊乱的情况中，故此说明了可以用免

疫球蛋白含量变化为标准来评价其对小鼠免疫功能

的影响。本次试验结果显示，烟丝组小鼠血清免疫球

蛋白 M（IgM）与对照组相比呈显著性升高（p＜0.05）。烟

丝组小鼠血清免疫球蛋白 A（IgA） 和免疫球蛋白 G
（IgG）的含量均呈显著性下降。

4 结论

鲜槟榔的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体重增长均有

一定的抑制性，其中鲜槟榔单独食用对其抑制作用明

显。对于白细胞计数（WBC）而言，烟丝组和蒌叶组这

两种食用方式可以明显的增加小鼠血清白细胞计数

（WBC），而鲜槟榔单独食用则不会增加小鼠血清白细

胞计数（WBC）。对于细胞因子和免疫球蛋白而言，3 种

不同食用方式对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烟丝

组的食用方式会明显增加小鼠血清癌症坏死因子

（TNF-α）、白介素 1（IL-1）以及免疫球蛋白 M（IgM）的

含量，然而蒌叶组的食用方式则只会增加小鼠血清白

介素 1（IL-1）的含量，与此同时鲜槟榔单独食用也会

增加小鼠血清白介素 1（IL-1）的含量，但是鲜槟榔组

的白介素 1（IL-1）的含量还是要显著低于烟丝组和蒌

叶组。综合以上各种结果而言，烟丝组的食用方式对

降低小鼠免疫功能最为明显，其次就是蒌叶组的食用

方式，相对影响较小就是鲜槟榔组的食用方式。为此

本次试验只能为这 3 种不同食用方式对小鼠免疫功

能损害程度提供最基础的建议，如需更详细的结果论

证，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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