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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糖尿病大鼠血清中
B\G

含量显著升高!

(

#

$:$"

#+

G\G

水平显著降低!

(

#

$:$"

#%且

-IJ

对
B\G

+

G\G

的调节作用强于
ÌJ

!

(

#

$:$Z

#$但与盐

酸二甲双胍阳性对照组比较%

-IJ

组大鼠血清中
B\G

和

G\G

含量无显著差异&说明当机体产生
ID

时%机体血液中

KO

和
G\G

明显升高%引起脂质代谢异常,

/Y"$

-

%通过表
9

和

表
!

发现%

-IJ

可使
,

型糖尿病大鼠血清中
K*

+

KO

+

G\G

含

量明显降低%

B\G

明显升高%可能通过改善
K9\W

大鼠的脂

毒性调节糖尿病大鼠的脂代谢紊乱&

表
#

!

-IJ

对
,

型糖尿病大鼠血清
B\G

'

G\G

含量的影响r

K2M4C#

!

&SSC;65<S-IJ<AB\G2APG\G3A6

QT

C

,

P32MC63;7265 11<4

(

G

组别
B\G G\G

正常组
":Z/e$:%Z $:Z9e$:9Z

模型组
$:Z!e$:9!

2

":#"e$:9=

2

ÌJ

组
$:/%e$:!Z

;

$:)9e$:Z$

M

-IJ

组
":#)e$:!9

MP

$:#Ze$:"=

MP

盐酸二甲双胍组
":9!e$:!#

M

$:#=e$:9$

M

!

r

!

2

表示与正常组比较%

(

#

$:$"

$

M

表示与模型组比较%

(

#

$:$"

$

;

表示与模型组比较
(

#

$:$Z

$

P

表示与
ÌJ

组比较
(

#

$:$Z

&

9:Z

!

-IJ

对
,

型糖尿病大鼠血清
'J\

活性及
W\E

含量的

影响

!!

由表
Z

可知%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血清中
W\E

含

量及
'J\

活性均有显著性差异!

(

#

$:$"

#$与模型组比较%

ÌJ

与
-IJ

均可使
,

型糖尿病大鼠血清
W\E

含量显著降

低!

(

#

$:$"

#+

'J\

水平显著提高!

(

#

$:$"

#$与盐酸二甲双

胍阳性对照组比较%

-IJ

组大鼠血清中
'J\

活性具有显著

性差异!

(

#

$:$"

#&长期高血糖和高血脂可使机体自由基增

加%导致机体始终处于氧化应激状态%从而使胰岛
[

细胞凋

亡%造成肝脏+骨骼肌等胰岛素主要靶组织的损伤,

""Y"9

-

&本

试验 通过测定
'J\

活性与
W\E

含量间接反映机体氧化应

表
Z

!

-IJ

对
,

型糖尿病大鼠血清
'J\

活性及

W\E

含量的影响r

K2M4CZ

!

&SSC;65<S-IJ<A'J\2;63R36

Q

2APW\E

;<A6CA63A6

QT

C

,

P32MC63;7265

组别
W\E

(

!

11<4

)

1

L

Y"

)

(7<6

#

'J\

(

!

`

)

1

L

Y"

)

(7<6

#

正常组
9:$$e$:)" "Z#:/"e"":!

模型组
):!/e":!%

2

"!":=9e9#:"

2

ÌJ

组
!:!$e":))

M

"Z):==e!":%"

M

-IJ

组
9:!$e":/)

M

"=#:$#e"=:Z

MP

盐酸二甲双胍组
9:/=e9:")

M

"#/:)Ze):"$

;

!

r

!

2

表示与正常组比较%

(

#

$:$"

$

M

表示与模型组比较%

(

#

$:$"

$

;

表示与模型组比较%

(

#

$:$Z

$

P

表示与盐酸二甲双胍组比较%

(

#

$:$"

&

激状态,

"!

-

&结果表明%

-IJ

与
ÌJ

均可使
,

型糖尿病大鼠

'J\

活性显著提高%

W\E

含量显著降低&说明
-IJ

可提高

机体抗氧化能力%改善脂质过氧化&

9:%

!

-IJ

对
,

型糖尿病大鼠胰岛素分泌功能及胰岛素抵抗

的影响

!!

由表
%

可知%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大鼠的
I'I

显著下

降 !

(

#

$:$"

#%

B<120ID

明显升高!

(

#

$:$"

#$与模型组比

较%

-IJ

可使
,

型糖尿病大鼠的
I'I

升高+

B<120ID

明显降

低!

(

#

$:$"

#$但与盐酸二甲双胍阳性对照组比较%

-IJ

组大

鼠的
I'I

和
B<120ID

无显著差异&在持续高血糖和
ID

的双

重刺激下%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使胰岛
[

细胞代偿

性分泌胰岛素%进而加深
ID

程度%因此对
ID

及
I'I

进行检

测%可有效地评估胰岛素敏感性+胰岛素抵抗水平与胰岛
[

细胞功能,

"#Y"Z

-

&本试验发现%

-IJ

可使
,

型糖尿病大鼠的

I'I

升高%

B<120ID

明显降低%表明
-IJ

可能通过促进葡萄

糖转运蛋白从细胞内重新分布到细胞膜%而加速葡萄糖的转

运%引起血糖的下降,

"%

-

&

表
%

!

-IJ

对
,

型糖尿病大鼠血清
I?'

含量以及

I'I

'

B<120ID

的影响r

K2M4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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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APB<120ID3A

6

QT

C

,

P32MC63;7265

组别
I?'

(

!

#

Ì

)

1G

Y"

#

B<120ID I'I

正常组
"$:"Ze$:%" %:"/e9:$/ Y!:/%e$:Z"

模型组
/:9Ze$:"= "#:%%eZ:!)

2

Y#:=$e$:#=

2

ÌJ

组
/:%$e$:%" %:)$e":)!

M

Y!:/!e$:Z=

M

-IJ

组
"":9Ze$:%Z =:)Ze":#9

M

Y#:"!e$:#=

;

盐酸二甲双胍组
):$Ze$:!% %:=#e9:#"

M

Y!:)%e$:#!

M

!

r

!

2

表示与正常组比较%

(

#

$:$"

$

M

表示与模型组比较%

(

#

$:$"

$

;

表示与模型组比较%

(

#

$:$Z

&

!

!

结论
本试验研究表明

-IJ

具有显著的降血糖作用%可能与其

降低肝糖原分解+促进胰岛素分泌+改善脂质代谢及提高机

)="

第
!!

卷第
%

期 徐正哲等"发酵桦褐孔菌对链脲佐菌素诱导的
,

型糖尿病大鼠降血糖作用的影响
!



体抗氧化水平有关%且
-IJ

分解肝糖原及调节
--E

+

B\G

+

G\G

的作用优于
ÌJ

&本研究仅对
-IJ

粗提物进行了研

究%后续将制备出单体%并对其物质基础与作用机制作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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