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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高脂高糖饲料和链脲佐菌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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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

型糖

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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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模型$设置正常组%模型组%蒲公英高剂

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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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低剂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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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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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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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空腹血糖值!

,d_

"%糖耐

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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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抵抗!

,45:

"和胰岛素敏感性

!

3-01D47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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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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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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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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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0.1

相关指标&结果表明$与模型组相比$经蒲公

英提取物治疗后的
=!.0

大鼠的
,d_

%

,45:

%

3-01D47

显著降低!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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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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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平极显著降

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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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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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显著增加!

;

$

")"$

"$

0.1

极显著降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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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蒲公英提取物可改善

=!.0

大鼠胰岛素抵抗$提高机体抗氧化水平$改善脂质

代谢水平$从而发挥降血糖功效&

关键词$蒲公英'提取物'

!

型糖尿病'降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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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由胰岛细胞受损或胰岛素抵抗而导致

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同时会伴随许多并发症$据统

计1

$

2

!世界范围内人群中糖尿病患病人数呈加倍增长的

趋势!死亡人数也在逐年递增$

!

型糖尿病.

=!.0

/是糖

尿病的一种!主要是由于过度肥胖!使机体内脂代谢紊

乱!导致产生胰岛素抵抗!影响胰岛素在体内发挥作用!

其在糖尿病患者中占有很大比重1

!

2

$

=!.0

会引起心

脏&肾脏&视网膜等诸多器官发生病变!使机体内脂代谢

发生紊乱1

#'&

2

$临床上已使用多种类型的药物和方法来

治疗
=!.0

!如胰岛素类药物1

(

2

!双胍类以及营养干预

等1

+'A

2

!并能有效调节脂代谢紊乱等并发症$

蒲公英.

"-?.1I1?1)1<'

/!又名黄花地丁&婆婆丁!

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是常见的药食同源植物$蒲公

英的记载最早见于,唐本草-(味甘!平!无毒$,本草图

经-中记载蒲公英可治敷疮!又治恶刺及狐尿刺$蒲公英

的有效化学成分包括香豆素类&黄酮类&甾醇类&皂苷类

等1

%

2

!具有抗菌&抗肿瘤&抗炎症&抗氧化&调节机体免疫&

保护肝脏及降血糖等多种功能1

9

2

!可应用于食用&饮用&

药用以及化妆品等$试验拟以长白山蒲公英为原料!研

究其对
!

型糖尿病的降血糖作用!旨在为蒲公英的进一

步开发研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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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

试验材料与试剂

蒲公英(长白山科学研究院'

大鼠(

("

只!体重为.

!""c!"

/

T

!许可证号
:2ZB

.辽/

!"$(D"""$

!在延边大学动物试验室进行饲养!饲养温

度
!(]

!湿度
("*

!

A"*

!长春亿斯试验动物中心'

高脂高糖饲料&普通饲料(上海帆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盐酸二甲双胍片(北京万辉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链脲佐菌素.

:=[

/(美国
:G

T

EF

公司'

血糖试纸(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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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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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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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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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试剂盒(江苏南京建城生物工程研究所$

$)!

!

试验仪器

血糖仪(

1_D+"(

型!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天平(

CC!!&d2

型!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

旋蒸仪(

.=2D!!d

型!日本
\<\12B4B-

公司$

$)#

!

蒲公英提取物的制备

称取干燥的蒲公英药材!按料液比
$l#"

.

T

0

E<

/加

入蒸馏水!

+"]

水浴
&I

!

#"""R

0

EGQ

离心
$"EGQ

!取上

清液进行抽滤!用旋蒸仪进行减压蒸馏浓缩!冷冻干燥!

得蒲公英提取物!

&]

保存备用$

$)&

!

=!.0

大鼠模型的建立

动物适应性喂养
$

周!正常组
$"

只饲喂正常饲料!

其余大 鼠 均 以 高 脂 高 糖 饲 料 喂 养
+

周!喂 养 后 以

#"E

T

0

a

T

3

de

剂量进行腹腔注射
:=[

!建立
=!.0

大

鼠模型!

A!I

后进行血糖测定!

,d_

水平
#

$+)AEE?@

0

<

则造模成功$将造模成功大鼠随机分为
&

组!每组
$"

只!

包括模型组&蒲公英高剂量组.

&""E

T

0

a

T

/&蒲公英低剂

量组.

!""E

T

0

a

T

/&阳性正常组.

$("E

T

0

a

T

/!剂量设定参

照李雪石等1

$"

2的方法$每天进行灌胃!连续灌胃
%

周!除

试验组外!正常组和模型组每天以等量的蒸馏水灌胃!每

两周记录所有大鼠的体重和
,d_

$

$)(

!

糖尿病大鼠的各项指标测定

$)()$

!

体重
!

采用称重法$

$)()!

!

血糖值.

,d_

/

!

用血糖仪测定$

$)()#

!

糖耐量水平.

-_==

/

!

在给药第
%

周末!进行

-_==

试验!以
$

T

0

a

T

3

de

灌胃葡萄糖!分别测定灌胃

后
"

!

#"

!

+"

!

9"EGQ

时的血糖水平$

$)()&

!

胰岛素抵抗.

,45:

/

!

采用
6@GKF

法!按试剂盒说明

书进行操作$

$)()(

!

胰岛素敏感性.

3-01D47

/

!

按式.

$

/计算

3-01D47

$

",L/(KO`;0%^;K$5

0

!!)(

$ .

$

/

$)+

!

!

型糖尿病大鼠血清基础指标测定

$)+)$

!

1<=

&

1:=

!

将血清取出放至室温备用!依次按试

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添加所有反应液后!摇匀!室温放

置
$(EGQ

!于
($"QE

处测定各孔吸光值$

$)+)!

!

=_

&

=2

!

将血清取出放至室温备用!依次按试剂

盒说明书进行操作!所有反应液混匀后!

#A ]

孵育

$"EGQ

!于
($"QE

处测定各孔吸光值并记录$

$)+)#

!

:-.

!

按说明书依次加入待测样本以及各反应

液!对照孔加入蒸馏水!混匀!

#A ]

孵育
!" EGQ

!于

&("QE

处测定吸光度$

$)+)&

!

_:3

!

按说明书依次加入待测样本以及各反应

液!混匀后!室温静置
$(EGQ

!于
&$!QE

处测定吸光度$

$)+)(

!

21=

!

加入
")"(E<

样品!

$E<#A]

预热的试

剂
$

和
")$E<#A]

预热的试剂
!

!混匀!

#A]

准确反应

$EGQ

!再按试剂盒说明书加入其他试剂!混匀!并于

&"(QE

处测定吸光值$

$)+)+

!

0.1

!

按试剂盒说明书依次加入
("

#

<

待测样

本!

$"""

#

<

工作液!空白管用无水乙醇替代!标准管用

$"QE?<

0

E<

标准品替代!混匀!

9(]

以上水浴
!"EGQ

!

冷却后!于
(#"QE

处测定吸光值$

$)A

!

统计分析

结果用平均值
c

标准偏差表示'使用
@

检验和单方差

分析.

15->1

/进行组间比较!

;

$

")"(

表示具有显著性

差异'使用
4d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

!

结果与分析
!)$

!

对
=!.0

大鼠体重#

,_d

#

,45:

和
3-01D47

的

影响

!!

由图
$

可知!模型组大鼠体重极显著低于正常组

.

;

$

")"$

/!与模型组相比!经蒲公英提取物治序后能显

著提高糖尿病大鼠的体重.

;

$

")"(

/!并与二甲双胍显示

出相似的治疗效果$

%

周后!模型组大鼠的
,d_

极显著

高于正常组.

;

$

")"$

/!但经蒲公英提取物治疗的
=!.0

大鼠的
,d_

较模型组极显著降低.

;

$

")"$

/!与阳性组间

差异不显著.

;

#

")"(

/$经高脂高糖饲料和
:=[

诱导的

=!.0

大鼠
,45:

和
3-01D47

水平较正常组极显著增

加.

;

$

")"$

/!与模型组相比!蒲公英提取物治疗组可降

低
,45:

和
3-01D47

水平$已有研究1

$$

2指出!蒲公英

提取物能有效降低糖尿病小鼠的血糖'聂文佳等1

$!

2研究

表明蒲公英提取物具有降血糖作用'王娓娓等1

$#

2发现蒲

公英氯仿提取物可作为一种降糖药治疗
!

型糖尿病$胰

岛素抵抗被认为是
!

型糖尿病发生的主要因素!其机理

是周围靶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和反应性降低!影响胰

岛素靶组织对葡萄糖的吸收!在糖尿病的生理病理方面

起着重要的作用1

$&

2

$试验中!

=!.0

大鼠的
,d_

&

,45:

和
3-01D47

显著增加.

;

$

")"(

/!蒲公英提取物高剂量

组与阳性药物二甲双胍组
3-01D47

和血糖水平经治疗

)#!

"

>?@)#+

"

5?)$$

闫
!

爽等$蒲公英提取物对
!

型糖尿病大鼠降血糖的作用



**

表示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

$

")"$

/'

''

表示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

$

")"$

/'

'

表示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显著.

;

$

")"(

/

图
$

!

蒲公英提取物对
=!.0

大鼠体重%

,d_

%

,45:

%

3-01D47

的影响

,G

T

MRN$

!

6JJNPL?JOFQON@G?QNYLRFPL?QV?O

X

WNG

T

IL

$

,d_

$

,45:

$

3-01D47GQ=!.0RFLK

后显著降低!且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说明蒲公英提取物

可以改善
=!.0

大鼠的胰岛素抵抗$综上!蒲公英提取

物能有效地降低
=!.0

大鼠空腹血糖值!并能够改善胰

岛素抵抗状况!降低胰岛素敏感性$

!)!

!

对
-_==

水平的影响

由图
!

可知!灌胃后
"

!

#"

!

+"

!

9"EGQ

时大鼠的血糖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组.

;

$

")"(

/!经蒲公英提取物处理

的大鼠血糖水平在灌胃后
#"

!

+"

!

9"EGQ

时极显著降低

.

;

$

")"$

/!其中高剂量组效果更为明显'蒲公英提取物

**

表示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

$

")"$

/'

''

表示与模型

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

$

")"$

/

图
!

!

蒲公英提取物对
-_==

水平的影响

,G

T

MRN!

!

6JJNPLK?JOFQON@G?QNYLRFPL?Q-_==@NSN@

高剂量组与阳性正常组显示出相似的水平$

!)#

!

对
=!.0

大鼠血清中
=2

#

=_

#

1<=

#

1:=

水平的

影响

!!

由图
#

可知!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大鼠的
=_

&

=2

水平极显著升高.

;

$

")"$

/'与模型组相比!经蒲公英提

取物高剂量治疗后极显著降低了
=_

&

=2

水平.

;

$

")"$

/$模型组大鼠的
1<=

&

1:=

水平较正常组极显著增

加.

;

$

")"$

/!经蒲公英提取物高剂量组治疗后可极显著

降低
1<=

&

1:=

水平.

;

$

")"$

/$过多的脂肪积累会导

致代谢紊乱!多数情况下会导致
=!.0

的发生1

$(

2

$

=!.0

大鼠血清的
=2

&

=_

浓度显著增加!表明
=!.0

大鼠出现了异常的脂代谢情况!其原因可能是
=!.0

大

鼠出现胰岛素抵抗时!机体内对葡萄糖的利用失调!导致

脂肪分解增加!从而生成大量的游离脂肪酸.

,,1

/!组织

负压过大!吸收脂肪酸的能力降低!

,,1

大量释放到血液

和肝脏中!导致肝脏中
=2

&

=_

含量增多!从而导致肝损

伤$此外!

=!.0

大鼠血清中
1:=

&

1<=

水平也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当肝脏受损时!肝细胞中
1<=

和
1:=

两种

酶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液中
1<=

和
1:=

含量上升!而经

蒲公英提取物治疗后能显著抑制这些标志物的变化$

!)&

!

对
=!.0

大鼠血清中
:-.

#

_:3

#

21=

和
0.1

水平的影响

!!

由图
&

可知!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大鼠血清中的

*$!

提取与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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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

$

")"$

/'

'

表示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显著.

;

$

")"(

/!

''

表示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

$

")"$

/

图
#

!

蒲公英提取物对
=!.0

大鼠
=2

%

=_

%

1<=

和
1:=

水平的影响

,G

T

MRN#

!

6JJNPLK?JOFQON@G?QNYLRFPL?QKNRME@G

U

GO

U

R?JG@NK=2

$

=_

$

1<=FQO1:=@NSN@GQE?ON@NORFLKNRF

**

表示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

$

")"$

/'

''

表示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

$

")"$

/

图
&

!

蒲公英提取物对
:-.

$

_:3

$

21=

和
0.1

水平的影响

,G

T

MRN&

!

6JJNPLK?JOFQON@G?QNYLRFPL?Q:-.

$

_:3

$

21=FQO0.1@NSN@

!$!

"

>?@)#+

"

5?)$$

闫
!

爽等$蒲公英提取物对
!

型糖尿病大鼠降血糖的作用



:-.

&

_:3

&

21=

水平极显著降低.

;

$

")"$

/!经蒲公英提

取物高剂量组治疗后可极显著恢复其水平.

;

$

")"$

/!而

模型组大鼠肝脏中的
0.1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组.

;

$

")"$

/!经蒲公英提取物治疗后可极显著降低其水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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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细胞凋亡!血

糖上升$经蒲公英提取物灌胃后!

=!.0

大鼠的相关指

标均有所改善!说明蒲公英提取物能改善
=!.0

大鼠的

氧化应激和脂代谢情况$

#

!

结论
试验表明!蒲公英提取物具有显著的降血糖作用!可

能与其改善胰岛素抵抗&提高氧化应激水平以及改善脂

质代谢有关$试验中仅对蒲公英粗提物以及
!

型糖尿病

大鼠的基础指标进行了研究!后续将制备蒲公英单体!并

对其降血糖作用机制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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