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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紫苏叶提取物对
!

型糖尿病小鼠降血糖

的作用"方法!采用链脲佐菌素)

[J]

*诱导建立
!

型糖尿

病)

J!TV

*小鼠模型$设置正常组#模型组#紫苏叶提取物

高剂 量 组 )

:## +

5

&

j

5

*#紫 苏 叶 提 取 物 低 剂 量 组

)

$##+

5

&

j

5

*#阳性组)

!%#+

5

&

j

5

*$试验期间记录小鼠摄

食量和饮水量$每周测定
J!TV

小鼠空腹血糖值)

Ŝ Z

*$

灌胃第
$"

天时测定糖耐量水平)

NZJJ

*$随后进行眼球

取血$解剖后取心#肝#脾#肺#肾测定脏器系数$测定总胆

固醇)

JW

*#甘油三酯)

JZ

*#糖化血红蛋白)

ZOI

*#超氧化

物歧化酶)

[NT

*#过氧化氢酶)

W@J

*#丙二醛)

VT@

*相

关指标"结果!与模型组相比$经紫苏叶提取物治疗后的

J!TV

小鼠的摄食量和饮水量有所下降$食物效价显著

提高)

R

(

#8#%

*$

Ŝ Z

显著降低)

R

(

#8#%

*$

JW

#

JZ

#

ZOI

#

VT@

水平也显著降低)

R

(

#8#%

*$

[NT

#

W@J

显著

增加)

R

(

#8#%

*"结论!紫苏叶提取物能够对
!

型糖尿病

小鼠起到降血糖作用"

关键词!紫苏叶%提取物%

!

型糖尿病%降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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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其病因主

要是由于体内胰岛细胞受损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或体内

产生了胰岛素抵抗$糖尿病的发生多会伴随许多并发症

的产生$对身体各个器官均有不同程度损害%据报道*

!

+

$

在未来的
!#

&

$#

年中$全球糖尿病患者数量将达到现在

的
!8%

&

$8#

倍$呈加速增长的趋势%糖尿病分为
:

种类

型$其中
!

型糖尿病和
$

型糖尿病患病人群居多$

!

型糖

尿病是由于体内胰岛
%

细胞受损$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

导致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比例失衡$使机体维持在较高

的血糖水平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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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苏*

R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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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A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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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A8

+为唇形目)唇形

科)紫苏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其茎)叶)种子皆可入药及食

用%紫苏叶的有效化学成分包括酚酸类*

(

+

)类黄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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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油等*

%

+

$具有抗菌*

'

+

)抗肿瘤*

=

+

)抗炎症*

"

+

)抗氧

化*

&

+

)调节机体免疫*

!#

+

)降血糖等多种功能*

!!

+

$可应用于

食用)药用以及其他行业%

目前对于降血糖以及紫苏的有效成分的研究颇多$

但紫苏降血糖方面的研究目前仅在细胞层面有过报

道*

!$

+

$而紫苏叶提取物的动物降血糖方面研究还属空白%

试验拟以紫苏叶为试验材料$研究其提取物对于
!

型糖

尿病小鼠!

J!TV

#的降血糖作用$及对相关指标的影响情

况$旨在为紫苏叶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研究提供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8!

!

试验动物

试验动物"体重为
$#

&

(#

5

的清洁级雄性昆明种小

鼠$延边大学动物实验中心%于适宜条件饲养$饲养温度

$%<

$湿度
%#?

&

=#?

$适应性喂养
=9

后进行后续试

验%动物试验得到了延边大学试验动物伦理委员会

批准%

!8$

!

试验材料与仪器

!8$8!

!

试验材料

紫苏叶"市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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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美国
[-

5

+,

公司(

总胆固醇!

JW

#)甘油三酯!

JZ

#)糖化血红蛋白

!

ZOI

#)超氧化物歧化酶!

[NT

#)过氧化氢酶!

W@J

#)丙

二醛!

VT@

#试剂盒"江苏南京建城生物工程研究所%

!8$8$

!

试验仪器

血糖仪"

@Z*'#%

型$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电子天平"

[/>0A[)*[)$#$S

型$奥豪斯仪器常州有

限公司(

酶标仪"

n̂*);!#W

型$山东博科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离心机"

JZ!'@*L[

型$上海卢湘仪器有限公司(

电热恒温水浴锅"

OL[*$:

型$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

限公司(

台式离心机"

JT]%*L[

型$湖南湘仪试验室仪器开

发有限公司%

!8(

!

紫苏叶提取物的制备

将新鲜紫苏叶烘干至恒重$粉碎过
'#

目筛$称取紫

苏叶粉末$按料液比
!f(#

!

5

'

+;

#加入
=#?

乙醇$

'#<

水浴
!2

$

(###G

'

+-4

离心
!#+-4

$提取
(

次$合并
(

次提

取液$将提取液进行抽滤$减压蒸馏浓缩$冻干成粉$即为

紫苏叶提取物$

:<

保存备用*

!(

+

%

!8:

!

J!TV

小鼠模型的建立

适应性喂养结束后$随机选取
!#

只作为空白对照

组$测 定 所 有 小 鼠 试 验 初 始 血 糖 值$另 外
:#

只 以

%#+

5

'

j

5

,

L̂

剂量进行腹腔注射
[J]

$建立
J!TV

小

鼠模型$

[J]

注射
=$2

后$隔夜禁食$进行
Ŝ Z

的测定$

造模成功的标准为
Ŝ Z

高于
!!8!++>.

'

;

%将造模成功

小鼠随机分为
:

组$每组
!#

只%剂量参照预试验中摸索

的剂量进行设定%造模
$

周后对小鼠进行为期
:

周的灌

胃$每周记录所有小鼠的体重和
Ŝ Z

%组别和灌胃物如

表
!

所示%

表
!

!

试验分组及灌胃物

J,I.3!

!

J3EA

5

G>0

C

,49

5

,K,

5

3

组别 灌胃物 剂量'!

+

5

,

j

5

M!

#

空白对照组
!!!!!

蒸馏水
!!!

&

模型组
!!!!!!!

蒸馏水
!!!

&

紫苏叶提取物高剂量组 紫苏叶提取物
:##

紫苏叶提取物低剂量组 紫苏叶提取物
$##

阳性组
!!!!!!!

二甲双胍
!!

!%#

!8%

!

糖尿病小鼠的各项指标测定

!8%8!

!

体重和空腹血糖值!

Ŝ Z

#

!

体重采用称重法$

Ŝ Z

的测定$对小鼠禁食
"9

$禁食不禁水$取尾静脉血进

行测定%

!8%8$

!

糖耐量水平!

NZJJ

#

!

在最后一次给药后$隔夜

禁食$灌胃浓度为
!##+

5

'

+;

葡萄糖$每
!#

5

体重灌胃

#8!+;

葡萄糖$分别在灌胃后
#

$

(#

$

'#

$

&#+-4

时测定小

鼠血糖水平并记录%

!8'

!

糖尿病小鼠血清基础指标测定

!8'8!

!

JZ

和
JW

!

取血清$依次按试剂盒说明书加入蒸

馏水)校准品)样本)工作液$混匀后$

(=<

孵育
!#+-4

$于

%!#4+

处测定各孔吸光值并记录%

!8'8$

!

ZOI

)

[NT

)

W@J

和
VT@

!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操作%

!8=

!

统计分析

使用
[e[[$$8#

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并用平

均值
b

标准偏差表示%试验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

进行组间比较%

R

(

#8#%

表示具有显著性差异$

R

'

#8#%

表示无统计学意义%

$

!

结果与分析
$8!

!

对
J!TV

小鼠体重和
Ŝ Z

的影响

由图
!

可知$试验组中
J!TV

小鼠的体重均显著低

于正常组!

R

(

#8#%

#$经紫苏叶提取物治疗后的
J!TV

小

鼠可以有效缓解体重下降$并接近阳性组%灌胃
:

周后$

经紫苏叶提取物治疗后的
J!TV

小鼠的
Ŝ Z

较模型组

比较显著降低!

R

(

#8#%

#%已有研究*

!$

+指出$紫苏叶提取

物在细胞层面显示出降血糖活性%试验中$经紫苏叶提

取物不同剂量组治疗后能够缓解体重的下降$降低

J!TV

小鼠的
Ŝ Z

$且与阳性药物二甲双胍组有相似的

治疗效果$说明紫苏叶提取物可以有效治疗
J!TV

小鼠%

$%!

提取与活性
)mJQ@WJXNR U @WJXPXJY

总第
$:!

期
"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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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显著!

R

(

#8#%

#$

))

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R

(

#8#!

#(

,

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显著!

R

(

#8#%

#$

,,

与模型组

相比差异极显著!

R

(

#8#!

#

图
!

!

紫苏叶提取物对
J!TV

小鼠体重#

SẐ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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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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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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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Ẑ -4J!TV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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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J!TV

小鼠
NZJJ

水平的影响

由图
$

可知$试验组灌胃葡萄糖后
#

$

(#

$

'#

$

&#+-4

时

小鼠的血糖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组!

R

(

#8#%

#$经紫苏叶

提取物处理的小鼠血糖水平在
(#+-4

后低于模型组$且高

剂量组最为显著$与阳性组显示出有相似的治疗效果%灌

胃葡萄糖
(#+-4

后$血糖升高到一定值$经紫苏叶提取物

治疗后的
J!TV

小鼠对血糖的调节能力有所升高$因此在

'#

$

&#

$

!$#+-4

时血糖值下降得较为显著%由此可知$紫

苏叶提取物能够调节
J!TV

小鼠的
NZJJ

水平%

$8(

!

对
J!TV

小鼠摄食量#饮水量#食物效价的影响

由图
(

可知$模型组小鼠摄食量和饮水量均显著高

于正常组!

R

(

#8#%

#$经紫苏叶提取物治疗后的
J!TV

小

鼠摄食量和饮水量均显著低于模型组!

R

(

#8#%

#$模型组

J!TV

小鼠食物效价极显著低于正常组!

R

(

#8#!

#$经紫

苏叶提取物治疗后的
J!TV

小鼠食物效价显著高于模型

组!

R

(

#8#%

#%这可能是由于经紫苏叶提取物治疗后$小

鼠糖尿病-三多一少.的症状得以改善$对食物的消化吸

)

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显著!

R

(

#8#%

#$

))

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极

显著!

R

(

#8#!

#(

,

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显著!

R

(

#8#%

#$

,,

与模

型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R

(

#8#!

#

图
$

!

紫苏叶提取物对
NZJJ

水平的影响

S-

5

0G3$

!

)DD3/AE>D

C

3G-..,3FAG,/A>4NZJJ.3K3.

收程度有所提高%说明紫苏叶提取物能够有效地改善小

鼠食物效价%在其他研究*

!:

+中显示经紫苏叶多糖治疗

后$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小鼠行动迟缓$饲料消耗量和

饮水量增多$体质量显著增加$与试验结果一致%

$8:

!

对
J!TV

小鼠脏器系数的影响

由表
$

可知$所有组别之间小鼠脾脏脏器系数不存

在显著性差异$而模型组心)肝)肾的脏器系数均显著高

于正常组!

R

(

#8#%

#$试验组经紫苏叶提取物治疗后的

心)肝)肾的脏器系数显著下降!

R

(

#8#%

#$且高剂量组效

果更好%糖尿病会引发肝肾肿大$而经治疗后会有效改

善肝肾肿大的情况%孙广平等*

!%

+表明紫苏叶多糖能够改

善
$

型糖尿病大鼠肝损伤的情况$对肝脏有保护作用%

由此可见$紫苏叶提取物能够改善
J!TV

小鼠脏器系数$

减少糖尿病对脏器的损伤%这与程琳杰等*

!'

+的研究结果

一致$该研究证实了茉莉紫苏复合浓缩液对高血糖引起

的脏器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8%

!

对
J!TV

小鼠血清中
JW

#

JZ

水平的影响

由图
:

可知$正常组小鼠的
JW

)

JZ

水平在
:8"#

$

#8'%++>.

'

;

$模型组小鼠
JW

)

JZ

水平显著升高!

R

(

#8#%

#$紫苏叶提取物高剂量组
JW

)

JZ

值降低到
%8=#

$

#8&$++>.

'

;

$与阳性组有相似的治疗效果%

J!TV

小鼠

出现异常脂代谢情况会使血清中
JW

)

JZ

浓度增加$其原

因可能是
J!TV

小鼠机体内胰岛
%

细胞被破坏$不能正

常分泌胰岛素$导致体内对葡萄糖的吸收转化失调$使脂

肪分解成大量的游离脂肪酸!

SS@

#$组织吸收脂肪酸的

能力降低$无法通过主动运输运送到组织当中$

SS@

大量

释放到血液和肝脏中$导致血清中
JW

)

JZ

含量增多%试

验中$经紫苏叶提取物治疗后
J!TV

小鼠体内
JW

)

JZ

的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说明紫苏叶提取物具有改善

J!TV

小鼠体内
JW

)

JZ

的作用%

$8'

!

对
J!TV

小鼠血清中
ZOI

#

[NT

#

W@J

和
VT@

水平的影响

!!

糖化血红蛋白是人体血液中红细胞内的血红蛋白与

%%!

"

P>.8(=

"

R>8!!

齐
!

欣等!紫苏叶提取物对
!

型糖尿病小鼠降血糖作用



血糖结合的产物$血糖测试结果反映的是即刻的血糖水

平$而糖化血红蛋白测试通常可以反映患者近
"

&

!$

周

的血糖控制情况%

[NT

是氧自由基的自然天敌$是机体

内氧自由基的头号杀手$

W@J

的主要作用就是催化

O

$

N

$

分解为
O

$

N

与
N

$

$使得
O

$

N

$

不致于与
N

$

在铁螯

合物作用下反应生成&

NO

$自由基作用于脂质发生过氧

化反应$氧化终产物为丙二醛$会引起蛋白质)核酸等

生命大分子的交联聚合$且具有细胞毒性%因此$机体内

)

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显著!

R

(

#8#%

#$

))

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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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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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与模型组

相比差异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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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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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苏叶提取物对
J!TV

小鼠摄食量#饮水量#食物效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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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3FAG,/A>4D>>9-4A,j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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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紫苏叶提取物对
J!TV

小鼠脏器系数的影响h

J,I.3$

!

J233DD3/A>D

C

3G-..,3FAG,/A>4>G

5

,4/>3DD-/-34A>DJ!TV +-/3

组别 心脏 肝脏 脾脏 肾脏

正常对照组
!!!!!

#8=%b#8#% :8:(b#8!! #8(&b#8#( !8%"b#8!(

模型组
!!!!!!!

#8&(b#8#&

)

'8$%b#8#"

)

#8:!b#8#$ $8!:b#8!$

)

紫苏叶提取物低剂量组
#8"$b#8#%

,

'8$#b#8!: #8(&b#8#% $8#&b#8#=

紫苏叶提取物高剂量组
#8=&b#8#:

,

%8"&b#8!%

,

#8:#b#8#$ !8''b#8#:

,

阳性组
!!!!!!!

#8="b#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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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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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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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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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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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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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显著!

R

(

#8#%

#$

))

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R

(

#8#!

#(

,

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显著!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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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与模型组

相比差异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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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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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苏叶提取物对
J!TV

小鼠
JW

#

JZ

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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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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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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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

W@J

以及
VT@

的水平能够反映出机体内氧化损

伤程度%由图
%

可知$正常对照组的小鼠每
!#

5

血红蛋

白吸光度为
$#8$

$模型组中糖化血红蛋白含量显著增加$

经紫苏叶提取物治疗后能够显著降低其水平!

R

(

#8#%

#$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小鼠血清中的
[NT

)

W@J

水

平显著降低!

R

(

#8#%

#$经紫苏叶提取物治疗后能够提高

[NT

和
W@J

水平$而模型组小鼠的
VT@

水平达到

!%8"4+>.

'

+;

$显著高于正常组!

R

(

#8#%

#$经紫苏叶提

取物治疗后可降低其水平%紫苏叶提取物作用于体内

后$能够提高体内清除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的能

力$减轻脂质过氧化反应的发生%说明紫苏叶提取物能

够改善
J!TV

小鼠体内
ZOI

)

[NT

)

W@J

和
VT@

的水

平%在闫爽等*

!=

+的研究中也证实了经治疗后的糖尿病大

鼠体内各种氧化酶的水平会有所改善$与试验结果一致%

)

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显著!

R

(

#8#%

#$

))

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R

(

#8#!

#(

,

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显著!

R

(

#8#%

#$

,,

与模型组

相比差异极显著!

R

(

#8#!

#

图
%

!

紫苏叶提取物对
J!TV

小鼠
ZOI

#

[NT

#

W@J

和
VT@

水平的影响

S-

5

0G3%

!

)DD3/AE>D

C

3G-..,3FAG,/A>4ZOI

$

[NT

$

W@J,49VT@.3K3.E-4J!TV +-/3

(

!

结论
紫苏叶提取物能够改善

J!TV

小鼠体内糖尿病相关

指标的水平$在动物水平具有显著的降血糖作用%但该

试验仅对紫苏叶粗提物以及
J!TV

小鼠的基础指标进行

了研究$后续将分离紫苏叶单体$明确起降血糖作用的主

要活性成分$并对其在酶活性以及细胞水平对其降血糖

作用机制进行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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