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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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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正常水平&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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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活动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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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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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的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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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固醇类衍生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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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健康关系较密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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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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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

原经紫外线照

射后的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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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血清中多种
*!

代谢产物中含

量最多且最稳定的一种#其血清浓度可代表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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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状

态'人体每天需要
-###S\*!

才能使体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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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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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植物还是动物主要是含
*!

原$需要紫外

线照射%#从食物中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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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超过
-##S\

#远无法满足机

体的需要'由此所知维生素的来源主要是日光照射皮肤生成#

多余的可以贮存在脂肪及肝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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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动物模型的时候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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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进行#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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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体内
*!

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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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中

的紫外线照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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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至关重要(

3

)

#采用遮光#用不含紫外

线黄光灯照射#饲养地为四周木板遮挡加不透光布围绕的超净

工作台$可保证清洁级饲养及经常透风%&$

.

%采用的饲料为纯

合成饲料#完全不含
*!

原#更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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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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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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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贮

存在脂肪及肝数月#为使试验小鼠饲养前体内
*!

降到最低#

缩短建模时间#作者采用二代小鼠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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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试验结果显示

其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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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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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及其生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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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功能是调节体内钙*

磷代谢#减少骨质疏松及骨折的风险&另外其作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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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

直接或间接调控
.##

多个基因#减少癌细胞的增生#并诱导其

末端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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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免疫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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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减少许多慢性疾病$癌

症*自身免疫性疾病*传染性疾病及心血管疾病等%的罹病风

险'关于血浆中对所有器官都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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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目前还无法确

定#但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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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缺乏#可能导致佝偻病或骨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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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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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被认为健康水平'本试验中正常组*

*!+

组*

*!

,

组
*!

水平分别为$

/"0<2%0.$

%*$

3/0-2%0-%

%*$

<0.2

.0./

%

6789

"

(

#所以#此动物模型从
*!

水平上看完全达到缺

乏标准'观察
*!

缺乏老鼠活动明显减弱且肚皮贴地行走#减

轻自身重量防止骨折#达到佝偻病及骨软化症诊断标准'与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6:AK>86

等(

-$

)建立的动物模型比较#本研究
$

组小鼠体内

*!

偏低#排除鼠种原因外#正常组与
*!+

组主要因为清洁级

饲养过滤紫外线较多导致#

*!+

组也与合成饲料中添加
*!

较少有关#

*!,

组则可能因为遮光较为彻底'

@0@

!

本研究建立的动物模型的合理性
!

目前#用于
*!

缺乏

疾病研究的动物包括猪*狗*大鼠和小鼠'在动物的选择上作

者考虑到小鼠易行*经济#且关于
*!

缺乏疾病的研究已经从

佝偻病转向免疫*肿瘤*心血管等疾病研究(

-"

)

#逐步进展到细

胞及分子水平#小鼠完全可满足需要#并且小鼠与人类的同源

性最好&应用纯合成饲料#根据化学及物理因素来造动物模型#

造成
*!

缺乏与人类有较高的相似性#在建立的动物模型中再

次设计
$

个指标即体质量*饮食消耗及血浆清蛋白#从体质量

上观察
*!+

组与正常组小鼠体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组与
*!,

组饮食消耗在
%

周时稍有差异#

-.

周时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随体质量趋于稳定后饮食差别消失#血浆清蛋白水

平
$

组小鼠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所以#纯合成饲料的营养状

况可以满足小鼠的生长需要&通过控制光照及饲料中
*!

含量

控制
*!

水平#具有较高的可控性#并且作者在第一期试验结

束后通过调整饮食及光照
/

周后发现#遮光组体内
*!

稍有升

高#但仍然为缺乏#不遮光组基本回复到正常水平#证明光照较

饮食对体内
*!

水平的维持更重要'

&'(&

"

)

小鼠
*!

缺乏模

型的优点有制作方法简便易行*成本低*结果可靠*周期短*成

功率高*重复性好等#因此#是
*!

缺乏系列疾病的一种较好

的动物模型'

总之#

*!

也被称为+疾病预防的明日之星,

(

-1

)

#与之相关

的研究越来越多#在本文建立的动物模型中通过控制
*!

来源

造成其缺乏#对其相关疾病的深入研究有重要意义'但是#任

何一种动物模型都不能全部复制出人类疾病的所有表现#只可

能在一个局部或一个方面与人类疾病相似'所以#模型实验结

论的正确性是相对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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