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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质量*肝体指数及脂肪质量*脂体指数比较
!

第
(%

天

大鼠开腹后肉眼观察肝脏#常规饲料组肝脏边缘薄#赤褐色#与

2

组比较无明显肉眼可见区别#

:

组与
2

组比较肝体指数有

差异$

!

$

%&%7

%#

I

组与
2

组比较脂体指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7

%)高脂饲料组#相同染毒剂量肝脏体积普遍比常规

饲料组大#包膜紧张#边缘钝#切面触之有油腻感#散在点状或

小片状淡黄色区域布于肝脏表面#但是
UI

*

:I

*

II

组与

2I

组比较无肉眼可见差别#肝体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

%*脂体指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见表
$

)

表
$

!!

两种饮食肝体指数%脂体指数&

< 8̂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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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剂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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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

Z$

.

!

Z$

%

常规饮食

肝体指数 脂体指数

高脂饮食

肝体指数 脂体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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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肝脏中
C?

浓度
!

常规饲料组和高脂饲料组#与各自对

照组比较#低*中*高剂量组大鼠肝脏
C?

浓度升高$

!

$

%&%7

%#

肝脏
C?

浓度与染毒剂量秩相关系数
/8

普
\%&(01

#

/8

高
\%&0/$

$

!

$

%&%7

%#见表
1

)

表
1

!!

不同饮食肝脏
C?

浓度&

< 8̂

)

,

=

(

5U

'

C?

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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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S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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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常规饲料组 高脂饲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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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

肝脏彩超
!

肝脏大小以肝斜径表示#普通饲料组各自组

和高踎脂饮食组各自组组间未出现明显差异#但相同剂量高脂

组大于常规饲料组)整个肝区回声均匀#无强回声区)即普通

饲料组无
V

超所见脂肪肝变性#高脂饮食组肝脏出现强回声

结节#提示有脂肪肝形成#见图
1

)

!!

D

!普通饮食组(

V

!高脂饮食组)

图
1

!!

高脂饮食与普通饮食肝脏超声比较

A&D

!

肝功和血脂
!

常规饮食组中各
C?

剂量组与
2

组比较#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DUJ

%降低#

:

*

I

组天门冬酸氨基转移酶

$

D@J

%升高#总胆固醇$

J2

%升高)低密度脂蛋白$

U9U

%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见表
'

(对照组#低*中剂量组未

出现脂肪肝#高剂量组
$

"

1

的动物出现脂肪肝)高脂高糖饮食

组#

DUJ

随染毒剂量上升逐渐下降(与
2I

组*

DUJ

降低比

较#

D@J

升高#

U9U

升高#

II

组
J2

升高#见表
0

(高脂饮食组

被选部分动物中#低*中剂量组
$

"

1

的动物出现了脂肪肝#高剂

量组则全部出现脂肪肝病变)

表
'

!!

常规饮食组各亚组肝功%血脂数值&

< 8̂

'

项目
2

组
U

组
:

组
I

组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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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饮食组各亚组饮食肝功%血脂数值&

< 8̂

'

项目
2I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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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I

组
II

组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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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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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是一种代表性的
TT9+

#具有拟雌激素作用#能够竞争

性与体内部分雌激素受体结合#从而影响体内正常的激素代

谢&

$0

'

#其中胰岛素抵抗可能与此有关)本实验为模拟人摄入

C?

的方式#采取灌胃法对实验动物染毒#考虑人群中男性

CDXU9

患病率较高&

1

'

#前期主要研究
C?

的拟雌激素样作用

干扰男性体内激素平衡从而影响机体健康#故全部选择雄性大

鼠进行实验)目前
CDXU9

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了#大多数

学者普遍接受的是+二次打击,学说)即!第
$

次打击主要是胰

岛素抵抗#引起良性的肝细胞内脂质沉积(第
1

次打击主要是

氧化应激和脂质过氧化#此为疾病进展的关键)氧化应激状态

是指活性氧$

<Y@

%及其代谢产物的产生超过机体的防御和去

毒能力#使促氧化物和抗氧化物之间的动态平衡失调)此外#

肥胖*

1

型糖尿病*高脂血症单独或共同成为
CDXU9

的易感

因素&

$

'

#本实验中各组大鼠体质量的均数变化成先增加再减低

然后持续上升最后减低的总趋势)大鼠第
$

次体质量上升为

适应性喂养阶段的正常体质量上升#此期体质量上升较快#说

明饲养境及气象条件适宜#大鼠适应能力较强#此环境可以满

足试验动物的饲养要求)自第
1

周起#体质量开始迅速短暂下

降#是灌胃引起的不适导致进食量迅速下降引起的)在这阶段

后
$

周#试验大鼠体质量开始长时间持续上升#且增长平稳#增

长曲线斜率比适应性喂养略低)说明动物对灌胃刺激适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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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过#并且逐渐适应灌胃#和灌胃者熟悉程度增加也有关系)

但是为何斜率会低于第
$

周#是因为体质量增长速度低于适应

性喂养阶段#可能的是毒效应已经开始对体质量产生影响)最

后阶段#体质量持续缓慢下降#在
/

周时体重开始下降说明#此

期可能是大鼠机体与毒物在进行一个相互斗争的过程#说明毒

物已对大鼠造成严重不可逆损害#机体不能适应和完全清除毒

物#超过其耐受程度#由毒物蓄积转变为功能蓄积)肝脏中

C?

浓度随染毒剂量的上升而升高#表明肝脏是
C?

的贮存库

之一#这与范奇元等&

$7

'的研究一致#且说明肝脏不能对
1%5

=

.

S

=

Z$

.

!

Z$染毒进行消除#此剂量能对动物造成不可逆性的

损伤)这与文献报道的
C?

的无可见有害怕作用水平$

CYD.

TU

%为
$%5

=

.

S

=

Z$

.

!

Z$一致)肝内
C?

检测结果显示#两对

照组肝内也有少量
C?

检出#这可能是饲料和饮水中含有微量

的
C?

所致#笔者将在以后进一步的实验中进行改进)此外#

作者发现#除中剂量组外#高脂饮食组肝脏内
C?

浓度高于相

同染毒常规饮食组)这与高脂饮食组出现脂肪肝#

C?

具有较

高的脂溶性有关)肝脏
V

超显示普通饲料组未见回声增强区

域#表明大鼠无明显的脂肪肝变性改变#说明高剂量$

$/%5

=

.

S

=

Z$

.

!

Z$

%诱发了
CDXU9

)高脂饮食组几乎都出现了严

重的脂肪肝病变#且
UI

*

:I

组
$

"

1

被检动物出现了脂肪肝#

II

组则全部出现了脂肪肝)说明高脂高糖饮食诱导脂肪肝

是可取的方法#

C?

可以升高实验动物患
CDXU9

的比例)后

期笔者们将从肝脏的炎症反应*细胞凋亡*脂质代谢通路去探

索
C?

诱发
CDXU9

的发病机制#为该病的预防提供指导)一

般情况下#

CDXU9

会致
DUJ

升高#但本次研究中#

DUJ

呈下

降趋势#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较为反

常)这种现象是因为肝脏损害严重的+胆酶分离,现象造成还

是有其他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然而
D@J

却是上升的#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同样有统计学意义$

!

$

%&%7

%)

D@J

主要

存在与细胞核中#这说明毒物对肝细胞的损伤已经累及到细胞

核#肝脏细胞损害严重)另外#较对照组#

U9U

呈下降趋势#说

明
C?

染毒影响了
U9U

的合成或分泌)间接地导致
J8

运出

肝脏减少#使得
J8

较多沉积于肝脏#为脂肪肝的形成提供了

先决条件)

综上所述#高脂高糖饮食诱导脂肪肝模型成功率高)亚慢

性暴露
C?

是
CDXU9

的发病危险因素#对
CDXU9

的发生*

发展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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