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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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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的糖代谢紊乱!可能与其促进

葡萄糖的利用!减轻炎性反应和改善胰岛素抵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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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饮食结构发生改变#加之不

健康的生活方式#我国糖尿病患病率迅速上升#糖尿病及其并

发症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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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广泛应用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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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归于+消渴,+消瘅,等范畴#认为其形成机制以阴虚为本#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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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机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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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BD

E

F#,

水平均明

显升高$

!

$

%&%K

%)治疗后#与模型组比较#

2345

高剂量组

大鼠的
9B.$

!

*

2C;.

"

*

;;@

*

BD

E

F#,

水平均明显降低$

!

$

%&%K

%#见表
1

)

表
$

!!

各组大鼠
9:9

%

;<=

%

>?@$A

及肝糖原水平比较&

% $̀%

'

>]:

(

组别
;<=

$

QQ"M

"

B

%

治疗前 治疗后
9:9 >?

%

$A

$

7

"

B

% 肝糖原$

Q

7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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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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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磷酸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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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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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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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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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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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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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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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磷酸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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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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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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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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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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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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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
5G

*

>G

*

=.).5H+D

*果糖
.$

#

).

二磷酸酶及
=G

活性比较
!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的
5G

*

>G

*

=G

活性均

下降$

!

$

%&%K

%#

=.).5H+D

*果糖
.$

#

).

二磷酸酶活性均上升

$

!

$

%&%K

%)治疗后#与模型组比较#

2345

高剂量组大鼠的

5G

*

>G

*

=G

活性均上升$

!

$

%&%K

%#

=.).5H+D

*果糖
.$

#

).

二磷

酸酶活性均下降$

!

$

%&%K

%#见表
'

)

?&A

!

各组大鼠肝脏组织中
=.).5H+D

与
5I5JG

蛋白表达
!

给

药
0

周后#与模型组比较#

2345

高剂量组大鼠
=.).5H+D

与

5I5JG

蛋白表达水平均降低$

!

$

%&%K

%#见图
$

)

!!

$

!对照组(

1

!模型组(

'

!

2345

低剂量组(

0

!

2345

高剂量组(

K

!二

甲双胍组(

"

!

!

$

%&%K

#与模型组比较

图
$

!!

WD+FDN,?M"F

测定肝脏组织中
=.).5H+D

及
5I5JG

蛋白表达

@

!

讨
!!

论

!!

本研究以高脂饲料喂养加
32U

诱导
2164

大鼠模型#观

察
2345

的降血糖作用#并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实验结

果提示#

2345

干预后能有效地降低
2164

大鼠的
;<=

*

>?@$A

水平#升高肝糖原水平#增强葡萄糖在细胞内转化为糖

原的储存形式而降低血糖)

2164

中大多存在胰岛素抵抗*

;;@

升高及
BD

E

F#,

抵抗

等#导致或参与炎性反应#进而影响肝脏*肌肉和脂肪细胞等胰

岛素敏感细胞磷酸化#使胰岛素信号转导受阻#进而诱发胰岛

素抵抗&

(

'

)

;;@

是脂肪代谢的中间产物#是机体主要的能量

来源#升高的
;;@

可以使胰岛素受体底物的丝氨酸残基磷酸

化作用增强#影响胰岛素介导的葡萄糖转运#导致糖代谢障

碍&

$%

'

)

BD

E

F#,

在脂肪细胞和胰岛素之间起负反馈的信号传递

作用&

$$

'

)炎性因子通过炎症信号通路中介的激活参与肝脏和

肌肉组织对胰岛素敏感性的影响#最终导致胰岛素的信号转导

障碍#从而产生胰岛素抵抗&

$1

'

)实验发现模型组大鼠
9B.$

!

*

;;@

*

2C;.

"

及
BD

E

F#,

水平均明显升高#而
2345

能有效降低

2164

大鼠的
9B.$

!

*

;;@

*

2C;.

"

*

BD

E

F#,

水平及
9:9

)

2345

可能通过降低
;;@

水平#调节胰岛素介导的葡萄糖转运#改善

糖代谢障碍(还可能减轻炎性反应和降低
BD

E

F#,

水平#从而缓

解胰岛素抵抗作用)

肝脏通过血糖氧化分解*糖异生和肝糖原合成或分解对血

液葡萄糖水平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本实验对肝脏产生和消

耗葡萄糖的关键酶进行研究)其中#

>G

参与葡萄糖分解过

程#

5G

催化糖酵解#

=G

参与葡萄糖代谢过程#果糖
.$

#

).

二磷

酸酶参与糖异生途径#

=.).5H+D

是催化葡萄糖
.).

磷酸水解为

葡萄糖的关键酶)糖尿病状态中这些酶活性失衡#

>G

*

5G

*

=G

活性降低#

=.).5H+D

*果糖
.$

#

).

二磷酸酶活性升高#导致血

糖升高&

$'

'

)本实验结果显示#

2345

使
2164

大鼠肝脏组织

中
>G

*

5G

*

=G

活性升高#

=.).5H+D

*果糖
.$

#

).

二磷酸酶活性

下降#降低血糖#提示
2345

可以改善
2164

大鼠肝脏内糖代

谢紊乱#可能通过促进葡萄糖氧化代谢和抑制糖异生#减少葡

萄糖生成#进而改善糖尿病)

胰岛素抵抗状态下#糖代谢紊乱#糖异生过度活跃#导致大

量肝糖输出#血糖水平持续上升#从而产生
2164

)其中
=.).

5H+D

和
5I5JG

是肝脏糖异生中两个关键的限速酶#抑制它们

的表达水平能有效阻止肝脏糖异生#减少内源性葡萄糖生成#

这是其治疗
2164

的重要机制&

$0

'

)本实验结果显示#

2345

可降低
2164

大鼠肝脏糖异生限速酶
=.).5H+D

和
5I5JG

的

蛋白表达水平#抑制肝脏糖异生#减少葡萄糖生成#从而降低

血糖)

综上所述#

2345

可以改善
2164

大鼠的糖代谢紊乱状

态#其机制可能是促进肝细胞合成糖原#促进葡萄糖的利用并

减少葡萄糖的生成#减轻炎性反应#改善胰岛素抵抗#从而达到

对
2164

的治疗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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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是生物体内重要的抗氧化酶#也称为自由基清除剂#它

可以对抗*阻断自由基对各种细胞的损伤#及时修复受损细胞)而

=3>.5Z

为生物体内广泛存在的重要的过氧化物分解酶#可以使

由活性氧和羟基诱发的脂质过氧化物还原成无毒的羟基化合物#

从而保护细胞膜结构及其功能的完整性)因此#

3̂ 6

和
=3>.5Z

构成了生物体内的抗氧化防御系统&

)

'

)

46@

是大量高活性自由

基作用于脂质#发生过氧化反应而生成的过氧化终产物#可引起大

蛋白质*核酸等大分子交联聚合#产生细胞毒性#

46@

水平反映了

体内脂质过氧化损伤程度&

-./

'

)本实验结果显示#抗氧化指标
3̂ 6

和
=3>.5Z

活性降低#氧化终产物
46@

水平增加#提示仔鼠肝细

胞内
3̂ 6

*

=3>.5Z

消耗增加#活性降低#导致氧化应激#与本课题

组前期研究结果相同#也与本次病理切片显示的结果一致!对照组

肝脏组织结构正常#低剂量染毒组仔鼠肝窦轻度扩张#中剂量染毒

组仔鼠肝脏轻度炎性细胞灶性浸润#高剂量染毒组仔鼠肝脏中度

炎性细胞灶性浸润#并有脂滴存在#说明染毒组仔鼠肝脏发生了脂

质代谢紊乱和炎性损伤)

Jb50K%

在肝脏中最丰富#参与广泛的内外源性化合物的合

成代谢#可被多种内外源化合物诱导和抑制#从而影响其对特异性

底物的催化作用&

(

'

)目前人类确定的
Jb50K%

同工酶有
1%

多种#

Jb51I$

是最主要的同工酶#在肝脏中占肝细胞色素酶总量的

-Y

#参与许多低分子有机化合物及药物的体内代谢#并能催化多

种前致癌物和前毒物的活化过程&

$%.$$

'

)

Jb51I$

可引起许多毒物

的代谢和激活#催化产生活性氧$

:̂ 3

%#如超氧阴离子基团和过氧

化氢等#与氧化应激关系密切&

$1

'

)由氧化应激产生的过多的
:̂ 3

会增强脂质过氧化程度#从而损伤细胞生物膜功能#并通过协同细

胞因子及肝细胞凋亡使肝细胞产生炎症*坏死#肝纤维化加重)根

据文献报道#肝细胞内
Jb51I$

表达增加是
:̂ 3

产生的主要原

因&

$'.$0

'

)

综上所述#母鼠孕期和哺乳期暴露
C5

#其仔鼠肝脏过氧化损

伤程度随染毒剂量增加而加重#且中*高剂量染毒组
Jb51I$

Q:C@

和蛋白表达较对照组明显上调#说明
Jb51I$

参与了肝脏

脂质过氧化损伤#其上调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肝脏脂质代谢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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