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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二冬汤和有氧运动对
;

型糖尿病"

<;U_

#大鼠糖代谢和脂代谢作用的影响%方法
!

采用小剂量腹腔内注射链脲佐菌素"

L<̀

!

37(

0

$

D

0

#加高糖高热量饲料喂养的方法诱发并建立
;

型糖尿病大

鼠模型%将
;

型糖尿病模型组动物分为模型组"

U_

#&有氧运动组"

F&

#&二冬汤组"

&U

#&有氧运动
i

二冬汤组

"

F&i&U

#!另设正常对照组"

>F

#%有氧运动和药物干预
2

周后!观察并检测各组动物空腹血糖"

X̂ ]

#&糖化

血红蛋白"

EKC!5

#&血清胰岛素"

?/9

#&总胆固醇"

<F

#&三酰甘油"

<]

#&高密度脂蛋白"

EUA'F

#&低密度脂蛋白

"

AUA'F

#&超氧化物歧化酶"

LaU

#&丙二醛"

_UC

#表达水平%结果
!

与
>F

组比较!

U_

组在持续喂养
:

周高

糖高热量饲料!体质量增加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47N

#!大鼠
X̂ ]

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747!

#'与
U_

组相比较!

F&i&U

组大鼠
<F

&

<]

&

AUA'F

&

?/9

&

]LE

水平和
LaU

活性显著升高"

!

#

747N

#'大鼠
X̂ ]

&

EKC!5

&

EUA'F

和
_UC

水平显著降低"

!

#

747!

#%与
F&

&

&U

组分别比较!

F&i&U

组对大

鼠血糖和血脂水平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47!

#%结论
!

有氧运动与二冬汤结合可明显降低
<;U_

模型

大鼠血糖和血脂水平!促进血胰岛素的分泌!增强体内抗氧化酶活性!从而纠正和改善
<;U_

模型大鼠糖代谢

和脂代谢紊乱%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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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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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或当胰腺功能出

现障碍时#所表现出来的机体糖*蛋白质*脂肪调节功

能受损#且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一种常见代谢性疾

病'

!

(

$纵观整个糖尿病发病过程#

;

型糖尿病!

I

RM

H;

6*)KHIH9(H++*I,9

#

<;U_

"发病率最高#约占
"N[

$在

糖尿病的预防和治疗过程中#科学合理的有氧运动一

直备受人们青睐$已有大量研究证实#参加有氧运动

对改善
<;U_

患者血液流变性#降低血液高黏滞状

态#调节糖脂代谢平衡效果显著'

;':

(

$

<;U_

的西医治疗方法为调节机体代谢紊乱#降

低血糖*血脂而改善或消除症状$患者多服用促进磺

脲类*

&

'

糖苷酶抑制剂*二基肽酶
'

'

!

gU@@'

'

"抑制

剂等药物'

N'2

(

$但这些药物多具有毒副作用#机体长

期服用会产生耐受性#不利于更好地控制病情及并发

症$二冬汤作为中医传统方剂#是古代医家智慧的结

晶#最早见于+医学心悟,#以天冬*麦冬*天花粉等多

味药材配伍联合使用#具有养阴润肺#生津止渴#平喘

的功效$为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疾病的优势#挖掘其

对
<;U_

治疗的潜在价值#本研究基于古今文献#结

合临床用药经验#探究二冬汤和有氧运动对
<;U_

大

鼠糖代谢和脂代谢的影响$

H

!

材料与方法

H4H

!

实验动物及药物
!

健康清洁级
LU

雄性大鼠
27

只#

$

周龄#体质量
!$7

#

;77

0

#饲养于长江大学动物

科学学院$饲养条件%大鼠分笼喂养#自由饮水进食#

保持室内温度
;7

#

;:Z

#相对湿度
:7[

#

N7[

#试验

前将大鼠在动物房中适应性饲养
#6

$二冬汤方剂组

方出自+医学心悟,

'

#

(

%天冬
!;

0

#麦冬
!$

0

#天花粉
!;

0

#黄芩
"

0

#知母
!;

0

#甘草
;:

0

#人参
2

0

#生黄芪
;:

0

#按照药材和水比例
!e!7

!

0

&

(A

"室温下浸泡
;-

后#以小火煮沸
37(*/

#倾出药液#药渣加
3

倍体积水

继续煎煮
37(*/

#待煎煮液放凉后#过滤#合并两次煎

煮液#浓缩成黄棕色半流体清膏!

!

0

清膏相当于
;

0

二冬汤生药"$置于冰箱
:Z

保存备用$

H4I

!

试剂与仪器
!

链脲佐菌素!

LIJH

M

I.W.I.5*/

#

L<̀

"购自美国
L*

0

()

公司#糖化血红蛋白!

EKC!5

"*

三酰甘油!

<]

"*血总胆固醇!

<F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

AUA'F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EUA'F

"*超氧化

物歧化酶!

LaU

"*丙二醛!

_UC

"及血清胰岛素!

?/9

"

放射免疫分析试剂盒均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

所)

]X'$77

型半自动生化分析仪!武汉市天安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E]_'!!!

血糖仪!日本
a(J.(

"*

XC'

!77:

型电子分析天平!上海光学仪器一场"*

]A'!2]'

(

型高速冷冻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SaC>'

AĈ

数显恒温磁力加热搅拌器!美国
S.)/

公司"*自

制泳池!

!;775(c$75(c275(

长方体#水深
N7

5(

"$

H4J

!

方法

H4J4H

!

<;U_

大鼠模型的建立与分组
!

选取
N7

只

LU

大鼠适应性喂养
#6

#选取
!7

只大鼠作为正常对

照组!

>F

"#

>F

组采用普通饲料喂养#同时腹腔注射

相同体积柠檬酸钠缓冲溶液$剩余
:7

只大鼠作为

<;U_

造模动物#造模过程主要参考文献'

$'"

($将

<;U_

模型大鼠!

:7

只"分为
<;U_

模型!

U_

"组#有

氧运动!

F&

"组*二冬汤组!

&U

"和
F&i&U

组
:

组#每

组
!7

只$

&U

组和
F&i&U

组给予大鼠灌胃
;

0

&

D

0

二冬汤
!

次&
6

#连续
2

周#

F&

组和
F&i&U

组大鼠进

行
27(*/

无负重游泳运动#每周
N

次$

H4J4I

!

运动方式的选取
!

将大鼠放入自制泳池#控

制水温在!

3;f;

"

Z

条件下进行游泳实验#每周
26

#

持续训练
2

周$第
!

周进行
37(*/

&次的适应性训

练#第
;

周前
36:N(*/

&次#后
3627(*/

&次#第
3

#

2

周
27(*/

&次$

H4J4J

!

试验动物给药及检测指标
!

前期预实验结果

显示#当二冬汤给药剂量在
;

0

&

D

0

的时候#二冬汤能

够显著降低
U_

组大鼠空腹血糖*血胆固醇和低密度

脂蛋白#抑制血清游离脂肪酸#因此二冬汤给药剂量

定为
;

0

&

D

0

$大鼠在试验干预
2

周后#于末次运动训

练结束#禁食
!;-

$采用腹腔注射
;4N[

戊巴比妥钠

37(

0

&

D

0

对大鼠进行麻醉#腹主动脉取血#分别检测

大鼠
X̂ ]

*

EKC+5

*

?/9

*

<]

*

<F

*

AUA'F

*

EUA'F

*

_UC

*

LaU

水平#具体操作步骤按照相关指标试剂盒

操作方法测定$

H4J4K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L@LL!247

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
/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进行判

定#各组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以
!

#

747N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I

!

结
!!

果

I4H

!

<;U_

大鼠模型的建立结果
!

!

!

"动物体质量*

饮食*饮水和尿量变化%

U_

及
>F

组大鼠在处理前体

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47N

"$

U_

组在持续喂

养
:

周高糖高热量饲料#体质量增加明显#与
>F

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47N

"$同时通过观察发

现#

>F

组大鼠生长状态良好#体质量持续增加#而

U_

组大鼠出现多饮*多食和多尿等糖尿病症状$

!

;

"

U_

及
>F

组大鼠空腹血糖水平%

U_

组在注射

L<̀

后#大鼠表现出明显的多饮*多尿和多食#且体质

量明显较给药前下降等糖尿病症状#见图
!

*表
;

$

U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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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注射
L<̀

前与
>F

组比较
X̂ ]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747N

"#注射后与
>F

组相比较#

X̂ ]

明显升高

!

!

#

747!

"$试验过程中实验动物图片见图
!

$

表
!

!!

>F

组大鼠与
U_

组大鼠体质量变化&

/f?

)

0

'

组别 给食前 给食
:

周后 增长量

>F

组
!$342!f24#; ;2743NfN4:2 #24#:f"4;!

U_

组
!$34N2f24!; 3774N7fN42;

)

!!24":f#43N

K

!!

)

%

!

#

747N

#

K

%

!

#

747!

#与对照相比较

表
;

!!

注射
L<̀

对大鼠体质量变化(血糖水平的影响&

/f?

'

组别 时间
X̂ ]

!

((.+

&

A

" 体质量!

0

"

>F

组
:4N"f74N; ;2743NfN4:2

U_

组 注射前
$4;$f74#! 3774N7fN42;

注射后
!#4;Nf:43; ;3743;f#4$N

图
!

!!

二型糖尿病大鼠与正常大鼠对比图

I4I

!

二冬汤与有氧运动对大鼠
X̂ ]

*血浆
EKC+5

及

血清
?/9

的影响
!

X̂ ]

实验结果%与
>F

组比较#

U_

*

F&

*

&U

*

F&i&U

组大鼠
X̂ ]

水平显著升高

!

!

#

747!

"#与
U_

组比较#

F&

组*

&U

及
F&i&U

组

大鼠
X̂ ]

水平显著降低!

!

#

747!

"#

F&i&U

组较

F&

*

&U

组降低更明显$血浆
EKC+5

实验结果%与

>F

组比较#

U_

组大鼠
EKC+5

水平显著升高!

!

#

747!

")与
U_

组比较#

F&

组
EKC+5

水平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747N

"#

&U

组及
F&i&U

组大鼠
EKC+5

水平显著降低!

!

#

747!

"#

F&i&U

组较
&U

组降低

更明显!

!

#

747!

")血清
?/9

实验结果%与
>F

组比

较#

U_

组大鼠
?/9

水平显著降低!

!

#

747!

")与
U_

组比较#

F&

*

&U

及
F&i&U

组大鼠
?/9

水平显著升高

!

!

#

747N

#

!

#

747!

"#

F&i&U

组较
F&

*

&U

组升高

更明显!

!

#

747!

"$双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F&

组与

&U

组相比#大鼠
X̂ ]

*

?/9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747N

"#大鼠血浆
EKC+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47!

"#见表
3

$

I4J

!

二冬汤与有氧运动对大鼠血脂水平的影响
!

与

>F

组比较#

U_

组大鼠
<F

*

<]

和
AUA'F

水平显著

升高!

!

#

747!

"#

EUA'F

水平显著降低!

!

#

747!

")

与
U_

组比较#

F&

*

&U

和
F&i&U

组大鼠
<F

*

<]

和
AUA'F

水平显著降低!

!

#

747N

#

!

#

747!

"#

EUA'

F

水平显著升高!

!

#

747N

#

!

#

747!

")与
F&

组比较#

&U

组
<F

*

<]

*

EUA'F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47N

"#

AUA'F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47N

")与

F&

*

&U

组比较#

F&i&U

组
<F

*

<]

*

AUA'F

*

EUA'F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47!

"#见表
:

$

表
3

!!

二冬汤与有氧运动对大鼠
X̂ ]

(

EKC+5

(

?/9

的

!!!

影响&

/f?

)

-b!7

'

组别
X̂ ]

!

((.+

&

A

"

EKC+5

!

((.+

&

A

"

?/9

!

(\

&

A

"

>F

组
N4"$f!473 :43;f!47N ;743Nf!4;#

U_

组
;!4$2f!4;N

)

!!4;$f!4#;

)

!;4";f!42#

)

F&

组
!#4;Nf!4;!

)5

!!43Nf!4N2 !2477f!4N;

K

&U

组
!24N$f!42"

)5

$4;"f74$2

56

!24"$f742$

5

F&i&U

组
!!4$;f!47!

)56H

#4;$f7437

56H

;!432f!4N2

56H

!!

)

%

!

#

747!

#与
>F

组比较)

K

%

!

#

747N

#

5

%

!

#

747!

#与
U_

组比

较)

6

%

!

#

747!

#与
F&

组比较)

H

%

!

#

747!

#与
&U

组比较

表
:

!!

二冬汤与有氧运动对大鼠血脂水平的

!!!

影响&

/f?

)

-b!7

)

((.+

#

A

'

组别
<F <] EUA'F AUA'F

>F

组
!42$f74:; !47;f743! !4$!f74!! 74N!f7472

U_

组
N47$f74:7

)

!4$2f74N!

)

74#!f74;;

)

!4N;f74;:

)

F&

组
:4#Nf74N!

K

!42Nf742;

K

74"!f74!;

5

!432f743N

K

&U

组
:4N3f743#

5

!42;f74:$

K

74$Nf74!7

K

74";f74!#

56

F&i&U

组
;47#f7423

5HP

!4:$f74##

5HP

!43;f74;N

5HP

74$Nf74!!

5HP

!!

)

%

!

#

747!

#与
>F

组比较)

K

%

!

#

747N

#

5

%

!

#

747!

#与
U_

组比

较)

6

%

!

#

747N

#

H

%

!

#

747

#与
F&

组比较)

P

%

!

#

747!

#与
&U

组比较

I4K

!

二冬汤与有氧运动对大鼠
_UC

*

]LE

*

LaU

水

平的影响
!

与
>F

组相比#

U_

组大鼠
_UC

水平显

著升高#

]LE

水平*

LaU

活性显著降低!

!

#

747!

")

与
U_

组比较#

F&

*

&U

和
F&i&U

组大鼠
_UC

水

平显著降低!

!

#

747!

"#

]LE

水平和
LaU

活性显著

升高!

!

#

747N

")与
F&

组相比#

&U

组
]LE

水平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747N

"#而
_UC

水平*

LaU

活性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47!

"$与
&U

*

F&

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i&U

组大鼠
_UC

水平显著

降低!

!

#

747!

"#

]LE

水平和
LaU

活性显著升高

!

!

#

747!

"#见表
N

$

表
N

!!

二冬汤与有氧运动对大鼠
_UC

(

]LE

(

LaU

的

!!!

影响&

/f?

)

-b!7

'

组别
_UC

!

/(.+

&

(

0

"

]LE

!

((.+

&

A

"

LaU

!

\

&

(A

"

>F

组
#42Nf!4;! !4!#f74;! $#4N3f34!7

U_

组
!:43;f;4!7

)

74N3f74!;

)

2$4N;f34;:

)

F&

组
!;4;!f!43N

5

74$2f74!$

K

#"4;3f34!N

K

&U

组
"432f!4;!

56

74$Nf74!!

K

#;4$2f;4$"

56

F&i&U

组
$4#Nf!4!!

56H

!47"f74;7

56H

$342Nf34!;

56H

!!

)

%

!

#

747!

#与
>F

组比较)

K

%

!

#

747N

#

5

%

!

#

747!

#与
U_

组比

较)

6

%

!

#

747!

#与
F&

组比较)

H

%

!

#

747!

#与
&U

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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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讨
!!

论

!!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及人

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使得
<;U_

在全球范围内呈现

逐年升高的趋势$以往研究表明#有氧运动可增强机

体抗氧化酶
LaU

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

"的活

性#提高血液胆固醇中
EUA'F

水平#调节机体代谢平

衡#改善糖尿病大鼠氧化应激状态#增强免疫力#降低

胰岛素抵抗水平'

!7'!!

(

$且有氧运动对肥胖或与肥胖

密切相关疾病有显著的预防和改善作用'

!;

(

$本研究

结果显示#与
>F

组比较#

U_

组大鼠
X̂ ]

*

?/9

*

EKC+5

等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47!

"#表明

<;U_

大鼠建模成功$与
U_

组大鼠比较#

F&

组大

鼠
X̂ ]

*

_UC

*

<F

*

<]

和
AUA'F

水平呈下降趋势#

]LE

*

EUA'F

显著升高!

!

#

747N

"#同时
LaU

活性明

显提升!

!

#

747N

"$表明有氧运动对改善和调节

<;U_

大鼠血糖*血脂功能作用显著$

从中草药中寻找安全*有效*不良反应小*多靶点

作用药品#已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

!3

(

$二冬汤原方为

医治-上消.病症所设#方中以药性微寒*药味甘苦天

冬*麦冬作为君药#具有养阴润燥*益胃生津*清心除

烦之功效$辅以寒性中药天花粉#有强化清热生津*

清肺润燥之功$知母*黄芩清肺热共奏养阴润肺*清

热化痰之效$现代临床研究表明#二冬汤能显著改善

<;U_

大鼠糖代谢和脂代谢紊乱#增加体内抗氧化酶

活性#抑制氧化应激反应#从而对
<;U_

大鼠胰岛细

胞产生保护作用$崔红霞等'

!:

(研究二冬颗粒对

<;U_

大鼠糖脂代谢影响#结果表明#二冬颗粒高*中

剂量组能显著降低
<;U_

大鼠
X̂ ]

#降低血胆固醇

和
AUA'F

*

_UC

水平#提高
LaU

活性$田锦鹰等'

!#

(

以
N2

例糖尿病前期人群作为观察对象#研究二冬汤

对糖尿病前期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机制$患者给予

二冬汤
!

剂&
6

#连续口服
;

个月后#与治疗前相比#治

疗组治疗后胰岛素敏感指数明显升高!

!

#

747!

"$本

研究结果显示#与
U_

组比较#二冬汤都能显著降低

X̂ ]

*

?/9

*

EKC+5

水平!

!

#

747!

")

&U

组大鼠血清

<F

*

<]

和
AUA'F

水平也显著降低!

!

#

747N

#

!

#

747!

"#

EUA'F

水平显著升高!

!

#

747N

")

&U

组大鼠

_UC

水平显著降低#

]LE

水平和
LaU

活力显著升

高!

!

#

747N

"#这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而对于有氧运动
i

二冬汤对
<;U_

模型大鼠糖

代谢和脂代谢的研究方面#与
F&

*

&U

组比较#有氧运

动
i

二冬汤组能显著降低
<;U_

大鼠
X̂ ]

*

EKC+5

水平#提高
?/9

水平$与
U_

组比较#

F&i&U

组大鼠

血清
<F

*

<]

和
AUA'F

水平显著降低!

!

#

747!

"#

EUA'F

水平显著升高!

!

#

747!

"#且与
F&

组*

&U

组

比较#

F&i&U

组以上指标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

747!

"$综合此实验结果显示%长期进行适量的有氧

运动配合服用二冬汤能改善
<;U_

大鼠血糖*血脂水

平#更好地预防
<;U_

并发症发生$本研究结果还显

示#与
U_

组比较#

F&i&U

组大鼠
_UC

水平显著降

低#

]LE

水平*

LaU

活性显著升高#且与
F&

*

U&

组比

较#

F&i&U

组以上指标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

!

#

747!

"$表明长期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配合服用二冬

汤能明显地提升机体
LaU

活力#提高
]LE

水平#降

低
_UC

水平$

参考文献

'

!

( 李俊
4

有氧运动对
;

型糖尿病大鼠血管炎症及
L?B<!

&

>X'

)

^

信号通路的影响'

S

(

4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7!$

#

:!

!

N

"%

N#'234

'

;

( 梁廷方#单承湘
4

有氧运动联合膳食控制对
;

型糖尿病大

鼠血液流变学的影响及其机制'

S

(

4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7!:

#

3:

!

3

"%

!7#'!!!4

'

3

( 孙一#朱荣#李学恒#等
4

长期有氧运动改善中年原发性高

血压患者功能性抗交感活性'

S

(

4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7!$

#

3N

!

!

"%

"2'!734

'

:

( 程静#吴涛#向明南#等
4

南苜蓿总皂苷对
;

型糖尿病大鼠

血液流变学及胰岛素抵抗作用的研究'

S

(

4

辽宁中医杂

志#

;7!#

#

::

!

;

"%

3$"'3";4

'

N

( 张斌#郭刚#汪蓓蕾#等
4

老年
;

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

白水平与血糖及胰岛素敏感性的关系'

S

(

4

中国老年学#

;7!#

#

3#

!

2

"%

!3#$'!3$74

'

2

( 路童#蔡夏夏#王焕英#等
4

城乡结合社区
;

型糖尿病患者

生活方式及血糖控制情况调查'

S

(

4

首都医科大学学报#

;7!$

#

3"

!

!

"%

!73'!!!4

'

#

( 张艳丽
4

裴瑞霞
4

加味二冬汤联合西药治疗肺肾气阴亏虚

型
;

型糖尿病随机平行对照研究'

S

(

4

实用中医内科学杂

志#

;7!;

#

;2

!

$

"%

:$':"4

'

$

( 赵宏宇#王玉#刘新宇#等
4

虎杖提取物对
;

型糖尿病大鼠

血糖及血脂的影响'

S

(

4

中药材#

;7!2

#

3"

!

#

"%

!2:#'!2N74

'

"

( 赵涛#乐静#李传静#等
4

绞股蓝总皂苷对
;

型糖尿病大鼠

游离脂肪酸代谢的影响及改善胰岛素抵抗相关机制研究

'

S

(

4

安徽医学#

;7!#

#

;!

!

!

"%

:;':N4

'

!7

(

_&?]LS^

#

E\X^

#

B?XC?>

#

HI)+4̂*.()JDHJ9.PH/6.'

I-H+*)+6

R

9P,/5I*./)/6J*9D.PI

R

@H;6*)KHIHJ(H++*I,9

'

S

(

4SC_C

#

;77:

#

;"!

!

!2

"%

!"#$4

'

!!

(崔健昆#房佳乐#张怡清
4

二冬汤加减方治疗青年人特发

性室性期前收缩的临床观察'

S

(

4

中医药学报#

;7!#

#

:N

!

:

"%

!;3'!;N4

'

!;

(赵益#张启云#李冰涛#等
4

二冬汤对大鼠尿液代谢产物的

影响'

S

(

4

中药新药与药理临床#

;7!3

#

;:

!

;

"%

!#3'!#24

'

!3

(程静#宋红萍#黄徐英#等
4

南苜蓿总皂苷改善
;

型糖尿病

大鼠糖代谢的作用机制'

S

(

4

重庆医学#

;7!#

#

:2

!

;"

"%

:733':73"4

'

!:

( 崔红霞#温宪春#宋娟#等
4

二冬颗粒对
;

型糖尿病模型大

鼠糖代谢和脂代谢的影响'

S

(

4

中国药房#

;7!7

#

;!

!

!"

"%

!#3$'!#3"4

!收稿日期%

;7!$'7N'7$

!

修回日期%

;7!$'72'!2

"

3!23

重庆医学
;7!$

年
!7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