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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昆布多糖 Τηαλλυσλαµ ιναριαε × ° 对大鼠减肥 !降血脂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制作肥胖大

鼠模型 随机分成六组 分别以蒸馏水 !× ° # # !奥利司他 赛尼可 # # 和

洛伐他汀 √ # # 灌胃 为期 在实验过程中 按时检测相关指标 ∀结果  × °能明显降低肥胖大

鼠的体重 !减少大鼠腹腔 !肾 !生殖器周围脂肪 !降低 . 指数和肝 !肾重量 Π 而且其作用与减肥药赛尼可在统计

学上无显著性差异 Π ∀ × °能明显降低肥胖大鼠血清三酰甘油 × !胆固醇 ×≤ !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2

≤ 水平 Π 而在实验期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2≤ 变化不明显 Π 而且其作用与降脂药洛伐他汀比较

无显著性差异 Π ∀ × °能明显改善肥胖大鼠血清卵磷脂胆固醇脂酰基转移酶 ≤ × !脂蛋白脂酶 ° 和胰脂肪酶

° 活性 Π 而对肝脂肪酶 活性在实验期间影响不明显 Π ∀结论  × °对肥胖大鼠具有明显的减肥

作用 该作用与常用的减肥药赛尼可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 × °同时能降低血清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 !改善血清 ⁄ 2≤水平

而且该作用与降脂药洛伐他汀比较无显著差异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增强 ≤ ×! ° !° 酶活性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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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胖症 是由于机体能量摄入超过能量消耗而

导致体内脂肪堆积的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 肥胖症往往伴有

高脂血症 在全球范围内广为流行 在我国患者人数也日益

上升 ∀肥胖症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为严重而紧迫的公共卫生

问题之一 ∀因此寻找疗效确切 !不良反应小的减肥 !降脂药

已成为各国医药界的研究热点 ≈ 2 ∀

昆布 Τηαλλυσλαµ ιναριαε 属海带科植物 早在几千年前

我们的祖先就用来防治瘿瘤 ∀生物多糖是自然界含量最丰

富的物质之一 也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类高分子化合

物 ∀笔者运用祖国传统医学 /药食同源 0的原理 开辟减肥 !

降血脂的新路径 ≈ ∀迄今为止 关于昆布多糖 Τηαλλυσ λαµ ι2

ναριαε × ° 对肥胖大鼠减肥 !降血脂作用及

其机制的研究国内外均未见报道 ∀

1  实验材料

昆布多糖 自行从市售昆布中分离 !提取 !制备 为棕色

粉末 使用时以蒸馏水配制成浓度为 #

的灌胃液 按 # # 灌胃给药 ≈ 2 ∀

奥利司他 赛尼可 瑞士巴塞尔豪夫迈罗氏有

限公司生产 用蒸馏水配制成浓度为 # 的灌胃

液 按 # # 灌胃给药 ∀

动物 ≥⁄雄性大鼠 清洁级 购自浙江省药品检验所实

验动物中心 合格证号 医动字第 号 ∀普通饲料

由浙江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执行标准 ∀高脂

饲料组成为猪油 !蛋黄粉 !普通饲料 ∀猪油购

自市场 蛋黄粉购自上海日欣集团公司 ∀

主要试剂 胆固醇 广州南方化玻公司分装 血清游离胆

固醇酶法测定试剂盒 上海联阳实业有限公司出品 血清

⁄ 2≤及亚类测定试剂盒 宁波市慈城生化试剂厂出品 血浆

总脂酶及肝脂酶测定试剂盒 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出品 ∀

主要仪器 ≤ ≥ ∞ ≥型电子秤 分度值 北京

市菲姆斯科技开发公司制造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 公司制造 紫外分光光度计 ∂ 日本岛津

公司制造 ≤低温超速离心机 × ≥≤ × 2

≤ 公司生产 ∀

2  实验方法

2 1  建立模型 ≈ 2

雄性 ≥⁄幼鼠 体重 ∗ 随机分成二组 一组为对

照组 只 每日喂普通饲料 另一组为造模组 只 每日

喂高脂饲料 两组大鼠每日食量基本相同 每两周称重一次 ∀

大鼠体重在造模开始时无显著性差异 Π 周后造

模组大鼠体重明显高于对照组 Π 周后造模组大

鼠体重比对照组高出 以上 Π 结果见表 ∀

表 1  大鼠的体重变化

Τ αβ 1  ×

组  别 ν
大鼠体重

周 周 周 周 周

对照组 ? ? ? ? ?

模型组 ? ? ? ? ?

注 与对照组比较 Π Π

Π Π ∏

2 2  减肥 !降脂实验

将 只肥胖大鼠按体重随机分成六组 每组 只 ∀第

一组为空白对照组 每天 蒸馏水灌胃 另设低 !中 !高剂

量三个试验组 分别用昆布多糖 # #

灌胃 第五组为减肥对照组 每天用赛尼可 #

灌胃 第六组为降脂对照组 每天用洛伐他汀 # 灌

胃 减肥 !降脂实验为期 ∀

2 3  检测指标

实验期间每 称大鼠体重一次 在实验开始前一天将

禁食 大鼠断尾取血 制备血清 检测 × ×≤ ⁄ 2≤

⁄ 2≤及同一批血清的卵磷脂胆固醇脂酰基转移酶

≤ × !脂蛋白脂酶 ° 胰脂肪酶 ° 和肝脂肪酶

活性 ≈ 2 ∀

在第 天末次给药后 将动物麻醉后测其体长和

体重 计算 . 指数 颈动脉放血处死 检测血清 × ×≤

⁄ 2≤ ⁄ 2≤及同一批血清的 ≤ × ° ° 和 酶活

性 ≈ 2 ∀取腹部 !肾及生殖器周围脂肪组织称重 同时检测

肝 !肾重量 ∀

2 4  统计分析

采用 ≥°≥≥ ∂ 和 ≥ ≥ 软件包进行统计 ∀计量资

料先经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检验 方差不齐性采用非参数检

验 ∀同组样本前后比较采用配对的 τ检验 ∀ Π值预设为

∀所有数据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 ξ ? σ ∀

3  结果

3 1  昆布多糖对肥胖大鼠体重的影响

减肥实验开始前 各组大鼠体重无显著性差异 Π

∀实验第 天 !第 天和第 天 减肥对照组和低 !

中 !高剂量三个试验组大鼠体重均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 Π

而且低 !中 !高剂量三个试验组与减肥对照组比较无

显著性差异 Π ∀结果见表 ∀

3 2  昆布多糖对肥胖大鼠内脏脂肪组织和肝 !肾重量的

影响

后减肥对照组和 个试验组大鼠腹腔 !肾 !生殖器

周围脂肪的重量均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 Π 而且低 !

中 !高剂量三个试验组与减肥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Π

∀ 个试验组和减肥对照组的肝 !肾重量也明显低于

空白对照组 Π 各试验组之间以及与减肥对照组比

较在统计学上无显著性差异 Π 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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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昆布多糖对肥胖大鼠体重的影响 ν

Τ αβ 2  ∞ × ° ν

 组  别
大鼠体重

第 天 第 天 第 天 第 天 第 天

空白对照组 ? ? ? ? ?

低剂量 × ° # ? ? ? ? ?

中剂量 × ° # ? ? ? ? ?

高剂量 × ° # ? ? ? ? ?

减肥对照组 # ? ? ? ? ?

注 与对照组比较 Π

Π ∏

表 3  昆布多糖对肥胖大鼠内脏脂肪组织和肝 !肾重量的影响 ν

Τ αβ 3  ∞ × ° ∏ √ ν

 组  别
重  量

腹腔 肾周围脂肪 生殖器周围脂肪 肝脏 肾脏

空白对照组 ? ? ? ? ?

低剂量 × ° # ? ? ? ? ?

中剂量 × ° # ? ? ? ? ?

高剂量 × ° # ? ? ? ? ?

减肥对照组 # ? ? ? ? ?

注 与对照组比较 Π

Π ∏

3 3  昆布多糖对肥胖大鼠 . 指数的影响

后减肥对照组和试验组大鼠的 . 指数均明显

低于空白对照组 Π 而且低 !中 !高剂量三个试验组

之间以及试验组与减肥对照组之间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Π

结果见表 ∀

3 4  昆布多糖对肥胖大鼠血脂的影响

后降脂对照组和试验组大鼠 × 和 ×≤水平都明显

下降 与实验前和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 Π 而且

低 !中 !高剂量三个试验组之间及其与降脂对照组比较差异

均不显著 Π 而大鼠 ⁄ 2≤水平都明显升高 与实

验前和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 Π 各试验组之间

及其与降脂对照组比较差异同样不显著 Π 肥胖大

鼠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2≤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大

表 4  昆布多糖对肥胖大鼠 . 指数的影响 ν

Ταβ 4 ∞ × ° . ¬ ν

组  别 . 指数

空白对照组 ?

低剂量 × ° # ?

中剂量 × ° # ?

高剂量 × ° # ?

减肥对照组 # ?

注 与对照组比较 Π

Π ∏

鼠 Π 实验期间昆布多糖对大鼠 ⁄ 2≤作用不明显

Π 而洛伐他汀则能显著降低 ⁄ 2≤ Π ∀

结果见表 ∀

表 5  昆布多糖对肥胖大鼠血脂的影响 ν

Τ αβ 5  ∞ × ° ν

组  别
血脂 #

× ×≤ ⁄ 2≤ ⁄ 2≤

空白对照组 ? ? ? ?

低剂量 × ° # ? ? ? ?

中剂量 × ° # ? ? ? ?

高剂量 × ° # ? ? ? ?

降脂对照组 # ? ? ? ?

注 与对照组比较 Π

Π ∏

3 5 昆布多糖对肥胖大鼠 ≤ × ° ° 和 酶活性的影响

后 试验组与降脂对照组大鼠的 ≤ × ° 和 °

酶活性均有明显改善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 Π

低 !中 !高剂量三个试验组之间及其与降脂对照组比

较差异不显著 Π ∀而 酶活性变化在统计学无意

义 Π 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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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昆布多糖对肥胖大鼠酶活性的影响 ν

Τ αβ 6  ∞ × ° √ ≤ × ° ° ν

组  别
酶活性

≤ × ° °

空白对照组 ? ? ? ?

低剂量 × ° # ? ? ? ?

中剂量 × ° # ? ? ? ?

高剂量 × ° # ? ? ? ?

降脂对照组 # ? ? ? ?

注 与对照组比较 Π

Π ∏

4  讨论

本实验用含有 猪油 ! 蛋黄粉的高脂饲料建立肥

胖大鼠模型效果非常明显 ∀喂饲 周大鼠体重比对照组高

出 以上 达到肥胖标准 ∀肥胖症可以由于遗传 !内分泌 !

下丘脑病变等原因引起 但目前最常见的是由于能量摄入过

多所致的单纯性肥胖 ∀本实验建立的肥胖大鼠模型 与人类

摄食规律相似 对于肥胖的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赛尼可是迄今为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ƒ⁄ 批

准的常用减肥药物之一 在推向中国大陆市场之前 它已经

占据了国际减肥市场 的份额 本实验选用赛尼可作为减

肥阳性对照药 有利于观察昆布多糖的减肥效果 ∀

× °对肥胖大鼠的体重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喂饲

后 低 !中 !高剂量三个试验组肥胖大鼠体重比空白对照组

明显降低 有统计学意义 Π 而且其效果与减肥药赛

尼可相当 Π ∀在实验期间 低 !中 !高剂量三个试验

组没有表现出剂量效应可能是由于选用剂量偏高 !实验周期

偏短等原因 ∀

× °能减少肥胖大鼠腹腔 !肾 !生殖器周围的脂肪生成 !

延缓肝肾重量增加 !降低 . 指数 其效果与减肥药赛尼

可相当 ∀

× °能明显降低肥胖大鼠血清 × ×≤水平 改善血清

⁄ 2≤水平 其作用与降脂药物洛伐他汀比较无明显差异 ∀

研究结果表明 × °具有促进肠蠕动 减少脂肪 !胆固醇

的吸收 促进甘油三酯 !胆固醇的排泄而发挥减肥降脂作用 ∀

从本实验 × °能明显改善肥胖大鼠 ≤ × ° ° 酶活性来

看 × °降低血清 × ×≤的机制可能通过提高 ≤ ×活性

促进外周组织中游离的胆固醇转移到肝脏 并促进胆固醇转

化为胆固醇酯 ≈ 同时提高 ° ° 活性 催化 × 水解成

甘油和脂肪酸 并促进胆固醇的逆向转运和代谢 从而降低

血清 ×≤ ∀肥胖大鼠 ≤ × ° ° 酶活性明显降低 导致血

脂代谢异常 ∀ × °通过改善肥胖大鼠 ≤ × ° ° 酶活性

从而起到降低血脂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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