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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目的: 探讨黄芪黄酮、黄芪多糖、黄芪皂苷 3 种有效部位对糖尿病大鼠血糖、血清胰岛素和脂联素的影响。方法:

按 STZ 52 mg·kg - 1体重腹腔注射 SD 大鼠诱导糖尿病模型, 分别给予黄芪黄酮、黄芪多糖、黄芪皂苷进行干预, 给药剂量均相当

于黄芪生药量 6. 3 g·kg - 1。观测 30 d, 血糖仪检测血糖, ELISA 法检测血清胰岛素、血清脂联素。结果: 糖尿病模型大鼠血糖水

平升高( P < 0. 05) , 血清胰岛素、脂联素水平下降( P < 0. 05) 。黄芪黄酮可明显干预上述变化( P < 0. 05) ; 黄芪多糖与黄芪皂苷

虽略改善糖尿病模型大鼠的血糖、血清胰岛素、血清脂联素的水平, 但未见统计学差异。结论: 黄芪有效部位可影响糖尿病模

型大鼠血糖、血清胰岛素和脂联素水平的变化, 黄芪黄酮作用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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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ree active ingredients of Astragali

Radix, namely a Astragalus flavonoids, polysaccharides, and astragalosides, on blood glucose, serum insulin and adi-

ponectin in diabetes rats. Method: Diabetes rats were induced by STZ( 52 mg·kg
- 1

, peritioneal injection) . The rats

were grouped for administrating with astragalus flavonoids, polysaccharides, and astragalosides accordingly for 4

weeks, then detection of blood glucose and ELISA assay of serum insulin and adiponectin were done. Result: The

blood glucose of diabetes rats ascended( P < 0. 05) , serum insulin and adiponectin descended( P < 0. 05) , all of

these changes were antagonised in various degrees by astragalus flavonoids, polysaccharides and astragalosides, spe-

cially, the effect of astragalus flavonoids was obvious( P <0. 05) . Conclusion: The three active ingredients of Astrag-

alus Radix could influence the content of blood glucose, serum insulin and adiponectin in diabetes rats, the best one

was astragalus flavonoids.

[ Key words]  active ingredients of Astragalus Radix; diabetes model; blood glucose; insulin; adiponectin

  黄芪入 药历史 悠久, 我 国现存 最古 老的方

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曾有“黄芪治疗疽病, 肉

疽则倍用。黄芪、白蔹、芍药、甘草煎煮治疗疽病”的

记载。表明秦汉之前对于黄芪的应用已经具有较为

丰富的治疗经验。《名医别录》( 简称《别录》) 云其

“止渴”; 这可能是后世应用黄芪治疗消渴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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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华子本草》则明确指出黄芪治疗消渴。目前, 黄

芪仍为中医临床治疗糖尿病的常用药物。现代药理

学研究表明, 黄芪及其提取物均有降低糖尿病大鼠

血糖水平的作用
[ 1]

。本文旨在通过研究黄芪黄酮、

黄芪多糖、黄芪皂苷等有效部位对糖尿病模型大鼠

血糖及胰岛素、脂联素的影响, 初步探讨黄芪黄酮、

多糖、皂苷三种有效部位降低血糖的作用机制, 为临

床合理应用提供实验依据。

1 材料

1.1 动物 70 只 SPF 级 SD 大鼠, 雌雄各半, 6 ～7

周龄, 购于上海西普尔-必凯实验动物有限公司, 许

可证号码 SCXK( 沪) 2008-0016。体重( 196 ±12) g,

血糖( 6. 66 ±0. 84) mmol·L - 1
。

1.2 药物及试剂  黄芪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 Fisch. ) Bge var mongholicus( Bge. ) Hsiao, 产地内

蒙, 一次性购于沈阳天益堂药店, 经辽宁中医药大学

中药鉴定教研室翟彦君教授鉴定; 黄芪多糖、黄芪黄

酮、黄芪皂苷的提取由辽宁中医药大学方剂分析与

代谢实验室完成; 链脲佐菌素 ( Streptozocin, STZ, Sig-

ma 公司) ; 0. 1 mol·L
- 1

, pH 4. 2 柠檬酸钠缓冲液; 胰

岛素、脂联素 ELISA 试剂盒( 美国 GBD 公司) 。

1.3 仪器设备  稳豪型血糖检测仪 ( 强生公司 ) ;

电子天平( 北京赛多利斯仪器系统有限公司, 型号

BL610、BL1500) ; 电热恒温水温箱 ( 北京长安科学仪

器厂, 型号 HHW21. Cr600) ; 微孔板酶标仪 ( 美国伯

乐公司, 型号 550) ; 微量加样器等。

2 方法

2.1 造模方法 按 52 mg·kg - 1
对大鼠进行 1 次性

ip STZ, 注射前禁食、不禁水 12 ～16 h。用 0. 1 mol·

L- 1 , pH 4. 2 的柠檬酸钠缓冲液( 冷藏) 配制成 2% 的

STZ 溶液( 新鲜配制 ) 。于造模 7 d 检测血糖, 随机

血糖 > 16. 7 mmol·L
- 1
为模型成功, 统计处理时剔除

未成模的样本。造模后观测 30 d, 麻醉大鼠, 腹主动

脉取血, 制备血清备用。

2.2 分组处理 以体重、血糖作为分层因素, 采用

分层随机法, 对所有大鼠进行分组处理, 试分配为 5

组: 即正常组、模型空白组、黄芪黄酮组、黄芪多糖

组、黄芪皂苷组。各组大鼠体重、血糖水平无统计学

差异。分组后除正常组外, 其他各种均给予造模处

理。

2.3 给药剂量及方法  造模同日 ig 给药, 按成人

日服黄芪生药量 60 g( 成人按 60 kg 体重 ) 计算, 根

据体表面积换算大鼠的等效剂量为成人 6. 3 倍。ig

药物浓度为 1 mL药物溶液含黄芪生药量 1 g, 给药

剂量相当于黄芪生药量 6. 3 g·kg
- 1

, 具体给药量黄

芪黄酮 2. 17 mL·kg - 1, 黄芪多糖 0. 28 g·kg - 1 , 黄芪

皂苷 1. 04 mL·kg - 1
。黄芪各有效部位组分别给予相

应黄芪有效部位, 模型空白组给予等量蒸馏水 6. 3

g·kg
- 1
。连续 ig 30 d。

2.4 观测指标及检测方法  观测 30 d 结束后用血

糖仪检测随机血糖; ELISA 法检测血清胰岛素、血清

脂联素,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步骤进行。

2.5 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10. 0 进行

数据分析, 多样本差别性比较方法采用方差分析, 两

两比较采用 LSD 法, 数据结果以 珋x ±s 表示。P <

0. 05 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体重和血糖 体重与正常组比较, 模型组及黄

芪有效部位各组体重减轻, 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与模型组比较, 黄芪黄酮组体重明显升高, 有

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各给药组之间比较, 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表 1) 。

血糖与正常组比较, 模型组及黄芪有效部位各

组血糖均升高, 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与模型组

比较, 黄芪黄酮组血糖明显下降, 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各给药组之间无统计学意义。
表 1 黄芪不同有效部位对糖尿病模型大鼠体重、

血糖的影响 ( 珋x ±s)

组别 剂量 n 体重 /g 血糖 / mmol·L - 1

正常 - 14 320. 14 ±75. 26 6. 74 ±0. 77

模型 - 12 225. 64 ±18. 271) 28. 47 ±2. 281)

黄芪黄酮 2. 17 mL·kg - 1 13 254. 86 ±45. 781, 2) 25. 33 ±4. 251, 2)

黄芪多糖 0. 28 g·kg - 1 14 232. 64 ±29. 581) 27. 04 ±2. 901)

黄芪皂苷 1. 04 mL·kg - 1 13 249. 58 ±41. 441) 27. 44 ±4. 011)

  注 : 与正常组比较1) P < 0. 05; 与模型组比较2) P < 0. 05 , 黄芪不

同有效部位均相当于黄芪生药量 6. 3 g·kg - 1 ig 给药 30 d( 表 2 同 ) 。

3.2 血清胰岛素和脂联素 与正常组比较, 模型组

大鼠血清胰岛素、血清脂联素含量均显著降低, 有统

计学意义 ( P < 0. 05) ; 与模型组比较, 黄芪黄酮、黄

芪多糖、黄芪皂苷各组含量均升高, 黄芪黄酮组明显

升高, 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各给药组之间比

较, 黄芪黄酮组提高血清胰岛素、血清脂联素含量最

为显著, 优于黄芪皂苷组, 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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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黄芪不同有效部位对糖尿病模型大鼠血清

胰岛素、脂联素的影响 ( 珋x ±s, n = 8)

组别 剂量 胰岛素 /μg·L - 1 脂联素 / ng·L - 1

正常 - 3. 97 ±0. 39 69. 19 ±3. 47

模型 - 1. 27 ±0. 221) 41. 55 ±4. 351)

黄芪黄酮 2. 17 mL·kg - 1 1. 72 ±0. 201, 2, 5) 49. 80 ±4. 141, 2, 4, 5)

黄芪多糖 0. 28 g·kg - 1 1. 47 ±0. 251) 43. 72 ±1. 721)

黄芪皂苷 1. 04 mL·kg - 1 1. 24 ±0. 111, 3) 44. 46 ±3. 641, 3)

  注 : 与黄芪 黄酮组 比较3) P < 0. 05; 与 黄芪多 糖组 比较4) P <

0. 05; 与黄芪皂苷组比较5) P < 0. 05。

4 讨论

中药黄芪含有多种活性成分, 如黄酮类、多糖

类、皂苷类、氨基酸、微量元素等
[ 2 ]

。黄芪调节血糖,

治疗糖尿病的研究已多有报道
[ 3 ]

, 黄芪水煎液可以

降低糖尿病模型大鼠的血糖水平
[ 4 ] , 亦有报道黄芪

提取物降低糖尿病大鼠的血糖水平
[ 1]

。本文对黄芪

黄酮、多糖、皂苷三种有效部位降血糖作用进行了比

较研究。

采用链脲佐菌素( Streptozocin, STZ) 诱导糖尿病

模型, 目前认为 STZ 可能通过 NO 和( 或) 甲基化损

伤 DNA, 诱导 B 细胞凋亡, DNA 损伤使多聚 ADP核

糖聚合酶( PARP) 过度激活从而使 B 细胞能量衰竭

导致死亡, 影响胰岛素释放
[ 5 ]

。胰岛素分泌的减少,

导致血糖水平升高, 引起进一步的代谢紊乱, 从而诱

发糖尿病。

本研究结果显示, 糖尿病模型大鼠血糖水平较

正常组显著升高, 而黄芪黄酮、黄芪多糖、黄芪皂苷

在降低糖尿病模型大鼠血糖水平方面呈现了不同的

作用强度, 以黄芪黄酮效果最佳。尽管黄芪黄酮尚

未能够使血糖水平达于正常水平, 但已显示出了其

改善糖尿病血糖的作用。研究结果还显示, 糖尿病

模型大鼠血清胰岛素、脂联素水平明显降低, 黄芪黄

酮在改善血清胰岛素水平方面优于黄芪皂苷, 在改

善血清脂联素水平方面优于黄芪多糖、黄芪皂苷。

现代药理研究已经证实, 大量存在于血浆中的脂联

素通过脂肪酸氧化增加胰岛素敏感性, 改善葡萄糖

的代谢
[ 6 ]

。本研究提示黄芪黄酮通过升高血清胰岛

素水平, 增加脂联素活性, 降低血糖水平而发挥防治

糖尿病的作用, 这为临床应用黄芪黄酮防治糖尿病

提供实验依据。

目前, 临床应用黄芪组方辨证治疗消渴或糖尿

病以及黄芪多糖应用于糖尿病的研究多有报道, 而

本实验研究发现黄芪提取物黄芪黄酮通过提升血清

胰岛素、脂联素干预糖尿病方面优于黄芪多糖与黄

芪皂苷, 关于黄芪有效部位防治糖尿病的作用机制

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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