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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对高脂饮食引起大鼠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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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研究了油茶对高脂饮食引起的大鼠肝损伤的保护作用。试验中将大鼠分为空白对照组、高脂模型组、油茶低、

中和高剂量组，每组 10 只。经造模期 15 d 和给样期 32 d 后，腹主动脉采血，取肝脏。测定大鼠肝脏重量，观察肝脏组织病理；分别

测定血清中 ALT 和 AST 活力，血清和肝匀浆中 SOD、GSH-Px 活力和 MDA 水平。结果表明，与高脂模型组相比，油茶组肝脏系数

显著降低(p<0.05)；血清中 ALT 和 AST 活力显著降低(p<0.05)；血清和肝脏中 SOD 和 GSH-Px 活力显著升高，MDA 含量显著降低

(p<0.05)；肝脏组织病理显示，油茶组能够减轻肝细胞脂肪变性。由结果可知：油茶能够缓解高脂饮食大鼠肝脏肥大，增强机体抗脂

质过氧化能力，缓解肝脏脂肪变性，对肝脏损伤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其中油茶高剂量组作用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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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oil tea (OT) could protect against hepatic damage induced by a high-fat diet (HFD) in 

rats. In this experiment, 50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including the untreated control group, HFD control group, and low, 

medium, and high-dose OT groups, with 10 rats in each group. After the HFD-modeling period of 15 days and OT administration of 32 d,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abdominal aorta, and livers were harvested simultaneously. Liver weights were recorded and histopathologic 

slides were prepared and observed. The activities of alanine transaminase (ALT) and aspartate transaminase (AST) in serum, and the activiti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and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 and malondialdehyde (MDA) levels in the serum and liver were measu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HFD control group, the liver index of OT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p < 0.05), ALT and 

AST activities in serum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p<0.05), SOD and GSH-Px activities in the serum and liver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level of MD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ed (p<0.05). Hepatic histopathology indicated that OT could relieve hepatic steatosis in rats.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OT can alleviate hepatic hypertrophy, enhance the body’s anti-lipid peroxidation ability, relieve fatty degeneration of 

liver, and exert a protective effect on hepatic damage in HFD rats. In addition, the most effective group was the high-dose O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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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高脂

食物在饮食中所占比重日渐增大。饮食中胆固醇和甘

油三酯摄入过高易导致代谢综合症，引起肥胖、高脂

血症和心血管疾病[1]。而腹部肥胖、血脂异常和代谢

综合症等因素均与非酒精性脂肪肝显著相关[2]。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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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脂质代谢最活跃的器官，脂质在体内的摄取、转

运、代谢及排泄都与其紧密相关。长期较高的脂肪摄

入，容易引起机体内脂质代谢的紊乱，从而引起肝细

胞损伤，导致脂肪性肝病。因此优化饮食结构，宣扬

健康饮食习惯显得尤为重要。 
油茶（Oil Tea）是一种源自广西东北部地区瑶、

侗族人为克服高山气候潮湿和雾瘴等对人体造成伤害

而形成的特色饮食；是指将茶叶、姜、蒜和茶油等原

辅料，经过反复辗锤，加水煮沸后形成的茶饮料；含

有茶多酚、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3]，

具有驱寒暖胃和健脾除湿的功效[4]。《瑶学研究》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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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药用功能进行了记载：“融治病、强身、健体、开

胃、提神于一体，独具特色”[5]；本研究前期通过对广

西东北部人群进行调查得知，有油茶饮用习惯的人，

肥胖、高血脂和高血糖等疾病比例较低。但国内外文

献或书籍中，关于油茶的记载多限于文学创作或民族

风情调研，有关其保护肝脏的试验研究和论证匮乏。

有研究表明，富含茶多酚的茶提取物能改善肝脏代谢，

减少脂质进入肝脏，对非酒精性脂肪肝起到预防和治

疗作用[6]；6-姜酚能够预防高脂饮食引起的肝脂肪变

性和相关的代谢紊乱[7]；大蒜素和菲诺贝特联用能够

协同以更有效的减轻高脂血症引起的肝损伤[8]等。综

上可以认为，油茶原辅料中所含物质具有保护肝脏的

功能，因此初步认为油茶对肝损伤也有一定的保护作

用。 
随着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多，油茶已成为桂

东北地区人民的日常饮食。在众多打油茶的方式中，

以“恭城油茶”最为典型，“恭城油茶制作技艺”还被列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油茶作为“长寿之乡”恭城

的“长寿密码”，可认为是值得推广的健康饮品，其保

健功能值得进行试验探讨。本研究以自制恭城油茶喂

养高脂饮食的大鼠，探讨油茶对高脂饮食引起的大鼠

肝损伤的保护作用，为油茶的推广奠定基础，也为油

茶保肝护肝机制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和饲料 

健康成年 SPF级 SD雄性大鼠 50 只，体重 170±20 
g，广西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生产许可证号

SCXK（桂）2014-0002。动物于屏障环境内饲养。 
大小鼠维持饲料购买于北京科澳协力饲料有限公

司，饲料符合 GB 14924.3-2010 和 GB 13078，生产批

号：15083211。高脂饲料配方：维持饲料 78.7%、胆

固醇 1%、蛋黄粉 10%、猪油 10%、牛胆盐 0.2%和甲

基硫氧嘧啶 0.1%。 

1.2  试剂和仪器 

油茶制作材料：茶叶(市售大叶铁观音)、姜(市售

老姜)、蒜(市售蒜头)和茶油(农户自制山茶籽油)。试

剂盒：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总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和丙二醛（MDA）测定试剂盒，均购于

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Bradford 蛋白浓度测定试

剂盒，购于碧云天生物技术研究所；猪油：广西南宁

百货有限公司市售猪板油；牛胆盐（BR）、蛋黄粉（BR）

和胆固醇（AR）：源叶生物；甲基硫氧嘧啶(GR)：阿

达玛斯(上海)试剂有限公司；戊巴比妥钠（GR）：北

京中生瑞泰科技有限公司；肝素钠(效价≥140 U/mg)：
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酶标仪：Infinite M200 PRO，瑞士 TECAN；自动

生化分析仪：7600-120，日本 HITACHI；可见分光光

度计：722N，上海菁华科技仪器有限公司；高速低温

离心机：Micro CL17R，美国 Thermo；台式高速离心：

TG16G，盐城市凯特实验仪器有限公司；高通量研磨

仪：TGM-400，大连爱科仪器开发有限公司；立式高

压灭菌锅：GR60DA，致微(厦门)仪器有限公司；螺

旋推挤式颗料压制机：93KWT-11，武汉生物实验设备

厂；旋转蒸发器：RE-52，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医

用低温箱：MDF-U4186S，日本 Panasonic。 

1.3  方法 

1.3.1  油茶供试样的制作 
称取茶叶 30 g，开水泡开，2 min 后拧干备用；

老姜洗净泥沙后称取 120 g 拍碎备用；称取蒜头 50 g，
拍碎备用；称取茶籽油 15 g 备用。将茶叶、姜、蒜和

茶油放入专用铁茶锅内，将原辅料炒香后，用专用的

“7”字型木槌捣碎 10 min，再加开水没过食材，小火煮

10 min 后，将茶锅中原辅料进行过滤。重复捣碎，煮

沸三次得到三道茶，混合后得到约 600 mL 油茶。取

自制油茶 30 mL 加入 70 mL 开水后，得到低剂量油茶

样，相当含茶量为 0.015 g/mL；取 150 mL 真空旋蒸

浓缩至 100 mL 后，得到中剂量油茶样，相当含茶量

为 0.075 g/mL；取 300 mL 浓缩至 100 mL 后，得到高

剂量油茶样，相当含茶量为 0.15 g/mL。油茶灌胃剂量

由茶叶的人体推荐量 0.15g/kg bw 进行参考推算，以人

体推荐量的 5 倍为中剂量，另分别设低和高两个剂量。
 

1.3.2  高脂模型的建立和给样方式 

动物试验过程参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2 年发布的《辅助降血脂功能评价方法》进行。将

雄性 SD 大鼠 50 只给予维持饲料适应性喂养 5 d 后，

按照体重随机分成 2 组，10 只为空白对照组并给予维

持饲料，40 只为模型对照组给予高脂饲料。空白对照

组给予维持饲料，自由采食，每天记录各组摄食量，

每周称量体重 2 次，造模期 15 d。第 16 d，不禁食不

禁水，将 50 只大鼠腹腔注射 1%的戊巴比妥钠浅度麻

醉，用毛细玻璃管管于眼内眦静脉丛采血 1 mL，4 ℃、

3800 r/min 离心 10 min 以分离血清，测定血清中 TC
水平。当模型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比较，血清 TC 升

高且差异有显著性（p<0.05），判定模型成立。 
按照模型对照组血清TC水平将40只建模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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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随机分为 4 组，分别为高脂模型组和油茶低、中

和高剂量组，并进行编号。各组自第 16 d 开始每天灌

胃给予受试样品，给样体积按照 0.01 mL/g bw 进行灌

胃，如表 1 所示，饲料给予量以各组最大摄食量为参

考，各组给食量相等。受试样给予时间为 32 d，每 2 d
称量体重以调整给样体积。 

表1 SD大鼠分组与给样设计 

Table 1 Grouping and sample administration design in SD rats 

组别 大鼠数量/只 饲料 供试样品及剂量 给样体积 

空白对照组 10 维持饲料 蒸馏水 

0.01 mL/g bw 
高脂模型组 10 高脂饲料 蒸馏水 

油茶低剂量组 10 高脂饲料 油茶（0.15 g/kg bw) 

油茶中剂量组 10 高脂饲料 油茶（0.75 g/kg bw) 
油茶高剂量组 10 高脂饲料 油茶（1.50 g/kg bw) 

1.3.3  动物处理和指标测定 
给样期 32 d，试验结束时不禁食不禁水，腹腔注

射 2%的戊巴比妥钠 0.0025 mL/g 对大鼠进行麻醉，腹

主动脉采血，4 ℃、3800 r/min 离心 10 min，分离血清，

EP 管分装后-80 ℃保存，并按试剂盒操作测定血清

ALT、AST、SOD、GSH-Px 活力和 MDA 水平。 
取肝脏组织，用冰生理盐水洗净，滤纸吸干后称

重，计算肝脏系数（脏器系数=脏器湿重/体重×100）；
各组取肝脏左叶同一部位于 4%多聚甲醛中固定，制

作石蜡切片，HE 染色后，于光学显微镜下观察肝脏

组织病理；取剩余新鲜肝脏适量，以 1:9 (m/V)加入冰

生理盐水，冰浴条件下制作成 10%肝组织匀浆液，

4 ℃、4000 r/min 离心 15 min，分离上清，EP 管分装

后-80 ℃保存，并按试剂盒操作测定肝组织匀浆 SOD、

GSH-Px 活力和 MDA 水平。 
1.3.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均以平均数±标准差（⎯x±s）表示。使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One-way AVONA）作

总体差异显著性分析，组间采用 SNK 进行检验，各

组间进行两两进行比较。以 p<0.05 为差异显著，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与讨论 

2.1  油茶对高脂饮食大鼠生长情况的影响 

试验前期，各组大鼠饮食饮水正常，生长情况良

好，无明显差异。随着试验的进行，可以观察到空白

对照组大鼠毛发白亮光滑，且大鼠状态较高脂饮食各

组要活跃。高脂模型组大鼠毛色泛黄，体形较肥胖，

状态较呆滞。而油茶组随着给样剂量的上升，各组大

鼠排泄现象明显增多。这可能是由于油茶原料中，茶

叶中的咖啡碱和儿茶素具有消食利尿作用[10]，而姜具

有升阳、发表及促进体内代谢的作用[5]。 

2.2  油茶对高脂饮食大鼠体重和肝脏系数的

影响 

试验中，各组大鼠体重和肝脏系数如表 2 所示，

大鼠各组初重和终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数值变化

可以看出，高脂模型组终体重最重；油茶各剂量组能

够一定程度上减缓体重的增加，且具有剂量依赖性。

这可能与油茶能够促进大鼠代谢，增加排泄量有关。 
表2 油茶对高脂饮食大鼠体重和肝脏系数的影响（⎯x±s，n=10） 

Table 2 Effects of oil tea on body weight and liver index in HFD rats 

组别 
体重/g 

肝重/g 肝脏系数/(×10-2g/g bw) 
初 终 

空白对照组 182.48±6.37a 276.36±17.04a 7.46±1.25a 2.71±0.24a 

高脂模型组 182.36±3.55a 290.04±8.19a 10.41±0.75b 3.64±0.31b 

油茶低剂量组 182.73±5.39a 281.55±10.32a 9.93±0.87b 3.47±0.34b 

油茶中剂量组 183.10±3.47a 278.10±8.58a 9.33±0.72bc 3.36±0.26bc 
油茶高剂量组 183.66±4.75a 276.98±10.51a 8.90±0.94c 3.15±0.17c 

注：数据分析过程中，各组进行两两比较，字母不相同即为存在显著差异，p<0.05。 

脏器重量与体重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脏器系数

能够反应脏器损伤或病变。从表 2 中肝重和肝脏系数

比较分析，与空白对照组相比，高脂饮食各组肝脏重

量和系数均显著性增加；相较于高脂模型组，油茶低

剂量组对肝脏重量及系数的作用无统计学意义；油茶

中和高剂量组均能显著降低肝脏重量与系数，肝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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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降低幅度分别为 10.37%和 14.50%，肝脏系数降低

幅度分别为 7.69%和 13.46%。表明大鼠因长期高脂饮

食而导致肝脏增重，油茶对肝脏的增重有缓解效果，

并呈现剂量依赖性。 
脏器系数的偏大或偏小，能够反应脏器充血、水

肿、增生肥大和萎缩等损害。肝脏在脂质代谢中占据

中心地位，大鼠在长期高脂饮食过程中，会造成机体

的脂质代谢异常，一定程度上会表现为肝脏脂肪堆积，

增加肝重量，从而导致肝脂肪变性[11]。试验结果表明：

油茶中和高剂量组能够显著降低高脂饮食大鼠的肝脏

重量与系数，从而预防肝脏肿大，防止肝细胞脂肪变

性的损伤。 

2.3  高脂饮食大鼠血清 ALT 和 AST 活力 

表3 高脂饮食大鼠血清中ALT、AST活力（⎯x±s，n=10） 

Table 3 ALT and AST activities in the serum of HFD rats 
血清 ALT/(U/mL) AST/(U/mL) 

空白对照组 9.73±2.00a 28.87±4.53a 

高脂模型组 16.56±4.12b 44.65±8.02b 

油茶低剂量组 13.78±3.58bc 41.44±8.36b 

油茶中剂量组 10.81±2.28ac 37.45±7.86ab 

油茶高剂量组 8.43±2.59a 30.60±8.19a 

谷丙转氨酶（ALT）和谷草转氨酶（AST）是反

应肝细胞损伤和肝功能最主要的两个指标。由表 3 血

清结果分析，与空白对照组相比，高脂饮食各组大鼠

血清 ALT 和 AST 活力显著升高，说明高脂饲料的摄

入能够造成肝功能损伤。与高脂模型组相比，油茶低、

中和高剂量组均能够降低大鼠血清中的 ALT 和 AST
活力，其中油茶低剂量组对 AST 活力的降低效果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各组对 ALT 活力的降低幅度为

16.79%、34.72%和 40.09%；对 AST 活力的降低幅度

分别为 7.12%、16.13%和 31.47。油茶各剂量组比较可

知，油茶降低大鼠血清中 ALT 和 AST 活力的效果，

具有剂量依赖性。表明油茶能够抑制血清中 ALT 和

AST 活力，减轻肝细胞损伤程度。 
在机体健康的情况下，ALT 存在于肝细胞浆，AST

存在于肝细胞线粒体，在血清中的含量较低。当肝细

胞损伤时，细胞膜通透性增强，使得胞浆内的 ALT 和

AST 释放进入血液，导致血液 ALT 和 AST 升高[12]，

即可检测到血清中酶活力的增高。本研究通过测定血

清中 ALT 和 AST 酶活力结果表明，油茶能够减轻高

脂饮食大鼠的肝细胞损伤，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 

2.4   高脂饮食大鼠血清和肝匀浆 SOD、

GSH-Px 活力和 MDA 含量 

表4 高脂饮食大鼠血清SOD、GSH-Px酶活力和MDA含量（⎯x±s，n=10） 

Table 4 SOD and GSH-Px activities and MDA level in the serum of HFD rats 
分组 SOD/(U/mL) GSH-Px/(U/mL) MDA/(nmol/mL) 

空白对照组 132.09±5.50a 3047.22±556.81a 2.41±0.77a 

高脂模型组 100.57±5.78b 2288.90±607.76b 3.88±0.53b 

油茶低剂量组 124.93±6.03a 2416.19±612.78ab 3.55±0.85bc 

油茶中剂量组 128.12±11.73a 2655.51±730.44ab 3.31±0.96bc 
油茶高剂量组 133.15±10.78ac 2917.06±520.07a 3.05±0.79abc 

表5 高脂饮食大鼠肝匀浆SOD、GSH-Px活力和MDA含量（⎯x±s，n=10） 

Table 5 SOD and GSH-Px activities and MDA levels in the liver of HFD rats 
分组 SOD/(U/mg prot) GSH-Px/(U/mg prot) MDA/(nmol/mg prot) 

空白对照组 288.16±25.66a 2357.01±703.64a 0.31±0.09a 

高脂模型组 229.96±22.47b 1656.80±395.60b 0.47±0.10b 

油茶低剂量组 251.43±30.02ab 1829.84±388.90ab 0.44±0.09bc 

油茶中剂量组 267.69±33.38a 1991.70±420.83ab 0.39±0.08abc 
油茶高剂量组 290.52±31.90a 2259.67±696.49ab 0.36±0.08abc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是机体内重要的抗氧化酶，能够协同作用

以抵御机体内过多的自由基；MDA 是脂质过氧化反

应过程中自由基攻击生物膜形成的脂质过氧化物，其

含量的高低能够反映机体过氧化程度[13]。由表 4 和表

5 结果可知，与空白对照组相比，高脂模型组大鼠血

清和肝匀浆中 SOD、GSH-Px 活力显著降低，MDA
含量显著升高，说明高脂饲料不仅影响大鼠的血脂代

谢，还能引起大鼠体内的脂质过氧化反应。由表 4 分

析可知，与高脂模型组相比，油茶低、中和高剂量组

能够显著提高大鼠血清中 SOD、GSH-Px 酶活力，能

够显著降低大鼠血清中 MDA 含量。其中 SOD 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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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幅度分别为 24.22%、27.39%和 40.85%；GSH-Px
活力的增加幅度分别为 5.56%、16.02%和 27.44%；

MDA 含量的降低幅度分别为 8.51%、14.70%和

21.39%。油茶剂量组间比较可知，作用效果呈现剂量

依赖性。从表 5 分析可知，大鼠肝匀浆指标结果与血

清指标一致，因此认为油茶能够提高血清和肝匀浆中

SOD、GSH-Px 活力水平，降低其 MDA 含量，具有

抗脂质过氧化作用。 
肝细胞脂肪变性会引起线粒体功能受损，引起机

体内 MDA 含量增加[13]。肝细胞中线粒体受损导致能

量代谢障碍，以致肝细胞对脂质的代谢能力降低，造

成脂肪沉积，形成恶性循环[15]。因此长期高脂饮食引

起的机体血脂代谢异常，会导致机体氧化应激，增加

肝炎和脂肪变性的风险[16]。本研究通过分析血清和肝

匀浆中 SOD、GSH-Px 活力和 MDA 含量表明，油茶

能够抑制大鼠体内的脂质过氧化水平，缓解氧化应激

对肝细胞产生的伤害。 

2.5  大鼠肝脏形态和组织病理观察 

2.5.1  大鼠肝脏形态观察 

大鼠肝脏取材后，观察新鲜组织形态。空白对照

组大鼠肝脏偏暗红色，有光泽，边缘锐利、质地柔韧，

形态正常；高脂模型组大鼠肝脏红色较浅，可以看到

浅色颗粒状斑点，边缘较钝，柔韧度较差，切面略带

油腻感，体积偏大。油茶低、中和高剂量组大鼠肝脏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形态差别，其中油茶高剂量组与空

白对照组形态较为相似，但颜色略浅；油茶低剂量组

形态与高脂模型组接近，但浅色斑点明显较少；油茶

中剂量组形态介于低剂量和高剂量之间。 
2.5.2  大鼠肝脏组织病理观察 

肝脏组织病理切片能够直观的反应肝脏的损伤

程度。各组肝脏经固定，石蜡切片，HE 染色后，光

镜下观察，结果如图 1 所示。对切片进行病理分析可

知：正常对照(a)组大鼠肝细胞中肝小叶清晰易辨，肝

细胞呈规则多边形，核仁明显，以中央静脉为中心呈

索状排列，肝血窦结构清晰明显，结构正常，无坏死，

无炎性浸润等病变。高脂对照(b)组大鼠肝细胞存在不

同程度的脂肪变性，肝细胞肿大，细胞间分界不明显，

形状不规则，肝索紊乱呈弥散性分布，肝窦变窄或消

失，胞内可见少量大小不一的脂滴空泡，胞浆呈空泡

样，存在气球样变性，炎性细胞浸润，有轻微细胞融

合和点状坏死症状。油茶低(c)、中(d)和高(e)剂量组大

鼠通过每天灌胃不同剂量的油茶，肝细胞形态与排布

随剂量的增加逐渐趋于正常；胞内脂滴空泡随剂量的

增加而减少，细胞融合和点状坏死症状减轻甚至消失；

油茶各剂量组肝细胞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气球样变性和

炎性细胞浸润，并随着剂量的增加而减轻。油茶低剂

量组(c)形态与高脂模型组接近但细胞状态有所改善；

油茶高剂量组(e)对肝细胞的改善效果最明显，与空白

对照组相比仍然可以看出肝细胞脂肪变性和气球样变

等病理改变。 

 

 

 
图1 高脂饮食大鼠肝脏病理组织切片图HE16×40 

Fig.1 Histopathological images of liver tissues in HFD rats, HE 

16 × 40 

注：a，空白对照组；b，高脂模型组；c，油茶低剂量组；

d，油茶中剂量组；e，油茶高剂量组。 

脂肪性肝病发生时，在大鼠肝脏病理切片光镜结

构中可以看到脂肪空泡，并同时伴有一定的炎症反应

和气球样变[17]，“二重打击”学说认为：肝细胞在承受

初次“打击”造成的肝细胞脂肪变性能够启动细胞的适

应程序，而适应反应能够引发机体氧化应激和脂质过

氧化损伤，“二次打击”能够诱发肝细胞气球样变、坏

死和炎症浸润等症状[18]。试验结果表明，茶油能够改

善肝细胞的脂肪变性，改善肝细胞形态，减少肝细胞

胞浆内脂滴空泡、坏死和炎症浸润，从而减轻肝细胞

损伤，预防脂肪肝和肝炎等疾病。 

3  结论 

本研究以高脂饮食大鼠为试验对象，研究油茶对

高脂饮食引起肝损伤的保护作用。各指标测定结果表

明：油茶能够有效降低高脂饮食大鼠肝脏重量和系数，

防止肝脏肿大；能够降低血清中 ALT 和 AST 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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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肝损伤，维护肝功能正常；能够提高高脂饮食大

鼠血清和肝匀浆中 SOD、GAH-Px 活力，降低 MDA
水平，预防脂质过氧化反应对肝脏造成损伤。肝脏病

理切片结果表明：油茶能够减轻肝细胞脂肪变性，预

防脂肪肝。综上所述，油茶作为桂东北地区的特征性

饮食，对高脂饮食引起的肝损伤能够起到明显的保护

作用，能够有助于维护机体肝功能正常，其作用具有

剂量依赖性，但其作用机理还有待进一步试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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