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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菜总黄酮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的降血糖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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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利用超声波辅助乙醇提取法提取，AB-8 大孔吸附树脂纯化的东风菜总黄酮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降血糖、降血

脂及抗氧化作用。将小鼠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二甲双胍组及东风菜总黄酮 50 mg/kg、100 mg/kg、200 mg/kg 剂量组，连续 4 周

灌胃给药，记录其进水量、进食量及体重的变化，末次给药后尾静脉取血测定血糖、糖耐量、血脂指标；分离肝组织测定抗氧化指标。

试验结果表明：东风菜总黄酮能降低小鼠空腹血糖值（Glu），改善糖耐量，并有效缓解其“三多一少”症状，其中 200 mg/kg 剂量组降

糖效果与阳性组作用效果相当；能有效调节其血清中 TC、TG、LDL-C、HDL-C 浓度，其中最佳试验组较模型组的 HDL-C 值提高了

44.55%，TG 降低了 18.71%，TC 值降低了 27.38%，LDL-C 值降低了 24.81%，表现出良好的降血脂作用；能降低其肝组织中 MDA

的含量，提高 GSH-Px、CAT、SOD 的含量，增强其抗氧化能力，其中最佳试验组较模型组的 MDA 值降低 18.79%，GSH-Px 值提高

了 41.02%，SOD 值提高了 15.40%，CAT 值提高了 47.84%，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作用机制可能与其提高小鼠抗氧化能力、改善

血脂代谢紊乱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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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Doellingeria scaber total flavonoids on the hypoglycemia, blood lipid and oxidation in diabetic mice were 

investigated. Alloxan-iduced diabetic mice were fed with Doellingeria scaber total flavonoids, flavonoids and polysaccharide at the dose of 50 

mg/kg, 100 mg/kg, 200 mg/kg, respectively, for 4 weeks. The amount of water, food intake and body weight changes were record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flavonoids can reduce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Glu), improve the glucose tolerance, and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a little" 

sanduo symptoms. The total flavonoids can also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serum TC, TG, LDL- C, HDL-C concentrations. As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the HDL - C valu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creased by 44.6%, while the TG, TC and LDL-C values were reduced by 18.7% , 

27.4% and 24.8%,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the total flavonoids can reduce the content of MDA in liver tissue, increase the content of gsh-px 

and CAT, SOD, enhance its antioxidant capacity. These effects may be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antioxidant capacity and improved lipid 

metabolism in diabetic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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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糖尿病人群已居世界糖尿病大国之首
[1]，2010 年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表明：中国成人的患病

率为 11.6%
[2]。胰岛素分泌不足、胰岛素释放延迟和 

收稿日期：2018-05-28 

基金项目：校内青年基金项目（20180413） 

作者简介：张立秋（1977-），男，讲师，研究方向：植物资源 

通讯作者：沈明浩（1963-），男，教授，研究方向：食品毒理与安全，胚

胎毒理 

周围组织胰岛素作用损害都是造成糖尿病的原因。研

究表明糖尿病与先天遗传、自身营养代谢异常、外界

环境、暴饮暴食和病毒感染等有关[3]。当前，市场上

最为常见的治疗糖尿病的传统药物-胰岛素及其类似

物制剂仍主要为注射剂，这种注射给药方式，不仅病

人受罪并且易产生药物依赖[4]。因此对降血糖药物的

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从天然药物尤其是中药中

寻找降血糖的有效成分是一条重要途径。近年来，从



现代食品科技 Moder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 Vol.34, No.9 

20 

中药植物中发现的天然降血糖活性成分主要包括多糖

类、皂苷类、生物碱类、黄酮类、萜类及多肽和氨基

酸类等。 

东风菜(Doellingeria scaber (Thunb.) Nees)，别名

大耳毛、盘龙草、山白菜、猫滑尖、毛铧尖等，为菊

科草本植物，有地下茎[5]。黄酮类物质是一种多酚代

谢物。其分子的结构类型是以 C6-C3-C6 为碳链构成

一类化合物[6]，其分子量相对较小。根据数据表明，

全球目前已经成功得到 4000 种左右的这类物质[7]。绿

色植物也通过自身的光合作用将百分之二左右的碳转

化为黄酮类物质[8]。黄酮化合物通常状态下呈黄色或

淡黄色结晶粉末，少数为非结晶无定形粉末[9]，难溶

于水，易溶于有机溶剂。黄酮类化合物有广泛的生理

活性而且毒性小。研究表明：黄酮类物质可以够抗自

由基，预防癌症，促使肿瘤细胞凋亡等作用[10]。在预

防糖尿病和肾病方面也表现出良好的效果[11]。在抗

菌、抗病毒[12]、提高免疫[13]、护肝和降脂等方面均有

良好的治疗效果。因此，药食同源植物中分离纯度高、

活性强的黄酮类化合物在医疗保健方面有重要作用。 

目前绿色天然食物倍受人们所青睐，像东风菜这

种富含多种功效成分及营养物质的野生资源无疑会成

为研究的热点。我国吉林地区东风菜资源丰富，东风

菜既是爽口的野菜[14]又能提高免疫力，使人健康长

寿，而且有清热解毒、祛风止痛的功效。用于治疗蛇

毒、肠炎、伤寒、咽喉炎、关节炎，外用治创伤[15]。

众多研究表明绿色植物中的黄酮、皂苷和多糖都具有

降低血糖，抗氧化，调节血脂，提高免疫的作用。所

以我们推测东风菜中的黄酮类物质也具有降血糖血脂

和抗氧化作用。由此设想入手，本文对东风菜中总黄

酮进行提取优化，并对其降血糖、降血脂及抗氧化作

用研究，以期能为东风菜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一定科

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野生东风菜，采自长春科技学院学院种植园；昆

明种小白鼠（SCXK-（吉）2003-0001），吉林大学实

验动物中心提供；羧甲基纤维素钠（食品级），上海析

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芦丁对照品（质量分数≥98%），

天津一方科技有限公司；无水乙醇、碳酸钠、亚硝酸

钠、硝酸铝、乙酸乙酯均为分析纯，生产厂家北京化

工；AB-8 大孔吸附树脂购自东鸿化工有限公司；低密

度脂蛋白（LDL-C）测试盒、BCA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

盒、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试剂盒、丙二醛（MDA）

试剂盒、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试剂盒、甘

油三酯(TG)测试盒、过氧化氢酶（CAT）试剂盒、高

密度脂蛋白（HDL-C）测试盒、葡萄糖（Glu）检测

试剂盒均购自天根生物科技。 

1.2  仪器与设备 

AUY-220 电子天平，岛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索

氏提取器，实验室组装；KQ-250B 型超声波清洗器，

东京理化器械株式会社；RE52-ASDFGHJ98 型旋转蒸

发仪，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公司；SP-722E 型可见分光

光度计，上海光谱仪器有限公司；水流抽气机

A-1000S，日本 EYELA；恒流泵，广州沪瑞明仪器公

司；WD-2102 型自动酶标仪，北京市六一仪器厂；

GL-20G-Ⅱ高速冷冻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1.3  方法 

1.3.1  东风菜总黄酮样品的制备 

1.3.1.1  东风菜总黄酮的提取 

将采摘后的东风菜进行自然风干，去其根部，用

超微粉碎机将其粉碎成粉，过 40 目筛。精确称取一定

量东风菜干燥粉末用滤纸包好，放入回流装置中，用

一定量的石油醚进行回流脱脂。将脱脂后的东风菜干

粉放在烧杯中，加入一定浓度的乙醇溶液数毫升，用

玻璃棒搅拌均匀，用保鲜膜封住烧杯口，放入超声清

洗机中，调节提取温度、功率和时间进行超声提取。

提取结束后，分离滤渣和滤液，在滤渣中继续加入同

样浓度的乙醇溶液重复操作，合并提取液，进行抽滤

去除废渣，收集提取液。向滤液中加入一定量的活性

炭粉末进行脱色，离心除去活性炭，将滤液进行旋蒸，

用浓度为 80%的乙醇溶液溶出进行醇沉，4 ℃保存过

夜。然后用体积比为 1:1 的正丁醇水饱和溶液进行萃

取，操作两次，将萃取液旋蒸至浸膏状，冷冻干燥制

得东风菜总黄酮粗品。 

1.3.1.2  东风菜总黄酮的纯化 

将按照 1.3.1.1 提取的东风菜总黄酮，参照敬思群
[16]的昆仑雪菊总黄酮最优纯化的条件，采用 AB-8 大

孔吸附树脂纯化提取出来的东风菜总黄酮，纯化条件

为：上样液浓度 1.04 mg/mL、pH=4、上样流速 3 BV/h，

用 5 BV 的 70%乙醇以 2 BV/h 流速洗脱。纯化后计总

黄酮的含量（p），公式如下。 

100
m

(%)p 
XVN

 

式中：X 为反应样品质量浓度（mg/mL）；V 为反应体系

的体积（mL）；N 为定容的体积与反应样液之比；m 为总黄酮

质量（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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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东风菜总黄酮对四氧嘧啶小鼠降血糖血

脂及抗氧化作用研究 

1.3.2.1  糖尿病小鼠模型动物分组及造模 

取 18~22 g 的健康雌性昆明小鼠 60 只，将小鼠放

入动物室内喂饲基础饲料，饲养环境：温度控制在

18 ℃~22 ℃、湿度控制在 51%~61%、合理照明。期

间小鼠自由摄食饮水，观察 7 d。采用随机法将实验动

物分成 6 组，分别为二甲双胍组、空白组、模型组、

总黄酮溶液低、中、高剂量组，每组 10 只，禁食 24 h，

模型组一次性腹腔注射四氧嘧啶 200 mg/kg
[17]，正常

组给予生理盐水。72 h 后，眼眶后静脉丛取血，分离

血清，测小鼠空腹血糖值，取血糖值≥11.1 mmol/L 的

作为糖尿病模型。阳性对照组按照小鼠的体重灌胃剂

量为 25 mg/kg 的二甲双胍溶液，空白组和模型组用蒸

馏水进行灌胃，总黄酮组按高、中、低灌胃剂量分别

为 200 mg/kg、100 mg/kg、50 mg/kg，根据小鼠的体

重灌胃体积都为 0.1 mL/10 g，一日一次，每天记录小

鼠的饮水量、进食量及体重变化，试验周期为 28 d。 

1.3.2.2  组织样品的制备 

血清液制备：试验小鼠在最后一次灌胃结束后，

断食 1 d。试验开始前称量小鼠体重并记录，对每只小

鼠进行尾静脉取血测定空腹血糖值，根据小鼠体重灌

胃葡萄糖，灌胃剂量为 2.0 g/kg bw，测定灌胃后 0、

30、120 min 的血糖值。操作结束后用镊子摘取眼球

采血入离心管，3500 r/min 4 ℃离心 10 min，吸取上

层血清，存放 4 ℃冰箱中临时保存待检测。 

肝组织液制备：立即解剖小鼠，快速取出肝组织

0.2~1.0 g，放入匀浆器进行匀浆，添加 9 倍质量的预

冷的生理盐水稀释十倍的组织匀浆液（10%），同理分

别制 1%和 0.25%的组织匀浆液备用。 

1.4  数据分析 

动物试验所有试验数据均采用 PASW Statistics18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x±s 表示；显著性分析为单向

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东风菜总黄酮纯化结果 

采用 AB-8 吸附树脂纯化后的东风菜总黄酮含量

达到 50.59%。 

2.2  东风菜总黄酮对糖尿病小鼠的降血糖作

用研究 

2.2.1  东风菜总黄酮对糖尿病小鼠空腹血糖值

影响 

造模前及给药28 d后小鼠空腹血糖值测定值见表

1。和空白组比较，注射四氧嘧啶后，试验动物的血糖

显著升高，表明造模成功。与模型对照组相比，东风

菜总黄酮各剂量组及阳性二甲双胍对照组均能降低糖

尿病小鼠的血糖值，其中阳性二甲双胍对照组、东风

菜总黄酮低试验结果达差异显著水平，东风菜总黄酮

高、中剂量组达差异极显著水平。说明东风菜总黄酮

对糖尿病模型小鼠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而且这种降

糖作用以高剂量效果最佳。 

表 1 东风菜总黄酮对糖尿病小鼠空腹血糖值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the components of Doellingeria scaber on fasting blood glucose in four alloxan diabetic mice(x±s, n=10) 

组别 组别剂量/(mg/kg·bw) 试验前血糖/(mmol/L) 试验后血糖/(mmol/L) 

空白对照组 / 4.80±0.538 5.95±1.278 

模型对照组 / 22.4±4.236a 22.68±2.194 

二甲双胍对照组 25 21.5±3.215a 6.61±1.369d 

总黄酮低剂量组 50 21.1±2.381a 20.56±2.878f 

总黄酮中剂量组 100 21.7±4.225a 14.52±1.461ec 

总黄酮高剂量组 200 23.1±3.234a 8.98±1.79 d 

注：a.与空白对照组相比，p<0.01；b.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p<0.05；c.与模型对照组相比，p<0.05；d.与模型对照组相比 p<0.01；e.

与二甲双胍组相比 p<0.05；f.与二甲双胍组相比 p<0.01。 

2.2.2  东风菜总黄酮对糖尿病小鼠糖耐量影响 

东风菜总黄酮对小鼠糖耐量试验结果见表 2。试

验结果显示，所有的试验动物灌胃葡萄糖 30 min 后血

糖值都达到最高水平。空白对照组血糖值随后开始逐

渐恢复，120 min 时恢复到正常血糖范围，而模型对

照组小鼠血糖值一直偏高，出现出糖耐受量下降的现

象，表明造模成功。 

阳性对照组、东风菜总黄酮各量组小鼠血糖值在

30 min 时达到最高水平，但随后逐渐降低，120 min

时恢复到接受糖负荷前水平。与模型组小鼠血糖值相

比二甲双胍组、东风菜总黄酮中、高剂量组达差异极

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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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东风菜总黄酮对糖尿病小鼠糖耐量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functional components of Doellingeria scaber on glucose tolerance in four diabetic mice (x±s, n=10) 

组别 0/min 30/min 120/min 

空白对照组 4.2±0.55 6.56±1.01 3.24±0.61 

模型对照组 28.05±1.35 a 27.61±1.13 a 26.01±0.86 a 

二甲双胍对照组 15.69±2.54 ad 28.5±1.96 a 17.15±1.09 ad 

总黄酮低剂量组 20.02±1.32 a 25.02±2.28 a 22.48±1.65 a 

总黄酮中剂量组 18.83±1.71 ac 27.58±1.23 a 18.79±1.10 ad 

总黄酮高剂量组 17.17±1.03 ad 23.44±1.61 a 17.98±1.37 ad 

注：同表 1。 

2.2.3  东风菜总黄酮对糖尿病小鼠体重影响 

表 3 表明，在注射四氧嘧啶造模后，经过每天对

小鼠的观察及称量，可以明显的发现建模后的小鼠和

正常小鼠相比体重日益减小，进食量、饮水量也随之

增加，排尿量加大，垫料每天换两次，小鼠皮毛明显

变松且灰暗无光泽，表现出明显的“三多一少”症状。

而在给药 28 d 结束后，各剂量小鼠体重虽有所增加，

但与正常对照组相比仍然具有明显的不同。把各试验

组小鼠的体重和模型对比较，总黄酮高剂量组小鼠体

重差异显著，体重回升较为明显。 

表 3 东风菜总黄酮对糖尿病小鼠体重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the components of Doellingeria scaber on the weight of four alloxan diabetic mice 

组别 剂量/(mg/kg·bw) 建模前 建模后 给药 28 d 后 

空白对照组 / 21.18±1.08 25.99±2.16 34.96±3.01 a 

模型对照组 / 21.37±2.45 18.69±1.46 a 20.76±2.51 a 

二甲双胍对照组 25 21.22±1.22 19.05±1.09 a 22.70±1.95 a 

总黄酮低剂量组 50 21.53±2.17 18.76±1.62 a 24.23±2.83 a 

总黄酮中剂量组 100 20.60±0.31 18.04±1.28 a 23.19±1.86 a 

总黄酮高剂量组 200 21.16±1.95 20.45±2.02 a 25.09±3.20 a 

注：同表 1。 

2.2.4  东风菜总黄酮对糖尿病小鼠每日进食量

影响 

 
图 1 东风菜总黄酮对糖尿病小鼠每日进食量影响 

Fig.1 Effects of Doellingeria scaber on daily intake of four 

alloxan diabetic mice 

东风菜总黄酮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进食量影响

结果见图 1。结果表明，糖尿病小鼠日进食量明显加

大，在喂养期间，糖尿病模型小鼠一直呈现多食的情

况，且表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给予东风菜总黄酮后，

各剂量组小鼠日进食量随着给药时间的延长有逐渐减

少的趋势，各组效果差异不大。 

2.2.5  东风菜总黄酮对糖尿病小鼠每日饮水量

影响 

 
图 2 东风菜在总黄酮对糖尿病实验动物每日饮水量影响 

Fig.2 Effects of Doellingeria scaber on the daily water 

consumption of four alloxan diabetic mice 

由图 2 可知，糖尿病小鼠的每日进水量明显变大，

其中模型对照组试验动物的每日进水最多并且持续增

加，阳性对照组及东风菜总黄酮各剂量组小鼠的日饮

水量低于模型对照组，随着给药时间的延长，东风菜

总黄酮各剂量组小鼠的日饮水量呈降低的趋势，其中

东风菜总黄酮高剂量组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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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东风菜总黄酮对糖尿病小鼠降血脂作用

研究 

东风菜总黄酮对糖尿病小鼠降血脂作用测定见表

4。与正常对照组小鼠相比较，糖尿病模型组小鼠 TG、

TC 和 LDL-C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HDL-C

含量明显降低，表明建模成功。给予二甲双胍后，TG、

TC和LDL-C均有显著降低(p<0.05或p<0.01)，HDL-C

含量明显升高，表现出良好的治疗效果。与模型组 TC

值相比，总黄酮中、高剂量组表现为差异极显著，总

黄酮低剂量组差异性显著；与模型组 TG 值相比，总

黄酮高剂量组表现为差异极显著；与模型组 HDL-C

值相比，东风菜总黄酮高剂量组差异显著，东风菜总

黄酮低、中剂量组差异极显著；与模型组 LDL-C 值相

比东风菜总黄酮各试验组 LDL-C 值均表现出显著性

差异(p<0.05 或 p<0.01)。 

其中最佳试验组较模型组的 TC 值降低了

27.38%，TG降低了 18.71%，HDL-C值提高了 44.55%，

LDL-C 值降低了 24.81%。 

表 4 东风菜总黄酮对糖尿病小鼠血清中 TC、TG、HDL-C 和 LDL-C 含量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Doellingeria scaber on serum levels of TC, TG, HDL-C and LDL-C in four alloxan diabetic mice 

组别 TC/(mmol/L) TG/(mmol/L) HDL-C/(mmol/L) LDL-C/(mmol/L) 

空白对照组 2.46±0.21d 1.23±0.14c 1.49±0.17c 1.61±0.20d 

模型对照组 4.2±0.58a 1.55±0.15b 1.10±0.22 a 2.58±0.28 a 

二甲双胍组 2.53±0.53d 1.27±0.16 1.56±0.18d 1.87±0.47d 

总黄酮低剂量组 3.60±0.65c a 1.53±0.34b 1.48±0.32d 1.99±0.23d 

总黄酮中剂量组 3.21±0.29db 1.29±0.36 1.57±0.18d 1.96±0.34d 

总黄酮高剂量组 3.05±0.43d 1.26±0.14c 1.59±0.42c 1.94±0.20d 

注：同表 1。 

2.4  东风菜总黄酮对糖尿病小鼠抗氧化作用

研究 

东风菜总黄酮对糖尿病试验动物肝组织中 MDA

含量、SOD 活力测定结果见表 5。由表所示，与空白

对照组相比较，模型组小鼠肝组织中 MDA 的含量明

显升高，SOD 的活性明显下降，都表现为极显著性差

异。与模型对照组 MDA 值相比东风菜总黄酮中、低

剂量组表现出差异显著水平。 

与模型组 SOD 值相比，二甲双胍组差异极显著，

东风菜总黄酮各剂量组 SOD 活性差异显著。其中最

佳试验组较模型组的 MDA 值降低 18.79%，SOD 值提

高了 15.40%。 

表 5 东风菜总黄酮小鼠肝脏中 MDA 含量、SOD 活力的作用 

Table 5 Effects of Doellingeria scaber on MDA content and SOD activity in liver of four alloxan diabetic mice 

组别 剂量/(mg/kg·bw) MDA/(nmol/mg prot) SOD/(U/L) 

空白对照组 / 5.76±0.65 99.69±8.61 

模型对照组 / 8.94±2.31a 77.97±6.18 b 

二甲双胍对照组 25 7.29±1.08bc 110.30±8.04d 

总黄酮低剂量组 50 7.31±1.1 8bc 88.02±14.67cf 

总黄酮中剂量组 100 7.26±1.03bc 89.98±11.45ce 

总黄酮高剂量组 200 7.91±1.53 a 86.01±9.49cf 

注：同表 1。 

东风菜总黄酮对糖尿病小鼠肝脏 CAT 活力、

GSH-Px 活力测定结果见表 6。由表所示，与空白对照

组相比较，模型组小鼠 CAT、GSH-Px 值都明显的降

低，表现出极显著的差异性。与模型组 CAT 值相比，

东风菜总黄高剂量组差异极显著，二甲双胍对照组、

东风菜总黄酮中、低剂量组差异显著。 

与模型组 GSH-Px 值相比，阳性二甲双胍对照组、

东风菜总黄酮中剂量组差异极显著。其中最佳试验组

较模型组的 CAT 值提高了 47.84%，GSH-Px 值提高了

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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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东风菜总黄酮中小鼠肝脏 GSH-Px 含量、CAT 活力的作用 

Table 6 Effects of Doellingeria scaber on GSH-Px content and CAT activity in liver of four alloxan diabetic mice 

组别 剂量/(mg/kg·bw) GSH-Px/(U/mg prot) CAT/(U/g prot) 

空白对照组 / 238.28±36.88 55.87±2.05 

模型对照组 / 173.12±23.51a 33.32±11.97 a 

二甲双胍对照组 25 288.5±43.76 d 45.69±10.91c 

总黄酮低剂量组 50 206.91±35.79b 44.79±5.54c 

总黄酮中剂量组 100 244.15±36.73d 45.56±9.63c 

总黄酮高剂量组 200 198.48±39.36b 49.26±11.92d 

注：同表 1。 

3  讨论 

近年来糖尿病备受人们关注。很多糖尿病患者临

床表现为代谢紊乱，体内血糖血脂水平及氧化应激的

异常改变，胰岛素抵抗降低，使糖尿病患者饱受煎熬
[18~20]。本实验通过对小鼠腹腔注射四氧嘧啶构建糖尿

病模型，从东风菜中提取总黄酮对小鼠进行灌胃，检

测其降血糖作用。在以东风菜总黄酮为试验组对糖尿

病小鼠降血糖试验中，东风菜总黄酮能降低其空腹血

糖值（Glu），改善糖耐量，并有效缓解其“三多一少”

症状，其中总黄酮高剂量组降糖效果与阳性组作用效

果相当。 

糖尿病是因为人体的胰岛素不足引起血糖值升高

的疾病，胰岛素不仅调节着血糖的浓度变化，还同样

是脂肪和蛋白质代谢的主要控制因素[21]。糖尿病患者

往往伴随着高血脂症状的困扰[22]。通过对比研究东风

菜总黄酮对尿病小鼠的降血脂作用的影响，试验结果

显示东风菜总黄酮能够降低试验性糖尿病小鼠血清

TC、TG 和 HDL-C 的浓度，提高低密度脂蛋白 LDL-C

的浓度，表明东风菜总黄酮有良好的降血脂作用，能

够有效的调节血脂代谢，进而实现其降血糖作用。 

有研究表明，“氧化应激”是糖尿病的主要原因之

一，人们可以增强机体抗氧化能力缓解糖尿病带来的

痛苦[23]。丙二醛（MDA）是机体受到氧化自由基攻击

时形成的脂质环内过氧化物，其对细胞具有很大的毒

性[24]。测试丙二醛的量可以反映机体的氧化程度，进

而间接地反映出细胞的损伤情况[25]。通过对比研究东

风菜总黄酮对尿病小鼠的抗氧化作用的影响，该试验

结果显示东风菜总黄酮各剂量组能不同程度的减小糖

尿病小鼠肝组织中 MDA 的浓度，其中总黄酮中高剂

量组作用效果最佳。表明东风菜总黄酮可以减少脂质

过氧化物 MDA 的形成，增强机体的抗氧化能力。 

肝脏是人体的代谢器官，代谢过程中有很多酶的

参与。GSH-Px、SOD、CAT 使肌体内防御系统酶类，

能够清除机体内的氧化自由基，保持机体氧化代谢的

平衡[26]。因此本试验糖尿病小鼠肝组织内以上三种酶

进行检测，通过对比研究东风菜总黄酮对尿病小鼠的

抗氧化作用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东风菜总黄酮能

提高小鼠体内三种酶的含量在试验过程中发现个别实

验组中剂量组作用效果优于高剂量组，分析原因可能

是灌胃浓度过高时对机体产生了毒副作用，作用效果

反而下降。 

4  结论 

东风菜总黄酮降糖降脂抗氧化试验表明，东风菜

总黄酮能够明显降低糖尿病小鼠空腹血糖值（Glu），

增加糖耐量，有效调节其血清中TC、TG、LDL-C和

HDL-C 浓度，降低其肝组织中 MDA 的含量，提高

GSH-Px、CAT、SOD 的活力，缓解“三多一少”症

状，表明东风菜总黄酮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具有良

好的降糖降脂及抗氧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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