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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黄草水提物对高脂饮食联合 STZ诱导的 

Ⅱ型糖尿病大鼠的降血糖作用 
 

胡吉蕾，郑乐愉，唐薇，徐雅馨，范茜，谢惠波 

（西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四川泸州 646000） 

摘要：研究了赶黄草水提取物对高脂饮食联合链脲佐菌素（STZ）诱导的Ⅱ型糖尿病大鼠的降血糖作用。随机选取 10 只 SD 大

鼠作为正常对照组（NC），其余大鼠经 4 w 高脂饮食喂养后，腹腔注射小剂量 STZ（35 mg/kg）建立Ⅱ型糖尿病大鼠模型。造模成功

后随机分为：模型组（MC）、二甲双胍阳性对照组（PC，500 mg/kg/d）、赶黄草水提物组（PCP，545 mg/kg/d），每组 10 只。干预 4 w

后，检测各组大鼠血糖、血脂、抗氧化水平，肝、胰 HE 染色观察组织病变。结果表明，与模型组相比，赶黄草水提物组空腹血糖（FBG）、

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分别降低 43.93%、77.05% (p<0.05)，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分别升高 80.00%、76.32%、42.75%、32.12% (p<0.05)，丙二醛（MDA）含量降低 26.89%

（p<0.01）。赶黄草水提物能显著降低Ⅱ型糖尿病大鼠血糖水平，改善胰岛素抵抗，其机制可能与其发挥抗氧化作用，减少氧化应激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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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glycemic Effects of Extracts of Penthorum chinense Pursh in High 

Fat Diet and Streptozotocin-induced Type Ⅱ Diabetic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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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ypoglycemic effect of extract of Penthorum chinense Pursh (PCP) on a high fat diet and streptozotocin (STZ)-induced 

diabetic rats was investigated. The efficacy of orally administer PCP (545 mg/kg/day) for 4 weeks were evaluated in high-fat diet and STZ 

(35mg/kg.) induced diabetic rats, and metformin (500 mg/kg/day) was used as a positive control. A range of parameters, including blood glucose 

and lipid were tested to evaluate its anti-hyperglycemic effects. Moreover,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malonaldehyde (MDA),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 and catalase (CAT)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ate their antioxidant activities.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HbAc1 

level of PCP treatment group decreased by 43.93% and 77.05%, respectively, when compared with the diabetic rat group (p<0.05). The 

activities of antioxidant enzymes including GSH-Px, SOD and CAT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y 76.32%, 42.75% and 32.12% (p<0.05), 

respectively. PCP was also found to reduce the levels of MDA (p<0.01). Meanwhile, the histology results showed the extract of PCP could 

protect against liver and pancreas damages.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extract of PCP modulated hyperglycemia in high-fat diet and 

STZ-induced diabetic rats, which might be attributed to enriching antioxidant enzymes activities. 

Key words: Penthorum chinense Pursh, hypoglycemic, insulin resistance, oxidative stress 

 

2017 年，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发布了第八版

全球糖尿病地图。新版地图显示，目前全球有 4.25 亿

糖尿病患者，预计到 2045 年，将会有近 7 亿糖尿病患

者。糖尿病已经成为严重危害全球健康的重大公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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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问题，且呈年轻化趋势。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

据统计 20~79 岁成年糖尿病患病人数高达 1.14 亿，其

中Ⅱ型糖尿病患者占 90%以上[1]。临床数据显示，糖

尿病发病后 10 年左右，将有 90%的患者至少会发生

一种并发症。目前的治疗手段不能完全治愈糖尿病，

糖尿病患者除需要终身服药外，而现有的降糖药均存

在一定的副作用以及药物耐受的问题，给患者造成一

定的心理和生理负担[2]。因此，寻找安全有效的天然

降血糖活性成分是目前防治糖尿病的发展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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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黄草又名扯根菜，是道地出产于中国西部赤水

河流域的一种天然草本植物，始载于明代朱肃《救荒

本草》。在四川古蔺作为茶饮或蔬菜食用已经有上百年

的历史，并致力于将其申报为新食品资源，赶黄草公

告草案目前正在公示中。赶黄即赶走黄疸，赶黄草因

其在民间用于治疗黄疸型肝炎有独特的疗效而得名。

目前国内对其保肝护肝功效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表

明赶黄草对大鼠酒精性脂肪肝及非酒精性脂肪肝有明

显的防治作用，其总黄酮提取物能显著抑制酒精性肝

纤维化的形成，作用机制可能与赶黄草的抗氧化和抑

制炎性因子作用有关[3]。将赶黄草作为主要原料进行

复配，发现复方赶黄草对胆汁淤积性肝损伤具有保护

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是与调节肝脏中与胆汁酸排泄

及外排外源性化学物质相关基因的表达有关[4]。本课

题组前期对赶黄草是否具有慢性肾脏毒性进行了研

究，经过 12 w 连续干预后发现赶黄草对大鼠肾脏的形

态结构和功能无明显损伤。近期亦有研究表明赶黄草

总黄酮能够改善肾病综合征模型大鼠肾脏对蛋白的滤

过，对肾病综合征大鼠肾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5]。

中医认为糖尿病是由于人体阴液、阴津亏损等原因造

成，随着病程发展，会伤及胃和肾等脏器，尤其是肾，

并根据前期对赶黄草民间食用情况的调查，提出了赶

黄草水提物可能存在一定的降血糖活性的假设，为此

进行了以下研究。 

建立与人类Ⅱ型糖尿病发病和病程相似的动物

模型是糖尿病研究的重要前提[6]。目前最常见的自发

性Ⅱ型糖尿病动物模型，即 Zucker 大鼠，其发病与人

类相似，但病程主要由遗传因素决定[7]。肥胖是Ⅱ型

糖尿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长期高糖高脂饮食喂

养引起大鼠糖脂代谢紊乱，导致血糖升高，产生高胰

岛素血症、胰岛素抵抗[8]。STZ 对胰岛 β 细胞具有高

度选择性毒性作用[9]，经高糖高脂饮食联合小剂量

STZ 诱导的Ⅱ型糖尿病大鼠模型，其疾病发生、代谢

特征和病程发展与人类相似，可以有效地应用于Ⅱ型

糖尿病的相关研究。本实验通过高脂饮食喂养联合链

脲佐菌素（STZ）诱导建立Ⅱ型糖尿病大鼠模型，通

过一定剂量的赶黄草水提物干预 4 w，观察糖尿病模

型大鼠血糖及相关代谢指标的变化，探讨赶黄草水提

物对糖尿病大鼠血糖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提出假

设，为赶黄草的深入研究及在食品、保健食品中的开

发利用提供线索。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与饲料 

45 只 8 周龄雄性 SD 大鼠，SPF 级，体质量

（160±10）g：成都达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许

可证号 SCXK（川）2015-030，使用许可证号 SYXK

（川）2018-65。动物房温度（23±2） ℃，湿度（60±5）%，

换气良好，明暗交替 12 h。 

高糖高脂饲料（%）：基础饲料 67，蔗糖 20，猪

油 10，胆固醇 2，胆酸钠 1；成都达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1.2  试剂与仪器 

赶黄草，四川古蔺宏安药业有限公司；链脲佐菌

素（STZ，批号 S0130），美国 Sigma 公司；盐酸二甲

双胍片（格华止，国药准字 H20023370），中美上海施

贵宝制药有限公司；柠檬酸、柠檬酸钠，北京索莱宝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糖化血红蛋白、胰岛素 Elisa 试剂

盒，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其它生化试剂盒均

购于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血糖仪、血糖试纸，德国罗氏公司；5428R、5811R

高速冷冻离心机，德国 Eppendorf 公司；Speed Mill 

PLUS 自动匀浆机，德国耶拿分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Versa Max 酶标仪，美国 Molecular Devices 公司；FE20 

pH 计，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LRH-150

生化培养箱，上海齐欣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赶黄草水提物的制备 

取赶黄草 1 kg，第一次加入 10 倍量的水，浸泡 1 

h，大火煮沸，小火保持微沸 2 h，过滤留滤渣。第二

次和第三次加入 8 倍量的水，每次 2 h。合并三次滤液，

浓缩至 1 g/mL，置于 4 ℃冰箱中保存待用。 

1.3.2  糖尿病大鼠模型制备 

45 只雄性 SD 大鼠适应性喂养 1 w 后，按体重随

机分成正常组（10 只）和模型组（35 只）。正常组饲

喂普通饲料，模型组饲喂高塘高脂饲料。连续喂养 4 w

后，禁食不禁水过夜，模型组用 0.1 M 柠檬酸-柠檬酸

钠缓冲液（pH=4.21）以 1%的浓度溶解 STZ，按空腹

体重以 35 mg/kg 剂量腹腔注射相应剂量的 STZ；对照

组腹腔注射等量的柠檬酸-柠檬酸钠缓冲液。72 h 后，

尾静脉采血连续 3 次测空腹血糖（FBG），有 2 次及以

上 FBG>11.1 mmol/L且有明显的“三多一少”症状即视

为造模成功。 

1.3.3  分组及处理 

剔除造模失败的大鼠，将造模成功的糖尿病模型

大鼠（30 只）随机分为模型组、阳性对照组和赶黄草

水提物组，每组 10 只。阳性对照组给予二甲双胍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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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kg∙d)，赶黄草水提物组给予赶黄草水提物 545 

mg/(kg∙d) [相当于生草 4.20 g/(kg∙d)]，对照组和模型组

给予等体积的蒸馏水。每天同一时间进行灌胃，记录

24 h 食物摄入量。由于糖尿病大鼠多尿多饮，保持充

足的饮水并每天更换垫料。每周测定一次空腹血糖和

空腹体重，连续 4 w。 

1.3.4  空腹血糖与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OGTT） 

每周最后一天，禁食不禁水过夜，尾尖采血测定

FBG。处死前一天行 OGTT，空腹 12 h，各组大鼠按

2 g/kg 剂量灌胃 50%葡萄糖溶液，分别测定在给予葡

萄糖溶液后第 0、30、60、90、120 min 的血糖水平。 

1.3.5  样本采集与处理 

干预 2 w 后，各组大鼠空腹 12 h，尾静脉采血 1 

mL，常温下静置 2 h 后 3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血

清检测糖化血清蛋白。4 w 实验结束后，各组大鼠禁

食不禁水 12 h，10%水合氯醛按 0.35 mL/100 g 剂量腹

腔注射麻醉，腹主动脉采血。取出肝脏、胰，经冰冷

的 0.9%生理盐水清洗后用滤纸吸干，称重。截取同一

部位的肝、胰用 10%福尔马林溶液固定，石蜡包埋，

切片，HE 染色，光镜下观察组织病变情况。 

1.3.6  胰岛素水平测定 

全血于室温下放置两小时，3000 r/min 离心 15 

min，取上清液进行检测。使用大鼠胰岛素（INS）酶

联免疫试剂盒，酶标仪检测 450 nm 处吸光度值，根

据标准曲线得出血清 INS 浓度，并计算胰岛素抵抗指

数（HOMA-IR）。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

以 x±s 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组间两

两比较采用 LSD 法。p<0.05 表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与讨论 

2.1  一般情况 

整个实验期间，正常对照组饮食、饮水及活动行

为正常。糖尿病大鼠造模成功后，体重明显减轻，出

现“三多一少”症状，精神萎靡、皮毛粗糙、活动减少，

反应较正常对照组迟钝。经干预后，阳性对照组、赶

黄草水提物组糖尿病症状得到缓解，一般状况有改善。 

2.2  口服葡糖糖耐量试验（OGTT）结果 

 

图 1 口服糖耐量测定结果 

Fig.1 The results of OGTT 

如图 1 所示，正常组、模型组 FBG 分别为 4.80 

mmol/L、22.38 mmol/L，阳性对照组、赶黄草水提物

组 FBG 分别为 16.75 mmol/L、18.70 mmol/L，显著高

于正常组（p<0.05）。给予葡萄糖溶液后，各组大鼠血

糖均显著上升，在第 30 min 时，各组大鼠的血糖值达

到峰值，阳性对照组血糖浓度峰值为 29.15 mmol/L，

赶黄草水提物组为 31.30 mmol/L，显著低于模型组血

糖峰值 38.80 mmol/L（p<0.05）。阳性对照组、赶黄草

水提物组血糖水平在第 30 min 以后开始下降，模型组

维持峰值至第60 min，第60 min以后血糖值开始下降，

第 120 min 时仍高于赶黄草水提物组。OGTT 结果表

明，各组糖尿病大鼠的空腹糖耐量明显受损，糖尿病

大鼠经赶黄草水提物干预 4 w 后，糖耐量水平可得到

明显改善。 

2.3  赶黄草水提物对Ⅱ型糖尿病大鼠空腹血

糖的影响 

表 1 赶黄草水提物对Ⅱ型糖尿病大鼠空腹血糖的影响(mmol/L) 

Table 1 Effect of the extracts from PCP on fasting blood glucose in type 2 diabetic rats (mmol/L) 

分组 
干预周数/w 

0 1 2 3 4 

正常对照组 4.66±1.95 3.94±0.98 5.40±1.12 5.33±1.61 4.20±0.96 

糖尿病模型组 16.96±3.88** 17.92±3.31** 19.77±2.18** 22.60±2.56** 23.72±1.82** 

阳性对照组 17.08±4.02** 17.28±2.25** 18.59±1.96** 16.73±1.89**## 14.91±0.97**## 

赶黄草水提物 17.90±3.73** 17.42±3.51** 19.14±3.07** 17.29±2.23**## 16.48±1.94**## 

注：*与正常组比较 p<0.05；**与正常组比较 p<0.01；#与正常组比较 p<0.05；##与正常组比较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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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以看出，各组糖尿病大鼠的空腹血糖均

显著高于正常组（p<0.01）。干预前 2 w，各组糖尿病

大鼠空腹血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 3 w 后，阳性

对照组、赶黄草水提物组血糖值较模型组降低

25.97%、23.50%（p<0.01）；干预结束后，与模型组相

比，阳性对照组、赶黄草提取物空腹血糖分别降低了

37.14%、30.52%。可能造模成功后短时间内糖尿病大

鼠血糖水平尚未达到稳定，加上食物相对于药物显效

较慢，因此短期干预效果不明显。 

2.4  赶黄草水提物对Ⅱ型糖尿病大鼠糖化血

清蛋白、糖化血红蛋白的影响 

表 2 赶黄草水提物对Ⅱ型糖尿病大鼠糖化血清蛋白、糖化血红

蛋白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the extracts from PCP on GSP and HbA1c in 

type 2 diabetic rats 

分组 GSP/(mmol/L) HbA1c/(mg/L) 

正常对照 1.15±0.06 0.33±0.11 

模型组 2.02±0.20** 4.27±1.28** 

阳性对照 1.82±0.27** 1.65±0.46*## 

赶黄草水提物组 1.97±0.59** 0.98±0.27**## 

由表 2 可知，干预 2 周后，各组糖尿病大鼠糖化

血清蛋白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与模型

组相比，阳性对照组、赶黄草水提物组糖化血清蛋白

分别下降 9.90%、2.48%。干预 4 周后，阳性对照组、

赶黄草水提物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显著低于模型组

（p<0.05）；赶黄草水提物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与阳性

对照组相当，且较阳性对照组下降 40.61%。糖化血红

蛋白可有效地反映糖尿病患者过去 1~2 个月内血糖控

制的情况，血清蛋白合成速度较血红蛋白快，可反映

近 1~2 周平均血糖浓度，在反映控制血糖效果上比糖

化血红蛋白出现早[10]。因此，结合血清中糖化血清蛋

白与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可监测机体短期和长期的血糖

水平[11]。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第 2 w 结束时，各组糖

尿病大鼠糖化血清蛋白水平差异不显著，而在干预第

4 w 结束后，赶黄草水提物组空腹血糖水平和糖化血

红蛋白水平较模型组显著降低，与空腹血糖水平变化

趋势一致。结果提示经长期赶黄草水提物干预可以有

效改善糖尿病大鼠的血糖水平。 

2.5  赶黄草水提物对Ⅱ型糖尿病大鼠胰岛素

水平的影响 

表 3 赶黄草水提物对Ⅱ型糖尿病大鼠胰岛素水平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the extracts from PCP on INS in type 2 

diabetic rats 

分组 INS/(mIU/L) HOMA-IR 

正常对照 5.77±0.59 1.13±0.25 

模型组 8.43±0.83** 8.70±1.24**## 

阳性对照 6.62±0.43*## 4.92±0.96**## 

赶黄草水提物组 7.10±0.59**## 5.48±1.63**## 

由表 3 可知，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各组糖尿病大

鼠空腹血清胰岛素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1），与模型组相比，赶黄草水提物组胰岛素水

平降低了 15.78%（p<0.01）。模型组 HOMA-IR 显著

高于阳性对照组和赶黄草水提物组；赶黄草水提物降

低空腹血清胰岛素抵抗水平效果与阳性对照组相近

（p>0.05），但仍未恢复到正常组水平（p<0.01）。胰

岛素抵抗是Ⅱ型糖尿病早期的典型症状，由于胰岛素

抵抗，机体将分泌更多的胰岛素以维持血糖平衡，造

成高胰岛素血症，导致机体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胰

岛素在体内富集而不用于降低血糖[12]，因此临床上许

多糖尿病人早期可能出现餐后血糖极高，空腹血糖正

常甚至低血糖的症状。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赶黄草水

提物干预后，赶黄草水提物可显著改善Ⅱ型糖尿病大

鼠胰岛素抵抗，提高胰岛素对葡萄糖的吸收、利用率。 

2.6  赶黄草水提物对Ⅱ型糖尿病大鼠血脂的影响 

 

表 4 赶黄草水提物对Ⅱ型糖尿病大鼠血脂的影响(mmol/L) 

Table 4 Effect of the extracts from PCP on blood lipid in type 2 diabetic rats (mmol/L) 

分组 TG TC LDL-C HDL-C 

正常对照 0.20±0.07 0.49±0.21 0.68±0.12 1.45±0.17 

模型组 1.94±0.54** 24.67±2.81** 1.28±0.28** 0.40±0.07** 

阳性对照 1.54±0.23** 17.09±3.82**# 0.99±0.13** 1.38±0.26**## 

赶黄草水提物组 1.71±0.38** 18.15±6.45** 1.19±0.22** 0.72±0.20**# 

由表 4 可知，各组糖尿病大鼠的血脂水平显著高

于正常对照组（p<0.01）；与模型组相比，赶黄草水提

物组 HDL-C 较模型组升高 80.00%（p<0.05），TG、

TC 水平分别下降了 11.86%、26.43%，这与肖丽萍等
[3]的研究结果相似，赶黄草能显著改善酒精性脂肪肝

和非酒精性脂肪肝大鼠的血清 TG 水平，其中非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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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脂肪肝大鼠经赶黄草中剂量干预后，血清 HDL-C

水平显著升高。血脂异常通常与Ⅱ型糖尿病密切相关
[13-15]，本研究表明赶黄草水提物可改善糖尿病大鼠的

血脂水平，尤其是提高 HDL-C 含量。HDL-C 可以促

进 TC 和 TG 从外周组织转运到肝脏，以便在循环过

程中分解代谢。 

2.7  赶黄草水提物对Ⅱ型糖尿病大鼠血清抗

氧化水平的影响 

表 5 赶黄草水提物对Ⅱ型糖尿病大鼠血清抗氧化水平的影响 

Table 5 Effect of the extracts from PCP on serum antioxidant activities in type 2 diabetic rats 

分组 CAT/(U/mL) GSH-Px/(U/mL) SOD/(U/mL) MDA/(nmol/mL) 

正常对照 5.98±1.05 3.09±0.65 220.95±5.77 2.46±0.64 

模型组 3.30±0.58** 0.76±0.30** 84.95±9.81** 5.17±1.06** 

阳性对照 5.20±0.94## 1.29±0.18**## 123.74±11.39**## 3.06±1.27## 

赶黄草水提物组 4.36±0.70**# 1.34±0.24**## 121.27±8.13**## 3.78±1.36*## 

表 6 赶黄草水提物对Ⅱ型糖尿病大鼠肝脏抗氧化酶及 MDA水平的影响 

Table 6 Effect of the extracts from PCP on liver antioxidant enzymes activities and MDA in type 2 diabetic rats 

分组 CAT/(U/mg) GSH-Px/(U/mg) SOD/(U/mg) MDA/(nmol/mg) 

正常对照 91.43±11.09 291.61±5.45 645.02±17.34 4.45±0.96 

模型组 37.87±9.70** 186.61±16.93 142.08±14.52** 19.37±4.63** 

阳性对照 56.84±10.74**## 236.59±5.08## 565.18±35.41**## 9.61±0.95**## 

赶黄草水提物组 45.08±6.91** 219.89±22.00## 313.61±34.07**## 11.53±2.68**## 

从表 5 可以看出，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的血清

抗氧化酶 CAT、GSH-Px、SOD 水平显著降低，MDA

含量升高（p<0.01）。与模型组相比，赶黄草水提物组

血清 CAT、GSH-Px、SOD 活性分别提高 32.12%、

76.32%、42.75%（p<0.05），MDA 含量降低 26.89%

（p<0.01）。与刘中飞等[16]研究结果相似，赶黄草水提

浓缩液通过提高血清中 SOD 的活性，降低血清中

MDA 含量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清除自由基能力发挥

抗衰老作用。机体长期处于过度的氧化应激水平会导

致机体糖脂代谢异常，持续性高血糖也会导致体内氧

化应激增加，加速糖尿病病程发展。因此，抑制或减

少氧化应激可能是对预防糖尿病或延迟其并发症具有

重要意义[17,18]。结果表明，赶黄草水提物可显著提高

机体抗氧化酶 CAT、GSH-Px、SOD 活力，并降低 MDA

含量。 

2.8  赶黄草水提物对Ⅱ型糖尿病大鼠肝脏抗

氧化酶及 MDA 水平的影响 

从表 6 可以看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糖尿病模

型组肝 CAT、SOD、GSH-Px 活性显著降低，MDA 含

量升高（p<0.01）。黄酮类化合物是赶黄草的重要组成

成分，能清除生物体内自由基，具有抗氧化作用。杨

彦哲等[19]发现赶黄草总黄酮能升高疲劳小鼠肝组织

中 SOD 水平，降低 MDA 含量，具有明显的缓解体力

疲劳作用，其机制可能与促进 PGC-1α 蛋白表达和抗

氧化作用有关，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相似。经干预后，

与模型组相比，赶黄草水提物组肝 GSH-Px、SOD 活

性明显增强，MDA 含量下降（p<0.01）；阳性对照组

肝 CAT 活性较模型组升高 50.09%（p<0.01），赶黄草

水提物组肝 CAT 活性较模型组升高 19.04%。 

2.9  肝、胰组织病理切片形态学观察 

解剖后，肉眼可见正常组肝脏组织色鲜红，质韧

富有弹性。模型组肝脏肿大，颜色泛白，质地呈泥沙

状病变。经过二甲双胍和赶黄草水提物干预后，两组

大鼠肝脏颜色微黄，质稍韧。显微镜下观察肝脏组织

HE 染色病理切片，病变情况如图 2 所示。正常组肝

细胞形态正常，肝窦结构完整，未见明显病理变化。

模型组所有肝细胞发生空泡变性、脂肪变性；肝窦内

可见炎细胞浸润；多个肝细胞呈多发性小灶状坏死。

赶黄草水提物组肝细胞部分发生脂肪变性，偶见局部

肝窦内少量炎细胞浸润，未见肝细胞灶状坏死。结果

表明，给予赶黄草水提物组干预后病变程度较模型组

明显减轻。 

显微镜下观察胰腺组织病变情况如图 3 所示，正

常组胰腺组织薄层纤维组织被膜完整，胰岛内各类细

胞形态正常，腺泡上皮细胞呈单层紧密排列，未见明

显病理变化。模型组全部发生胰岛细胞变性坏死，部

分胰岛毛细血管扩张充血，偶见少量上皮细胞变性坏

死。赶黄草水提物组虽均可见胰岛细胞变性坏死，但

程度较模型组轻微，偶见少量腺泡上皮细胞变性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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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胰岛毛细血管扩张充血。胰岛 β细胞是分泌胰岛

素的唯一场所，位于胰腺中央，因此胰腺组织的状态

对于胰岛素的分泌尤其重要[20]。病理切片结果显示，

各组糖尿病大鼠胰腺组织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赶黄

草水提物对糖尿病大鼠胰岛细胞变性坏死、腺泡细胞

变性坏死、毛细血管充血症状有明显改善，提示赶黄

草水提物可能具有修复胰腺损伤，改善胰岛 β细胞功

能，可能与提高机体抗氧化酶的活性抑制氧化应激有

关。 

  

  

图 2 显微镜下各组大鼠肝脏病变组织学变化（HE染色，×400） 

Fig.2 Histological changes of liver in rats under microscope（HE 

staining，×400） 

注：a、b、c、d 分别为正常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赶

黄草水提物组。↑表示肝细胞脂肪变性，↖表示肝细胞空泡变性，

←表示肝细胞灶状坏死。 

  

  

图 3 显微镜下各组大鼠胰腺病变组织学变化（HE染色，×400） 

Fig.3 Histological changes of pancreas in rats under microscope 

(HE staining, ×400) 

注：a、b、c、d 分别为正常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赶

黄草水提物组。↗表示胰岛细胞变性坏死，↖表示毛细血管扩

张充血。 

3  结论 

Ⅱ型糖尿病通过胰岛素治疗和口服降糖药可取得

直接的降血糖效果，但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往往容易出

现低血糖、肝脏受损、乳酸中毒等副作用[21]，因此通

过天然、无毒的植物化学物改善糖尿病症状具有重要

意义。仇菊等[9]发现葡萄籽多酚、王芳等[22]发现葡萄

籽原花青素提取物、Chen C 等[23]发现桑葚多糖提取物

通过改善糖尿病动物模型机体抗氧化系统的功能，清

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修复组织损伤发挥降血糖

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赶黄草水提物对高脂饮食联

合小剂量 STZ 诱导的Ⅱ型糖尿病模型大鼠血清和肝

脏抗氧化酶活性显著提高、MDA 含量显著降低，具

有明显的降血糖作用，可能与其抗氧化功效有关，通

过抑制氧化应激改善糖脂代谢紊乱、减轻胰腺组织损

伤、提高糖耐量水平、降低空腹血糖。目前对于赶黄

草的研究多集中在保肝护肾作用及其机制方面，赶黄

草降血糖作用的相关研究甚少。对于赶黄草降血糖作

用的研究，有助于其在食药两用产品开发中得到更广

泛的应用，但其发挥降血糖作用的有效成分、分子生

物机制和信号通路还需要更深层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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