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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是哺乳动物非常耗能的一个生理时期。雌性小型哺乳动物在哺乳期经常是能量摄入增加，并将其身体的脂肪储存降

到很低的水平，身体脂肪含量降低的生理功能尚不清楚。身体脂肪含量降低曾被认为是母体的高能量需求导致的。但通过计

算，动物从消耗的脂肪中获取的能量份额对整个能量平衡来讲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假说认为动物身体脂肪含量降低会导致一

些脂肪激素的降低（如瘦素），瘦素在哺乳期具有刺激摄食的作用。本研究利用微渗透泵技术在野生啮齿动物布氏田鼠哺乳

期的最后7天，通过施加外源瘦素以确定瘦素在哺乳高峰期的生理功能。布氏田鼠是分布在内蒙古典型草原的小型啮齿动

物，不冬眠，植食性。研究组对于布氏田鼠的生理生态学特征和适应环境的生理机理已有多年的研究，包括哺乳期的能量消

耗。 

研究结果发现，施加外源瘦素可以降低哺乳田鼠的体重和摄食量，这种效应具有剂量效应。与非繁殖田鼠个体比较，由

脂肪含量降低导致的循环瘦素水平降低，可以解释哺乳母体16%的能量过度摄入是瘦素水平降低导致的。哺乳期瘦素水平降

低，可以通过（部分）刺激下丘脑的增食类神经肽（如NPY和AgRP）和厌食类神经肽（如POMC）的变化，从而调节哺乳

期田鼠母体的高摄食量。瘦素的这种生理效应可以通过施加外源瘦素而反转。结果还发现，外源瘦素处理并没有影响动物的

每日能量消耗、泌乳量或幼崽生长，但却导致非颤抖性产热组织（褐色脂肪组织, BAT）中线粒体内膜上解偶联蛋白UCP1表

达的增加（一般在哺乳期动物BAT中UCP1的含量降低），这表明在哺乳高峰期动物身体脂肪含量降低和瘦素水平降低可能

还具有其他的生理功能。文章发表在《美国生理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上。 

本项工作是崔建国博士的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本研究是研究组与英国阿伯丁大学合作完成的，JR Speakman 实验室

提供了微渗透泵和测定动物能量消耗用的双标记水(DLW)，并协助完成血样的测试和分析工作。本研究受到国家基金委和科

技部的基金资助，受到基金委国际合作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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