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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苦荞壳提取物对高脂饲料诱导的大鼠脂

肪肝的预防作用，探讨其机制, 方法：雄性 S4<53@ 大鼠 +" 只，

按体质量随机分为普通饲料组、高脂模型组、苦荞壳提取物高

剂量组（", ($+ > T M>）、低剂量组（", !’+ > T M>）和力平之对照组

（", "’% > T M>）, 于实验后第 !$ NM 测 定 大 鼠 肝 脏 B:，->，

W?F 浓度和 PX?，GDY 活力，并观察大鼠肝组织病理变化,
结果：高脂模型组大鼠肝脏 B:，->，W?F 含量显著高于普通

饲料组（0 Z ", "!）；PX? 活 力 显 著 低 于 普 通 饲 料 组（0 Z
", "!）；GDY 活 力 低 于 普 通 饲 料 组，但 无 统 计 学 差 异（0 [
", "+）, 与高血脂模型组相比，苦荞壳提取物各组大鼠肝组织

B: 浓度显著降低，PX? 活力显著升高（0 Z ", "+），GDY 活力

升高，但无统计学差异（0 [ ", "+）；高剂量组 ->，W?F 浓度显

著降低（0 Z ", "+），低剂量组 ->，W?F 浓度降低，但无统计学

差异（0 [ ", "+）, 力平之组大鼠肝脏 B: 降低（0 Z ", "+），->，

W?F 含量和 PX? 活力无显著性变化（0 [ ", "+）；而 GDY 活力

显著降低（0 Z ", "+）, 结论：苦荞壳提取物可减少高脂血症

大鼠肝脏脂质沉积，降低肝脏脂质过氧化水平，提高肝脏抗氧

化能力，预防脂肪肝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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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引言

脂肪肝是肝脏最常见的疾病之一，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变，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

势, 肝脏脂肪变性可影响肝功能，使其代偿能力不

足，对缺氧、中毒等耐受性降低, 若其致病因子持续

作用，部分患者还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脂性肝炎、肝

纤维化和肝硬化甚至肝功能衰竭, 因此，积极防治脂

肪肝对阻止慢性肝病的进展和改善预后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目前，没有用于治疗脂肪肝特别有效的药

物, 而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均表明，高脂血症

是导致脂肪肝的重要致病因素之一, 苦荞壳提取物

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物质，可提高机体的抗氧化能力，

具有降低血脂的作用［!］, 因而我们用高脂饲料建立

脂肪肝模型，观察苦荞壳提取物对高脂饮食诱导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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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脂肪肝形成的影响!

!" 材料和方法

!! !" 材料" 苦荞壳提取物由北京长城制药厂制备，

芦丁含量为 "# $ % &$ 提取物! 血清总胆固醇试剂盒

（’(），甘油三酯（)$）试剂盒购自柏定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试

剂盒购自利德曼生化技术有限公司! 谷胱甘肽过氧

化物酶（./0）试剂盒购自九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脂质过氧化物（1+2）、超氧化物歧化酶（34+）试剂

为本实验室配制，黄嘌呤氧化酶购自 35$67 公司! 雄

性 859:7; 大鼠 <# 只，体质量（=<>! # ? @"! A）$，由解

放军总医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 方法" 健康雄性 859:7; 大鼠 <# 只，按体质量随

机分为 < 组，每组 @# 只! 普通饲料组，喂普通饲料!
高脂模型组，喂高脂饲料（ 主要成分为：普通饲料

>A! AB，猪油 @#! #B，蛋黄粉 @#! #B，胆固醇 @! #B和

胆酸盐 #! =B）! 苦荞壳提取物高、低剂量组，分别将

苦荞壳提取物以 #! A=< $ % &$，#! @C< $ % &$ 的剂量加

入高脂饲料! 力平之组，将力平之以 #! #C> $ % &$ 的剂

量加入高脂饲料! 所有饲料均委托北京科澳协力饲

料有限公司加工! 上述 < 组动物均连续喂养 @= D&，

每周测体质量! 喂养 @= D& 后，空腹 @C (，速眠新、氯

胺胴混和液（ 速眠新E氯胺胴E生理盐水 F @E= EG）#! G
6, % 只麻醉，取肝组织称质量，计算肝指数! 取右叶

部分肝组织冰冻匀浆测 ’(，)$，1+2 浓度和 34+、

./0 活力，以每克肝组织中的含量或活力计，另一部

分用 @## $ % , 中性甲醛固定，做石蜡切片，*H 染色，

观察肝细胞形态学变化!
统计学处理：数据用 ! " #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

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3+ 检验! 数据处理采用

3/33@#! # 统计软件包!

#" 结果

#! !" 一般情况 " 所有动物全部存活，生长良好! 模

型组大鼠腹腔肥大，脂肪组织丰富，肝体积明显较正

常对照组增大，包膜紧张，色泽黄腻，呈典型脂肪变!
苦荞壳预防组肝脏肿大程度减轻，颜色较红，接近正

常对照组!
#! #" 对肝脏脂质的影响" 苦荞壳提取物高、低剂量

组大鼠肝脏 ’( 和高剂量组的 )$ 显著低于高脂模型

组（$ I #! #@），低剂量组大鼠肝脏 )$ 低于高脂模型

组，但无统计学差异（ 表 @）! 力平之组大鼠肝脏 ’(

较高脂模型组降低（$ I #! #<），)$ 与高脂模型组无

显著性差异，表明苦荞壳提取物可显著降低高脂血症

大鼠肝脏脂质沉积!

表 @J 苦荞壳提取物对高脂血症大鼠肝脏脂质的影响

（% F @#，66KL % $，! " #）

组别 ’( )$

普通饲料 #! ##C ? #! ##@M #! #G< ? #! ##"M

高脂模型 #! #GC ? #! ##>N #! #CC ? #! ##ON

力平之对照 #! #=O ? #! ##ANP #! #<O ? #! #@=N

苦荞壳高剂量 #! #@C ? #! ##"NM #! #<< ? #! #@@NP

苦荞壳低剂量 #! #=# ? #! #@GNM #! #C@ ? #! ##CN

7$ I #! #<，N$ I #! #@ &# 普通饲料；P$ I #! #<，M$ I #! #@ &# 高脂模型!

#! $" 对大鼠肝脏抗氧化指标的影响" 苦荞壳提取物

高、低剂量组大鼠肝组织 1+2 显著低于高脂模型组

（$ I #! #<），34+ 活力显著高于高脂模型组（$ I #!
#@），./0 有增高趋势，但与高脂模型组无明显差异!
力平之组大鼠肝脏 ./0 活力显著降低（$ I #! #<），

1+2 和 34+ 与高脂模型组无明显差异（ 表 =），表明

苦荞壳提取物可显著降低高脂血症大鼠肝脏脂质过

氧化水平，提高抗氧化能力!

表 =J 苦荞壳提取物对高脂血症大鼠肝脏抗氧化指标的影响

（% F @#，! " #）

组别 1+2（Q6KL % $） 34+（Q&7: % $） ./0（Q&7: % $）

普通饲料 => ? <M =#"@ ? A>M =>" ? <#

高脂模型 "= ? ON @A@@ ? OCN =<A ? <#

力平之对照 GA ? CN @AO> ? @>@N @OC ? >ANP

苦荞壳高剂量 GC ? >NP @OCO ? C"M =>C ? <<

苦荞壳低剂量 GA ? "N @O>< ? @##M =A@ ? <C

7$ I #! #<，N$ I #! #@ &# 普通饲料；P$ I #! #<，M$ I #! #@ &# 高脂模型!

#% &" 肝脏 ’( 染色" *H 染色光镜下（图 @）显示，普

通饲料组动物肝组织形态学正常；高脂模型组大鼠肝

弥漫性脂肪变性、水肿、伴点片状坏死及炎细胞浸润

现象，大量脂滴堆积于细胞内和细胞间隙；力平之组

肝细胞弥漫性水肿，体积较正常肝细胞明显增大，肝

脂肪变性程度与模型组相比虽有改善，但效果不如苦

荞壳提取物预防组；苦荞壳提取物预防组肝结构完

整，脂肪变性肝细胞数目较模型组明显减少，仅低剂

量组有极少数肝细胞内可见脂滴，表明苦荞壳提取物

可降低高脂血症大鼠肝脏脂质沉积，预防脂肪肝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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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饲料组；"：高脂模型组；#：力平之组；$：苦荞壳提取物高剂量组；%：苦荞壳提取物低剂量组&

图 ’( 苦荞壳提取物对高脂血症大鼠肝脏细胞形态的影响

!" 讨论

脂肪肝是以肝组织中蓄积大量脂肪，肝细胞发生

显著脂肪变性为特点的一种脂肪代谢障碍性疾病&
高脂血症循环和肝脏游离脂肪酸增加，过量的游离脂

肪酸通过高表达细胞色素 )*+,- .%’，激活枯否细胞，

减弱抗氧化能力和加重脂质过氧化损伤等一系列连

锁反应导致肝实质细胞脂肪变性、坏死、炎症细胞浸

润及纤维化的发生［.］& /.0. 等氧自由基在乙醇喂养

的大鼠、高脂饲料喂养的大鼠和肥胖基因大鼠肝脏线

粒体中都显著增加［1］，表明脂质过氧化和氧化压力

是脂肪肝形成的重要原因［+ 2 ,］&
苦荞壳提取物中含有丰富的类黄酮化合物，苦荞

类黄酮可降低血脂，减少自由基的产生［3］& 有研究表

明苦荞壳提取物可清除 0.
2 ，& 0/ 等自由基［4］，抑制

5$! 生成，抑制肝脏脂质过氧化和线粒体肿胀［6］，具

有抗氧化和肝脏保护作用&
本结果显示，高脂模型组大鼠的肝脏明显脂肪

化，肝组织 #7，89 含量明显高于普通饲料组，表明模

型建立成功& 高脂模型组肝脏脂质过氧化产物 5$!
浓度显著高于普通饲料组，抗氧化酶 :0$，;)< 活力

低于普通饲料组，表明高脂模型大鼠肝脏的脂质过氧

化水平提高，氧化压力显著增加，而抗氧化能力显著

下降，氧化与抗氧化状态失衡& 苦荞壳提取物预防组

大鼠肝 组 织 #7，89 和 5$! 含 量 显 著 降 低，:0$，

;)< 活力升高，表明苦荞壳提取物不仅能抑制肝脏

脂质沉积，而且能降低肝脏脂质过氧化水平，提高肝

脏的抗氧化能力，促使机体氧化与抗氧化机制恢复平

衡，以减轻肝脏的氧化损伤，从而减轻肝脏的炎性损

伤和脂肪变性程度，因而对高脂饲料诱导的大鼠脂肪

肝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力平之即微粒化非诺贝特为

第三代苯氧芳酸药物，可降低血中 #7，89 和 =$=*#
水平，临床用于治疗高脂血症，疗效确切& 研究表明

它虽可显著降低血脂［’］，但对高脂血症大鼠的肝脏

8; 无显著影响，而且肝脏的 /.0. 清除酶 ;)< 活力

显著降低，/% 染色显示肝脏弥漫性水肿& 这表明在

保护肝组织完整性和抑制肝组织脂质沉积方面，苦荞

壳提取物比对照药力平之更具有肝脏保护作用&
另外，苦荞壳来自药食兼用的天然植物苦荞，安

全无毒副作用& 它是苦荞麦粉生产的副产品，来源方

便且能变废为宝，因而在降血脂、保护肝脏和保健品

的开发方面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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