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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陈蒿汤调节高脂饮食诱导大鼠脂质代谢紊乱

的作用机制
林曼婷，范应，陈少东，徐维佳，周海虹，李晶，刘益华

（厦门大学医学院中医系，厦门  361005）

摘要：目的：探讨经方茵陈蒿汤调节高脂饮食诱导大鼠脂质代谢紊乱的作用机制。方法：将18只雄性SD

大鼠随机分成正常组、模型组和茵陈蒿汤组，模型组和茵陈蒿汤组给予高脂饮食喂养10周，茵陈蒿汤组第6

周起给予茵陈蒿汤灌胃5周。10周后处死大鼠，收集标本，检测血清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胆固醇（Ch）含量，肝组织TG含量，对肝脏组织进行HE染色。

结果：茵陈蒿汤明显降低模型大鼠血清TG、LDL-C、Ch含量，增加血清HDL-C含量，显著降低肝脏TG含量，改

善肝组织脂质沉积的病理状态。结论：茵陈蒿汤能够有效的调节高脂饮食诱导的大鼠血清和肝组织脂质代谢紊

乱，其机制可能是促进HDL-C合成，减少Ch、TG、LDL-C在体内的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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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d mechanism of Yinchenhao Decoction in preventing lipid metabolic 
disturbance for rats fed on high fat d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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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otective mechanism of Yinchenhao Decoction by its modulating lipid disturbance. 

Methods: Total 18 male SD ra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and Yinchenhao Decoction group randomly. Rats 

in model and Yinchenhao Decoction group were fed with high cholesterol and high fat forage for 10 weeks to reproduce lipid 

disturbance model, in the meantime, rats in Yinchenhao Decoction group were given with Yinchenhao Decoction. All rats were 

sacrifi ced at the 10 weeks an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Serum TC, TG, LDL-C and HDL-C level were determined. Hepatic tissue 

TG contents were detected. Hepatic tissues were detected by HE staining. Results: Yinchenhao Decoction effectively reduced 

serum TC, TG, LDL-C, while increased HDL-C, signifi cantly reduced the fatty depostition and reduced the fatty degeneration in 

hepatocytes. Conclusion: Yinchenhao Decoction has good preventive and therapeutic effects on the lipid disturbance in rats based 

on increase serum HDL-C, decrease serum TC, LD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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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良的饮食习惯及生活方式容易导致脂质代谢紊

乱，从而促使脂肪肝、高脂血症等疾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1]。中

药复方因其作用途径多而具有显著调节脂质代谢紊乱的作用，

成为临床防治脂肪肝、高脂血症等脂质紊乱相关疾病的重要手

段之一[2-3]。本课题组在前期研究中已证实经方茵陈蒿汤具清

热利湿活血之效而有显著的抗脂肪肝作用[4]，但其作用方式是

否基于调节脂质代谢紊乱；确切作用机制又是如何；则有待深

入研究。为实现上述目标，笔者开展了茵陈蒿汤调节高脂饮食

诱导大鼠脂质代谢紊乱的实验研究，现报道如下。

材料 

1. 动物 SD雄性大鼠18只，体质量120g，清洁级，购自

上海西普尔必凯实验动物有限公司，合格证号：SCXK（沪） 

2007_0005。饲养于厦门大学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2. 药物及其制备 茵陈蒿汤由茵陈、大黄、栀子3味中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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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剂量配比为2:1:1。药材购自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有限公

司，由厦门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协助制备，浓度为0.6g/mL。

3. 高脂饲料制备 自配（配方：83.25%基础饲料、10%

猪油、1.5%胆固醇；0.2%脱氧胆酸钠，5%糖；0.05%丙硫氧

嘧啶）。

4. 试剂 TG测试盒（100mL/盒，货号：F001），LDL-C试

剂盒（80mL/盒，货号：F004），HDL-C试剂盒（80mL/盒，货

号：F003-1），Ch试剂盒（80mL/盒，货号：F002），脱氧胆酸钠

（批号：20080311），丙硫氧嘧啶（50mg/片，100片/瓶，批号：

20080304），均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制品研究所。

5. 仪器 DKZ-2型电热恒温振荡水槽恒温水浴、DHG -

9123A型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精宏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WK-600A高速药物粉碎机，青州市精诚机械有限公司

生产。1-15K型微量冷冻离心机、2-16K冷冻离心机，Sigma公

司制造。ULT1386-3-V39超低温冰箱（-80℃），美国Thermo 

Scientific Revco公司生产。M2多功能酶标仪，美国Molecular 

Devices公司产品。AL104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

海）有限公司产品。QT-2漩涡混合器，上海琪特分析仪器有限

公司。SP-400大容量生化培养箱，南昌新长征医疗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方法

1. 造模与给药 自造模之日起，按随机数字表，将大鼠分

为正常组、模型组与茵陈蒿汤组各6只，模型组与茵陈蒿汤组给

予高脂饲料造模，正常组给予正常饲料。第6周起茵陈蒿汤组按

1mL/100g鼠重灌药（含生药量为0.6g/mL），每天1次，共5周；正

常组、模型组给予相应量的饮用水灌胃。

2. 检测项目

2.1 血清TG、HDL-C、LDL-C、Ch含量测定 生化试剂盒

检测。

2.2 肝组织TG含量测定 肝组织匀浆制备：取200mg湿

肝，加入乙醇-丙酮（1:1）3mL，匀浆3 000r/min，10s×3次，在

有塞的试管中充分摇匀，放置过夜。翌日4℃离心（3 000r/min，

15min）后取上清液分装于1.5mL离心管中，取10μL上清液用于

TG含量测定。

2.3 肝组织HE染色 光镜下观察肝组织的脂肪变性程度。

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使用SPSS 12.0软件包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均写成x-±s形式。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Q检验。

组别

正常组

模型组

茵陈蒿汤组

肝组织TG（mg/g）

89.21±22.07

  727.00±41.38△△

232.21±54.34**

血清TG（mg/dL）

51.96±5.42

     66.67±6.46△△

   53.14±8.66**

血清LDL-C（mg/dL）

2.52±1.4

  10.64±1.3△△

   6.25±1.23**

血清HDL-C（mg/dL）

1.23±0.07

    0.65±0.08△△

 0.81±0.08* 

血清Ch（mg/dL）

1.92±0.39

  10.66±0.83△△

 6.99±0.31**

注：与正常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5，**P<0.01。

表1 各组大鼠相关指标的变化（x-±s，n=6）

结果

1. 各组大鼠肝组织HE染色病理变化  依据非酒精性脂肪

肝诊疗指南[5]，正常组大鼠肝细胞索排列正常，肝细胞形态正

常，核圆、大、居中，胞浆内无脂滴蓄积，小叶内无炎症细胞浸

润。模型组大鼠肝脏脂肪变性明显，肝细胞肿大变圆，胞浆疏

松，内含大的脂肪滴，部分细胞可见细胞核挤向胞膜，呈以大

泡性为主的脂肪变性，茵陈蒿汤组大鼠脂肪变性较模型组明显 

减轻。

2. 各组大鼠肝组织TG含量的变化 见表1。模型组较正常

组肝组织TG含量升高为（727.00±41.38）mg/g，二者比较具有显著

性统计学差异（P<0.01），表明模型组存在显著的脂肪肝病理

状态。给予茵陈蒿汤治疗后，肝组织TG含量下降，与模型组比

较，具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0.01）。

3. 各组大鼠血清TG、LDL-C、HDL-C、Ch含量的变化　见

表1。模型组大鼠血清TG、LDL-C、Ch含量与正常组相比较，均

有显著性升高（P<0.01），HDL-C显著性降低（P<0.01），表明

模型组存高脂血症、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高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血症、高胆固醇血症等脂质代谢紊乱的病理状态，

茵陈蒿汤组血清TG、LDL-C、Ch含量均较模型组显著性降低

（P<0.01），HDL-C含量较模型组显著性升高（P<0.05），表明

茵陈蒿汤具有调节脂质代谢紊乱的作用 。

讨论

由于生活习惯、饮食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脂质代谢紊

乱所造成的相关疾病，如脂肪肝、高脂血症等发病率呈逐年上

升趋势。其发病机制包括：外周脂肪组织动员增加可导致游离

脂肪酸（free fatty acids，FFA）入肝增多，增强TG合成能力[6]；

HDL-C合成及分泌减少促使LDL-C合成增加，Ch含量升高，从

而导致TG转运出肝减少[7]， 终导致脂质代谢紊乱的病理演

变。本研究结果显示，模型组大鼠血清TG、Ch、LDL-C等含量

增高、HDL-C含量降低，肝脏TG含量升高、肝组织呈现脂肪变

性改变，表明高脂饮食可诱导大鼠发生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

症及脂肪肝等脂质代谢紊乱。

中医学认为脂质代谢紊乱，多为过食肥甘、脾失健运、聚

湿化热，或七情内伤、肝失疏泄、气滞血 ，以致湿热、 血互

结而病。经方茵陈蒿汤，重用茵陈为君药，以其善能利湿清热

退黄；臣以栀子清热降火，通利三焦，引湿热自小便而出；佐以

大黄泻热逐 ，通利大便，导 热由大便而下。三药合用，二便

通利，前后分消，湿热得行， 热得下。本实验结果表明，药物



• 2430 • 中华中医药杂志(原中国医药学报)2011年10月第26卷第10期 CJTCMP , October 2011, Vol . 26, No. 10  

治疗后，大鼠肝组织TG含量和血清TG、血清LDL-C、血清Ch含

量明显降低，HDL-C含量则显著性增加，说明茵陈蒿汤可有效

改善大鼠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及脂肪肝等脂质代谢紊乱的

病理状态。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促进HDL-C合成，减少Ch、TG、

LDL-C在体内的蓄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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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红芪超滤物对急性心肌梗死大鼠SOD、

MDA、LDH1及HSP70的影响
李应东1,2，赵信科2，刘凯2

（1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兰州  730000；2甘肃中医学院西医内科教研室，兰州  730000）

摘要：目的: 探讨当归红芪超滤物对急性心肌梗死大鼠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丙二醛（MDA）、乳酸

脱氢酶同工酶（LDH1）含量和热休克蛋白（Hsp70）表达的影响, 阐明当归红芪超滤物对梗死心肌的保护作用。方

法: 结扎大鼠左前降支建立心梗模型。将60只雄性Wstiar大鼠随机分成5组，每组12只，分别为造模组（MI组）、假

手术组（SH组）、低剂量组（LD组）、中剂量组（MD组）、大剂量组（HD组），各组分别于治疗后（24h、7d）

断头处死，分别测外周血SOD、MDA、LDH1和采用RT-PCR技术检测大鼠心肌组织HSP70 mRNA的表达。结果：

与MI相比，LD组、MD组、HD组均降低了ST段抬高、MDA、LDH1水平（P<0.05，P<0.01），增强了SOD活性、

HSP70 的表达（P<0.05，P<0.01）。结论：当归红芪超滤物对急性心肌缺血大鼠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关键词：当归红芪超滤物；急性心肌梗死；热休克蛋白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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