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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食对ＳＰＦ级ＳＤ大鼠血液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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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药研究所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新疆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４９；

２．新疆维吾尔医方剂学实验室，新疆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４９）

　　摘　要：目的　探讨禁食对大鼠血生化、血细胞、电解质及凝血指标的影响。方法　选择４０只ＳＰＦ级ＳＤ大鼠，适应性饲养

９０ｄ，第９１天禁食、不禁食条件下，检测血液中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碱性磷酸酶（ＡＬＰ）、肌

酸激酶（ＣＫ）、总蛋白（ＴＰ）、清蛋白（ＡＬＢ）、总胆固醇（ＴＣＨＯ）、三酰甘油（ＴＧ），葡萄糖（ＧＬＵ）、肌酐（Ｃｒｅａ）、总胆红素（ＴＢＩＬ）、尿

素氮（ＢＵＮ）、红细胞计数（ＲＢＣ）及其分类、白细胞计数（ＷＢＣ）及其分类、血小板计数（ＰＬＴ）、钾离子浓度（Ｋ＋）、钠离子浓度

（Ｎａ＋）、氯离子浓度（Ｃｌ－）、凝血酶原时间（ＰＴ）进行测定。结果　禁食组雄性ＴＧ、ＣＨＯ降低，ＴＢＩＬ、ＴＰ、ＡＬＢ、ＷＢＣ、Ｎａ＋升高（犘

＜０．０１，犘＜０．０５）；禁食组雌性ＴＧ、ＭＣＨＣ降低，ＴＢＩＬ、ＡＬＢ、Ｎａ＋升高（犘＜０．０１，犘＜０．０５）。结论　禁食对ＳＰＦ级ＳＤ大鼠血液

指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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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０３年８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药研究所药物

安全性评价中心动物实验室通过国家动管会及自治区科技厅

ＳＰＦ级认证，并取得了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经过多年的积累，

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实验动物饲养环境，一定素质的动物实验

科研队伍。目前，主要服务于本地区维吾尔药物的临床前安全

性评价研究。本文主要阐述禁食应激条件下ＳＰＦ级ＳＤ大鼠

血液指标变化，为规范我区实验操作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　ＳＰＦ级ＳＤ大鼠（６～８周龄）４０只，雌雄各

半，体质量１８０～２２０ｇ，由新疆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实验动物生

产许可证：ＳＣＸＫ（新）２０１１０００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

厅颁发。

１．２　饲养条件与环境　ＳＰＦ级ＳＤ大鼠饲养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维吾尔医药研究所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屏障环境动物实

验室，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ＳＹＸＫ（新）２０１１～０００６，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厅颁发，温度（℃）：２０～２６，相对湿度（％）：

４０～７０，噪声（ｄＢ）≤６０，照度（ｌｘ）≥２００，昼夜明暗交替时间：１２

ｈ／１２ｈ。

１．３　饲料、垫料及饮用水　饲料是北京科澳协力饲料有限公

司生产的ＳＰＦ鼠繁殖饲料，紫外消毒后使用；垫料是新疆实验

动物中心提供的木屑垫料，饮用水来自纯化水，后二者均经过

高温高压灭菌后使用。

１．４　检测仪器与试剂　ＰＭ４０００／３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购于意

大利罗马，ＢＣ３００全血细胞分析仪购于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ＨＫ２００３电解质分析仪购于郑州市汇科电子有

限公司，ＳＺＺ血凝分析仪购于深圳市鹏瑞佳电子有限公司，

ＴＧＬ１６Ｇ冷冻离心机购于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血生化学、血

细胞、电解质及凝血酶原时间试剂盒均购自中生北控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血液指标检测　将ＳＰＦ级ＳＤ大鼠，按性别、体质量随机

分为两组，分别为：禁食组、不禁食组，每组２０只，雌雄各半，在

本所安评中心屏障环境下适应性饲养９０ｄ。第９１天，禁食组：

大鼠禁食不禁水１２ｈ，不禁食组：大鼠自由饮食、饮水１２ｈ。动

物用乙醚麻醉，腹主动脉采血，ＴＧＬ１６Ｇ离心机分离血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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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ＰＭ４０００／３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以连续监测法测定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ＡＬＴ）、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碱性磷酸酶

（ＡＬＰ）、肌酸激酶（ＣＫ）；双缩脲法测定总蛋白（ＴＰ）；溴甲酚绿

法测定清蛋白（ＡＬＢ）；酶比色法测定总胆固醇（ＴＣＨＯ）、三酰

甘油（ＴＧ），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血糖（ＧＬＵ）；苦味酸法测定肌

酐（Ｃｒｅａ）；重氮法测定总胆红素（ＴＢＩＬ）；酶两点动力法测定尿

素氮（ＢＵＮ）。ＢＣ３００全血细胞分析仪，以电阻抗法测定红细

胞计数（ＲＢＣ）及其分类、白细胞计数（ＷＢＣ）及其分类、血小板

计数（ＰＬＴ）。ＨＫ２００３电解质分析仪，以电位法测定血清钾离

子浓度（Ｋ＋）、钠离子浓度（Ｎａ＋）、氯离子浓度（Ｃｌ－）。ＳＺＺ血

凝分析仪，以光学法测定凝血酶原时间（ＰＴ）。

１．６　统计学处理　采用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统计

学教研室研制的ＰＥＭＳ３．１医学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以狓±狊表示，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血液生化指标变化　见表１。

２．２　血液细胞指标变化　见表２。

２．２　血凝、电解质指标变化　见表３。

表１　　ＳＤ大鼠饲养９０天后禁食、不禁食情况下血液生化比较（狓±狊，狀＝１０）

指标
禁食

雄性 雌性

不禁食

雄性 雌性

ＡＳＴ（Ｕ／Ｌ） １２８．４０±３０．４６ ９９．３０±１５．８７ １２２．００±３８．６２ ８１．３０±１８．８９

ＡＬＴ（Ｕ／Ｌ） ６２．４０±１１．９７ ５４．４０±８．４２ ５５．８０±１４．４５ ６０．７０±１２．４８

ＡＬＰ（Ｕ／Ｌ） １６６．２０±３６．８３ ８５．５０±２５．８９ ２３９．４０±７２．２５ １０８．４０±２６．６２

ＧＬＵ（ｍｍｏｌ／Ｌ） １０．４３±１．１１ １０．２２±０．７８ １０．５１±１．４７６８ １０．２２±０．９６

ＣＫ（Ｕ／Ｌ） ５１８．８０±２２７．７２ ２４９．４０±１０８．６７ ４９２．２０±３３１．０６ ３３５．９０±１５６．００

ＴＢＩ（ｍｇ／Ｌ） ５．１１±１．２７ ５．４８±０．５３ ４．１０±０．６１ ４．３３±０．７０

Ｃｒｅ（μｍｏｌ／Ｌ） ８３．２５±１１．０１ ８２．７６±８．１６ ８８．７２±５．６８ ９２．１８±４．９８

ＢＵＮ（ｇ／Ｌ） ８．０９±１．５７ １０．５８±１．９４ ６．３６±０．９７ ３．７８±０．６９

ＴＧ（Ｕ／Ｌ） ０．８９±０．２６ ０．５３±０．０５ １．８７±０．８４ ０．７２±０．１７

ＣＨＯ（ｍｍｏｌ／Ｌ） １．３２±０．１６ １．６６±０．５２ １．７０±０．３９ １．３６±０．１９

ＴＰ（ｇ／Ｌ） ６０．３０±２．９８ ７０．１０±４．０６ ５５．７０±２．００ ６８．３０±３．３３

ＡＬＢ（ｇ／／Ｌ） ３７．００±１．２４ ４２．７０±２．３１ ２８．５０±０．５２ ３９．６０±２．１１

　　：犘＜０．０５，：犘＜０．０１，与不禁食组比较。

表２　　ＳＤ大鼠饲养９０天后禁食、不禁食情况下血液细胞比较（狓±狊，狀＝１０）

指标
禁食

雄性 雌性

不禁食

雄性 雌性

ＲＢＣ（１０１２／Ｌ） ７．８９±０．７９ ７．８４±０．４６ ８．１２±０．４０ ７．６５±０．４９

ＨＧＢ（ｇ／Ｌ） １４９．４０±１６．２２ １５１．８０±５．２０ １５１．７０±４．３７ １５２．４０±１０．３６

ＨＣＴ（％） ４１．８５±４．６８ ４２．９６±１．２０ ３８．４３±１２．７６ ４２．０９±２．７７

ＭＣＶ（ｆＬ） ５３．０４±１．７９ ５５．５６±１．５１ ５２．３５±１．９６ ５５．０６±１．５８

ＭＣＨ（ｐｇ） １８．８８±０．６５ １９．５７±０．６４ １８．６５±０．５８ １９．８６±０．６９

ＭＣＨＣ（ｇ／Ｌ） ３５６．９０±８．９７ ３５２．９０±５．７４ ３５７．２０±５．５５ ３６１．６０±７．１３

ＷＢＣ（１０９／Ｌ） １０．９７±１．９１ ５．２０±１．３１ ７．８１±０．９９ ５．０３±１．４１

ＬＹＭ（％） ６５．００±０．６１ ６５．２９±０．３７ ６４．８６±１．８５ ６５．２１±１．３８

ＭＩＤ（％） ７．３０±０．３６ ７．４５±０．４０ ７．７８±１．１８ ７．２２±１．０４

ＧＲＡ（％） ２７．７０±０．７１ ２７．２６±０．２２ ２７．３６±２．３３ ２７．５７±１．２８

ＰＬＴ（１０９／Ｌ） １０８２．２０±１２９．２１ １０１７．３０±１１８．９８ １１３９．１０±１３０．１６ ９４８．８０±１４７．３７

　　：犘＜０．０５，：犘＜０．０１，与不禁食组比较。

表３　　ＳＤ大鼠饲养９０天后禁食、不禁食情况下血凝、电解质比较（狓±狊，狀＝１０）

指标
禁食

雄性 雌性

不禁食

雄性 雌性

ＰＴ（ｓ） １３．２６±１．２５ １３．２４±１．１５ １３．１０±１．６５ １２．５４±１．３５

Ｋ＋（ｍｍｏｌ／Ｌ） ４．０９±０．２７ ３．７２±０．２６ ３．９７±０．３４ ３．６０±０．１８

Ｎａ＋（ｍｍｏｌ／Ｌ） １４０．４０±１．５２ １４２．７３±１．３５ １３３．７６±０．９０ １３７．５６±１．０３

ＣＬ－（ｍｍｏｌ／Ｌ） １０４．５７±１．７１ １０８．５７±１．４７ １０３．２３±１１．１３ １０３．１８±０．９２

　　：犘＜０．０５，：犘＜０．０１，与不禁食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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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与不禁食组比较，禁食组大鼠雌雄性血清ＴＧ降低，雄性

ＣＨＯ降低，可能是由于食物缺乏，能量供应不足，机体为维持

基本生命活动，引起脂肪动员来满足机体的需要，这与文献报

道一致［１６］。禁食组雌雄性ＴＢＩＬ升高，临床上除了溶血、肝胆

疾患可影响血清胆红素浓度外，某些肝外因素也可影响血清胆

红素的测定结果如：绝食、剧烈运动，乙醇、雌激素、妊娠、月经

等。因此，作者认为，禁食可能引起了ＴＢＩＬ的升高
［２，５］。

禁食组雌雄性大鼠ＡＬＢ升高、雄性ＴＰ升高；不禁食组雌

雄性大鼠 ＡＬＢ升高、雄性 ＴＰ降低，有临床意义
［５６］。分析

ＡＬＢ临床意义时，需注意的是低 ＡＬＢ血症对肝病不具特异

性，因为其水平降低除由于合成障碍外，这可能因为：（１）进入

血管外池，体内的４０％ＡＬＢ分布于血管内，６０％分布于各器官

组织和组织液中（血管外池），如果各种病因使血管内 ＡＬＢ进

入血管外池，可致血清内水平降低；（２）氨基酸（尤其是色氨酸）

是合成蛋白质的原料，如供应不足，如摄入减少或吸收障碍，清

蛋白合成减少４０％～５０％；（３）感染、发热、肿瘤等时，清蛋白

分解加速；（４）异常途径丢失。经过结合血液数据和大鼠解剖

肉眼观察情况，作者认为，不禁食组大鼠血清 ＡＬＢ降低，可能

是大鼠某些脏器（子宫、睾丸等）出现水肿有关。

禁食组雌雄性ＢＵＮ升高、雄性 ＡＳＴ升高，雄性 ＡＬＰ降

低、雌性Ｃｒｅ降低，可能是两组动物血液指标测试前质控值存

在系统误差，导致血液指标的差异，因此没有病理意义，但这方

面需要深入地探讨。禁食组雌雄性 Ｎａ＋均升高，雌性 ＭＣＨＣ

降低，但仍在正常范围内。禁食组雄性 ＷＢＣ升高，通过经验

认为，可能是大鼠某些脏器炎症感染有关。

禁食与否对ＳＰＦ级ＳＤ大鼠部分血液生化、血象、电解质

指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样品测试前的质控值的差异也

对部分血液指标有影响。因此，无论在药效学或毒理学研究

中［７１２］，对采血前实验动物的禁食、禁食时间，质控值波动范围

应进行统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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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羧基端第６个序列的 Ｇｌｙ为 Ａｓｐ所替代，胶原样结构被中

断，从而不能形成具有完整功能的 ＭＢＬ蛋白，使得 ＭＢＬ不能

有效地抵抗各种细菌及病毒的感染和侵蚀。本研究尚未发现

甘肃地区汉族 ＭＢＬ基因第５２、５７位密码子存在基因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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