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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乳糖制备亚急性衰老动物模型的可行性 (综述)

赵 　鹏 　杨玉英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防疫站 　(530021)

近年来各国学者在抗衰老的研究中 ,相继提出了 200 余种衰老学说 ,其中著名的学说有遗传学说、自由基

学说、神经内分泌学说、交联学说、代谢学说、中医脾肾学说等。在进行衰老研究时 ,通常需要依据某一公认的

衰老学说 ,造成最接近临床衰老症状的动物模型 ,以用于抗衰老药物的筛选和研究。因此 ,建立成功的衰老动

物模型 ,对于揭示衰老机制和研究抗衰老药物作用机理有着十分重要意义。

目前 ,国内外学者设计衰老动物模型大致是依据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 ,设计符合中

医临床衰老症状的动物模型。二是根据现代衰老学说而设计的衰老动物模型 ,如根据衰老的自由基理论而设

计的 O3 损伤衰老模型 ;以衰老的免疫学说而设计的去胸腺衰老模型 ;以衰老的代谢学说为指导 ,采用大剂量

的 D - 半乳糖所致的亚急性衰老模型 ;此外还可以直接采用老龄动物作自然衰老模型和选用 SAM - P1 系小

鼠快速衰老模型等。〔1〕本文就应用大剂量 D - 半乳糖致亚急性衰老动物模型的研究与应用进行简单综述。

1 　亚急性衰老模型的原理 　衰老的代谢学说认为 ,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本质 ,也是生命活动的基础 ,衰老是机

体代谢性障碍的结果。糖代谢在三大物质代谢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糖代谢紊乱必然会引起心、肝、肾、脑等

重要器官代谢异常 ,最终出现衰老。因此 ,在一定时间内 ,连续给动物注射大剂量的 D - 半乳糖 ,使机体细胞

内半乳糖浓度增高 ,在醛糖还原酶的催化下 ,还原成半乳糖醇 ,这种物质不能被细胞进一步代谢、而堆积在细

胞内 ,影响正常渗透压 ,导致细胞肿胀、功能障碍、代谢紊乳 ,最终导致衰老的发生。〔1〕

2 　亚急性衰老模型的研究与应用 　Christopher 等人在 1979 年首先提出了半乳糖性白内障发生机理 ,是新陈

代谢异常在晶体方面产生的病理变化。随后 ,国内学者利用大剂量 D - 半乳糖造成动物的糖代谢障碍 ,进而

影响蛋白质代谢和脂类代谢 ,致使动物不仅出现老年性白内障 ,而且还出现晶体病变以外的其它组织、细胞一

系列退行性变化 ,也符合人类自然衰老时所出现的症状。〔1〕八十年代中后期 ,郝丽敏〔2〕、徐敝本〔3〕、宓鹤鸣〔4〕、

顾以芍〔5〕、胡若琪〔6〕、廖伟〔7〕、张熙〔8〕等应用大、小鼠成功建立了 D - 半乳糖诱发的亚急性衰老模型 ,并探讨

了其发病机理。进入九十年代后 , D - 半乳糖致亚急性衰老模型的研究、应用更是日盛。光盘检索显示 ,从

1991 年至 1997 年国内共有 51 篇文献报道了 D - 半乳糖 (或 D - 氨基半乳糖) 致动物衰老模型的建立及应

用。其中 ,吴英良〔9〕、王蕊〔10〕等报道了应用 D - 半乳糖 (或 D - 氨基半乳糖) 致急性肝损伤动物模型。陈

勤〔11〕、李文彬〔12〕等报道了应用 D - 半乳糖制备大、小鼠亚急性脑衰老模型。李晖〔13〕、杜冠华〔14〕等报道了用

D - 半乳糖制备白内障的动物模型。洪锦科〔15〕等报道了用 D - 半乳糖制备豚鼠老年性聋动物模型。此外 ,

Robison - WG J r〔16〕等报道了用 D - 半乳糖制备类糖尿病性视网膜病的动物模型等。

3 　亚急性衰老模型的制作方法及观测指标 　文献报道应用于造模的动物有家蝇、小鼠、大鼠、豚鼠以及家兔。

给药方式有眼球后注射、(颈背)皮下注射及腹腔注射等 ;刘学丽〔17〕等报道在众多给药方式中以腹腔注射为

优。给药量为每日 40～500 mg/ kg ;给药时间为 20～60 d 不等。观测指标有 : (1)外观特征 ,如体重下降、毛色

枯黄、行动迟缓、精神萎靡等 ; (2)免疫功能试验 ,可选血清溶血素、淋巴细胞转化率为指标 ; (3)抗氧化试验 ,可

选 SOD、L PO 及脂褐质等指标 ; (4)其它如 TC、TG、HDL - C 等。〔1〕

4 　亚急性衰老模型的应用意义 　目前 ,随着我国保健食品管理的逐步规范化 ,需要进行抗衰老作用的动物实

验。对老龄实验动物的需求数亦随之增加。根据周金黄教授的划分原则 ,大、小鼠的 16～20 月龄为衰老早

期 ,22～24 月龄为老年期。〔18〕在抗衰老实验研究中 ,老龄动物要求大鼠为 20 月龄 ,小鼠为 15 月龄 ,按此要求

不容易找到实验动物 ,即使有时能够凑齐 ,通常也未必是同批动物 ,因而参差不齐。从而影响实验结果的可靠

性。而应用 D - 半乳糖制亚急性衰老动物模型 ,使得各实验组同等起始 ,具有良好的可比性 ,结果应更为可

靠。李端〔19〕、黄超培〔20〕等多人报道了 D - 半乳糖致衰老模型成功应用于保健食品的抗衰老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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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衰老模型与自然衰老模型的病变过程及一些观测指标可能不完全一致 ,但两者大部分观测指标的

改变趋势是一致 ;因此 , D - 半乳糖制亚急性衰老模型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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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的生物活性物质 (综述)

马忠言 　于君美 　杜 　明 　山东省淄博卫生学校 　(255200)

有些食物含有多种具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 ,当与机体作用后能引起各种生物效应 ,称为生物活性物

质。〔3〕它们种类繁多 ,有糖类、脂类、蛋白质多肽类、甾醇类、生物硷、甙类、挥发油等等。它们主要存在于植物

性食物中 ,对人有的有利 ,有的有害。瑞士哲人和医生 Paracelsus 认为 ,植物是人类食物和药物的来源 ,也是毒

物的来源 ,“所有食物都是毒物 ,没有无毒性的食物 ,仅仅是量的多少左右了他们毒性的大小”。

生物活性物质的危害

菌类美味可口 ,如平菇、香菇等可汤、可菜 ,很受喜欢 ,但某些食用伞菌含有多种肼的衍生物 (如伞菌氨

酸) ,多为潜在的有毒或致癌物质 ,一般摄入时对健康造成的伤害很小 ,但大量摄入就很危险。有些人喜食杏

仁 ,而杏仁中含有毒性很强的苦杏仁苷和生氰糖苷 ,过量食用会有致命的危险。山黧豆种子中含有神经毒素

3 - N - 草酰基 - 2 ,3 - 二氨基丙酸 ,食入过多会损伤运动神经而引起麻痹。豆类也含有多种有害的生物活性

物质 ,如凝集素、生氰糖苷、肌醇六磷酸、甲状腺肿素、皂角苷、植物雌激素等。所幸的是天然存在于豆类中的

大多数有毒物质在烹调过程中会被破坏。植物性食物中的许多生物活性物质还会干扰矿物质的吸收 ,如茶中

的丹宁是铁吸收的抑制剂 ;肌醇六磷酸可导致维生素 D 和锌的缺乏。植物中还有许多化合物有类似激素的

活性 ,如首先在南美洲的饲料植物中后来又在野燕麦中发现的维生素 D 糖苷 ,具有维生素 D 的活性 ;甘草中

的甘草酸有盐皮质激素的活性 ,因此过量食用甘草可导致钠潴留和严重高血压 ;现还发现在植物尤其豆科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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