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L - 肉碱对肥胖大鼠体脂含量及肥胖基因表达产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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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 L - 肉碱对肥胖大鼠体重、体脂、胰岛素及肥胖基因表达产物 (瘦素)等水平的影响 ,

以高脂饲料诱导大鼠肥胖模型 ,将肥胖模型鼠随机分为 4 组 :对照组与 125、250、500 mgΠkg BW 3 个

剂量的 L - 肉碱组 ,每天 1 次经口给予 ,共 6 周。观察大鼠体重、睾丸 + 肾脂肪垫重量、胰岛素

(INS) 及瘦素 (Leptin) 水平等的变化。结果显示 3 个肉碱组的体重均低于对照组 , 250 与

500 mgΠkg BW组的睾丸 + 肾脂肪垫重量、胰岛素和瘦素显著低于对照组 ( P < 0105) ,提示 L - 肉碱

具有抑制肥胖大鼠肥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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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oral L2carnitine (LC) supplement on body weight , fat content , and se2
rum levels of insulin and leptin in obese rats , male Wistar obese rats , induced by high fat diet ,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and fed LC of 0 , 125 , 250 , 500 (mgΠkg BW) respectively for six weeks.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 body weight of the rats , fat pad around kidneys and testes and serum levels of insulin and

leptin were measu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ody weight of rats in all LC supplementation groups de2
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 P < 0105) . Fat pads and levels of insulin and

leptin of rat in 250 mgΠkg BW and 500 mgΠkg BW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rats in control group ( P <

0105) . It was concluded that LC may increase consumption of energy , decrease weight gain and weaken the

intrinsic resistance to insulin and leptin in obese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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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肉碱 ( L2Carntine) 又称肉毒碱 ,或称维生素

BT。它是一种与机体脂肪代谢密切相关的化合物 ,

主要生理功能是促进脂肪酸的β氧化 ,具体是作为

载体以脂酰肉碱形式将长链脂肪酸从线粒体膜外运

至膜内 ,将脂肪代谢为能量。外源性肉碱对机体脂

肪代谢的影响报道不一 ,多数认为肉碱可增强脂肪

酸氧化酶的活性 ,促进脂肪氧化 ,降低体重和血脂水

平 ,
[1 ,2 ]但 Askew

[3 ]认为外源性的肉碱供给对脂肪的

分解和脂肪酸的氧化并无明显改变。本研究在给膳

食诱导的肥胖模型大鼠高脂饲料的同时 ,经口灌胃

给予 L - 肉碱 ,观察 L - 肉碱对肥胖大鼠的影响 ,并

对其可能影响机制进行讨论。

1 　材料与方法

111 　材料　L - 肉碱纯度大于 97 % ,常州常茂生物

化学工程有限公司生产 ; Wistar 雄性大白鼠 75 只 ,

体重 70～90g ,购于河南省实验动物中心 (豫动字

99010) ;胰岛素酶联免疫试剂盒 ,天津市天硕生物制

品有限公司生产 ;瘦素试剂盒 ,美国 Lineo 公司生

产。

112 　大鼠肥胖模型的建立 　高脂饲料配方 (gΠ100

g) 为奶粉 10 %、猪油 10 %、蛋黄粉 5 %、基础饲料

75 %以及浓缩鱼肝油 10 滴 (含维生素A 17 000 U、维

生素 D 1 700 U) 混匀。将 75 只动物按体重随机分

为A、B、C、D 与 E 5 组 ,E组给予基础饲料 ,其余 4 组

给予高脂饲料。连续饲养 6 周 ,A、B、C、D 组动物平

均体重约为 E组平均体重的 115 倍 ,表示肥胖模型

成功建立。于第六周末尾静脉采血测 INS (双抗夹

心法 ,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下同) 与 Leptin (放射免

疫法 ,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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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方法 　将A、B、C、D 4 组 60 只肥胖模型动物再

按体重随机分为 4 组 ,每组 15 只 ,从第七周开始各

组动物均等量给予高脂饲料喂养。低、中、高 3 个受

试 物 组 开 始 分 别 经 口 灌 胃 给 予 125、250、

500 mgΠkg BW 的 L - 肉碱 ,对照组经口灌蒸馏水。

灌胃量为 1mLΠ100g BW ,每天 1 次 ,连续给予 6 周。

于试验 12 周末称重后断头处死动物 ,取睾丸及肾周

围脂肪并采集血清测定 INS 与Leptin。

114 　数据处理　采用用 SPSS 1010 统计软件进行方

差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q 检验方法进行组间

比较。

2 　结果

211 　建立模型期间动物体重增长情况 (表 1)

表 1 　建立肥胖模型期的各组动物体重增长情况 (�x ±s) g

组别 动物数 初重 一周末重 三周末重 五周末重 六周末重

A 15 6715 ±6. 6 10918 ±13. 4 20817 ±2210 32418 ±3118 36012 ±3112 (2)

B 15 6710 ±6. 7 10814 ±12. 0 20317 ±2412 30518 ±2717 35711 ±2812 (2)

C 15 6714 ±5. 7 10515 ±7. 4 20011 ±1814 29817 ±2119 34519 ±2213 (2)

D 15 6811 ±318 10610 ±9. 6 20019 ±2810 30117 ±3611 35214 ±2919 (2)

E 15 6518 ±518 9919 ±10. 8 16217 ±1610 19815 ±1613 21713 ±2113

注 :末期体重各组与 E组比较 , (1) P < 0105 , (2) P < 0101。

　　由表 1 可见 ,喂养高脂饲料的 A、B、C、D 4 组大

鼠 6 周末体重均显著高于基础饲料 E 组 ( P <

0101) ,且平均体重约是基础饲料组的 115 倍 ,表明

肥胖模型成功建立。

212 　L - 肉碱对肥胖模型大鼠体重的影响 (表 2) 。

表 2 　L - 肉碱对肥胖模型大鼠体重的影响( �x ±s) g

剂量
mgΠkg BW

动物数 初重 二周重 四周重 六周重

0 15 35313 ±2719 38511 ±2510 42819 ±2613 45613 ±2513

125 15 35313 ±2819 37717 ±2313 41010 ±2219 43912 ±2312 (1)

250 15 35316 ±2918 37317 ±2611 40213 ±2814 (1) 42317 ±2617 (2)

500 15 35515 ±2717 36815 ±2311 38819 ±2114 (2) 40710 ±2013 (2)

注 :与对照组 (0 mgΠkg BW)比较 , (1) P < 0105 , (2) P < 0101。

　　由表 2 可见 ,对高脂膳食诱导的肥胖模型大鼠

给予 L - 肉碱 6 周后 ,3 个肉碱组的平均体重明显低

于对照组 ( P < 0101) 。

213 　L - 肉碱对睾丸 + 肾周围脂肪重量的影响 (表

3)

由表 3 可见 ,肉碱的 3 个剂量组的空腹体重显

著低于对照组 ( P < 0101) ,500 mgΠkg BW 组的肾脂肪

垫及脂肪体重比显著低于对照组 ( P < 0105) ,250、

500 mgΠkg BW 组的睾丸脂肪垫及脂肪垫合计重也显

著低于对照组 ( P < 0101) 。

214 　L - 肉碱对胰岛素 ( INS)及瘦素 (Leptin) 的影响

(表 4)

表 3 　L - 肉碱对肥胖模型大鼠睾丸 + 肾周围脂肪重量的影响 (�x ±s) g

剂量 mgΠkg BW 动物数 空腹体重 肾脂肪垫 睾丸脂肪垫 脂肪垫合计 脂肪Π体重 %

0 15 43613 ±2510 9197 ±1166 9180 ±0190 19177 ±1199 4153 ±0141

125 15 40518 ±3219 (2) 9119 ±1180 8190 ±1186 18109 ±3104 4140 ±0181

250 15 39418 ±2816 (2) 8132 ±1171 8107 ±1156 (1) 16139 ±2174 (2) 4114 ±0159

500 15 37713 ±2110 (2) 7187 ±1153 (1) 7102 ±1129 (2) 14189 ±2108 (2) 3194 ±0147 (1)

注 :与对照组 (0 mgΠkg BW)比较 , (1) P < 0105 , (2) P < 0101。

表 4 　L - 肉碱对肥胖模型大鼠血清胰岛素与瘦素水平的影响 (�x ±s)

剂量

mgΠkg BW
动物数

给予 L - 肉碱前

(第六周末)

给予 L - 肉碱后

(第十二周末)

INSμIUΠmL Leptin ngΠdL INSμIUΠmL Leptin ngΠdL

0 15 5919 ±514 1162 ±0128 8818 ±715 4147 ±0159

125 15 5618 ±911 1174 ±0134 8313 ±719 4113 ±0154

250 15 5919 ±712 1170 ±0123 8011 ±916 (1) 3184 ±0140 (2)

500 15 6017 ±813 1164 ±0126 7915 ±915 (1) 3138 ±0136 (2)

注 :与对照组 (0 mgΠkg BW)比较 , (1) P < 0105 , P < 0101。

　　由表 4 可见 ,给予 L - 肉碱前的肥胖模型大鼠

的胰岛素和瘦素 4 组间差别均无显著性 ,而给予 L

- 肉碱 6 周后 ,250 与 500mgΠkg BW 两组的胰岛素与

瘦素水平则显著低于对照组 ( P < 0105) 。

3 　讨论 　本研究给膳食诱导的肥胖模型大鼠 L -

肉碱 6 周后 ,肥胖大鼠的体重增长减慢 ,体内脂肪含

量下降 ,说明外源肉碱供给不仅能够抑制动物体重

的过度增长 ,而且通过 500 mgΠkg BW 组的脂肪Π体重

比明显低于对照组的结果看 ,还能加速脂肪酸的转

运 ,更多消耗脂肪酸 ,导致机体内储备的脂肪减少 ,

使机体的组成有所改变 ,即显著减少睾丸 + 肾周围

脂肪的重量。与国外报道的 L - 肉碱能显著降低体

重 ,提高脂肪酸氧化等结果较为一致。[4～6 ]

表 4 的结果说明 ,外源肉碱的供给可使肥胖大

鼠的血胰岛素与瘦素的水平降低 ,而许多学者认为

胰岛素与瘦素内源性抵抗是形成人类肥胖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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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
[7 ]提示肉碱还有可能通过降低肥胖大鼠胰岛素

与瘦素的内源性抵抗 ,使胰岛素与瘦素有效发挥生

理作用而达到抑制肥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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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3 ]345 号

卫生部关于加强食品化妆品等健康相关产品
和职业病防治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2003 年 10 月 10 日 ,中编办下发了《关于卫生部增加机构编制的批复》(中央编办复字〔2003〕141 号) ,明

确要求卫生部加强卫生执法监督工作 ,组织实施卫生综合执法工作 ,负责拟定卫生执法监督工作的有关规

章制度 ,依法监管传染病、地方病和职业病的防治工作 ,依法监管食品、化妆品和环境、放射、学校、职业卫生

等工作 ,组织协调和承担有关大案要案的查处及督察督办工作。根据国务院和中央编办的有关决定精神 ,

我部仍然负责依法监管食品 (包括保健食品的监督管理 ,下同) 和化妆品等健康相关产品、职业病防治和职

业病监督管理等职能。

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充分领会和贯彻落实

中央编办关于卫生部增加机构编制的批复精神 ,严格按照《食品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化妆品卫生监

督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切实履行应尽的职责。要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 ,发挥好卫生部门

监督管理食品卫生和职业病防治及其监管的职能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扎扎实实开展工作 ,严格依法行政。

各地要继续推进卫生监督体制改革 ,加快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建设 ,加强卫生执法监督工作。要进一步

加大对食品、化妆品等健康相关产品以及职业病防治的综合监督管理执法监督力度 ,突出工作重点 ,狠抓大

案要案 ,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各地加强卫生执法监督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请及时函告我部法监司。

附件 : (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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