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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前列腺提取物降血糖作用研究

周宇红1 　冯永全1 　葛文津2 　严卫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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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牛前列腺提取物对糖代谢的影响 ,采用正常小鼠、四氧嘧啶高血糖模型小鼠以及 Ⅱ

型糖尿病人群 ,连续服用牛前列腺提取物 30 d ,观察其对空腹血糖及糖耐量的影响。结果显示 :牛

前列腺提取物对正常小鼠空腹血糖无影响 ;能明显降低高血糖模型小鼠空腹血糖 ( P < 0101) ,增强

糖耐量 ( P < 0101) ;能明显降低 Ⅱ型糖尿病人群空腹及餐后血糖 ( P < 0101) ,而对人群健康无明显

损害 ,提示牛前列腺提取物具有降血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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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o study the impact of bovine prostate extract on Glucose Metabolism. Normal mice、alloxan2in2
duced diabetic mice and type Ⅱdiabetes mellitus were used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bovine prostate extract

on 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glucose tolerance after taken bovine prostate extract orally for thirty days. Results

showed that fasting blood glucose reduced ( P < 0101) and glucose tolerance increased ( P < 0101) significant2
ly in diabetes mice induced by alloxan ,but not in normal mice ; In type Ⅱdiabetes mellitus , fasting blood glu2
cose reduced ( P < 0101) and glucose tolerance improved ( P < 0101) significantly. No detrimental changes in

the liver and kidney function occurred. Bovine prostate extract has the function of assistant blood sugar reduc2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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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 (Dliabetes mellitus) 是因体内胰岛素绝对

或相对不足 ,或靶细胞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引起的

糖代谢障碍性疾病 ,因其发病率高 ,并发症多 ,致死

率仅次于肿瘤和心血管疾病等特点 ,已成为全球性

的主要健康问题。由于该病需终身控制血糖 ,因此

从易于接受、毒副作用小的天然物质中筛选和研究

开发降血糖物质 ,为世界各国所瞩目。近年来国外

有研究报道前列腺素、花生四烯酸、组胺酰基脯氨酸

(CHP) 等能增强锌的吸收利用 , 改善糖尿病症

状 ,
[1 ,2 ]国内对此研究甚少。哺乳动物前列腺富含

锌、前列腺素、不饱和脂肪酸、组胺酰基脯氨酸

(CHP)和睾酮等活性成分 ,为观察这些活性成分协

同降糖效应 ,合理应用这类天然资源 ,本文着重探讨

牛前列腺提取物对正常动物、四氧嘧啶诱发高血糖

模型动物及 Ⅱ型糖尿病人群糖代谢的影响 ,为开发

利用这类天然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1 　牛前列腺提取物 　由某公司提供。每克中含

锌 16 mg、不饱和脂肪酸 400 mg、蛋白质 75 mg。

112 　动物试验

11211 　动物 　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

供 ,清洁级昆明种 25～28 g 雌性小鼠 ,合格证为医

动字第 99001 号。

11212 　仪器与试剂 　One Touch Ⅱ血糖仪 (美国强

生公司) 。四氧嘧啶 (美国 Sigma 公司) 。

11213 　试验方法 　用健康成年雌性昆明种小鼠建

立高血糖模型。造型前随机取 30 只动物禁食 3 h

测血糖 ,作为基础血糖 ,按血糖水平随机分为正常动

物对照组和正常动物剂量组 ,每组 15 只。然后其余

动物禁食 24 h (自由饮水) ,尾静脉注射四氧嘧啶 40

mgΠkg BW ,5 d 后禁食 3 h 筛选血糖值大于 10 mmolΠL
的小鼠 60 只 ,按血糖水平随机分为 1 个高血糖模型

对照组和 3 个剂量组 ,每组 15 只。正常对照组和高

血糖模型对照组给予助悬剂 5 %蔗糖脂肪酸酯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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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模型 3 个剂量组分别给予人群服用量 5、10、15

倍的牛前列腺提取物 ,即 0111、0123、0135 gΠkg BW ,

正常动物剂量组给予 0135 gΠkg BW 的牛前列腺提取

物 ,连续灌胃 30 d ,禁食同前 ,取尾血测血糖值 ,观察

牛前列腺提取物对正常小鼠和高血糖模型小鼠空腹

血糖的影响 ;给各组模型小鼠灌胃 210 gΠkg BW 葡萄

糖溶液 ,分别于 0、015、2 h 后取尾血测血糖值 ,观察

对四氧嘧啶高血糖模型小鼠糖耐量的影响。

113 　人群试验

11311 　人群 　选择经饮食控制或口服降糖药治疗

后病情相对稳定 ,不需要更换药物品种及剂量 ,无并

发症 ,空腹血糖 ≥718 mmolΠL (140 mgΠdL)或餐后 2 h

血糖 ≥1111 mmolΠL (200 mgΠdL) 的成年 Ⅱ型糖尿病

人群。

11312 　仪器与试剂 　日本 Olympus AU600 型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F - 820 型血球计数仪、德国 MIDIRON

尿十项分析仪。生化试剂盒全部由中生公司提供。

11313 　试验设计及分组 　采用盲法随机分组 ,安慰

剂和自身两种对照设计。依照上述标准选择 60 例

Ⅱ型糖尿病患者 ,按血糖水平、性别、年龄、病程、服

药种类 (磺脲类与双呱类) 大致均衡地分为 2 组 ,每

组 30 例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安慰剂对照组。

11314 　试验方法 　试验前对每一位受试者按性别、

年龄、不同劳动强度、理想体重参照原来生活习惯规

定相应的饮食 ,试验期间各组坚持饮食控制 ,原用药

物种类和剂量不变。观察组服用牛前列腺提取物 ,对

照组服用安慰剂 ,每日 2 次 ,每次 1 粒 (017 gΠ粒) ,连

续 30 d。观察试食前后牛前列腺提取物对糖尿病主

要临床症状 (多食、多饮、多尿、乏力) 、血糖、血脂、尿

糖、血常规、肝肾功能的影响。临床每一症状 ,重症 3

分、中症 2 分、轻症 1 分。尿糖用空腹晨尿定性 ,按

- 、±、+ 、+ + 、+ + + 、+ + + + 积分 ,改善 1 分为

有效 ,统计临床症状及尿糖改善率 ,主要症状明显改

善 ,血糖较试食前下降≥10 %为有效 ,统计有效率。

114 　统计分析　用 WSTATA 计算机软件统计 ,动物

实验采用多个试验组与一个剂量组比较 ,人群试验

自身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 ,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计算 P 值 , P < 0105 具有统计意义。

2 　结果

211 　对小鼠体重的影响

表 1 　牛前列腺提取物对小鼠体重的影响

组别
动物数

只

体重 g

试验前 试验后 P

正常对照组 15 27. 1 ±0. 9 32. 6 ±2. 1 -

正常 + 0. 35 gΠkg BW 15 26. 6 ±1. 6 33. 6 ±2. 2 0. 837

模型对照组 13 27. 9 ±0. 8 29. 1 ±0. 9 (1) -

模型 + 0. 11 gΠkg BW 11 28. 0 ±1. 1 26. 8 ±5. 4 0. 095

模型 + 0. 23 gΠkg BW 14 27. 8 ±2. 2 28. 8 ±2. 9 0. 797

模型 + 0. 35 gΠkg BW 11 27. 4 ±2. 1 28. 5 ±3. 3 0. 672

　注 : (1)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P < 0101。

　　由表 1 可见 ,高血糖模型动物体重增长较正常

动物缓慢 ( P < 0101) ,牛前列腺提取物对正常动物、

高血糖模型动物体重增长无影响。

2. 2 　对小鼠空腹血糖的影响

由表 2 可见 ,四氧嘧啶诱导的模型小鼠与正常

小鼠比较 ,空腹血糖明显升高 ,差异有显著性 ( P <

0101) ,提示高血糖模型成立。给予牛前列腺提取物

30 d ,正常小鼠 0135 gΠkg BW 剂量组空腹血糖与对

照组比较 ,差异无显著性 ;高血糖模型小鼠各剂量组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空腹血糖明显降低 ,差异有显著

性 ( P < 0101) ,血糖下降率分别为 4416 %、2914 %、

3412 %。说明牛前列腺提取物能降低四氧嘧啶诱导

的糖尿病小鼠空腹血糖 ,而对正常小鼠空腹血糖无

影响。

表 2 　牛前列腺提取物对小鼠空腹血糖的影响

组别
动物

数 只

空腹血糖值 mmolΠL
试验前 试验后 P

血糖变

化 %

正常对照组 15 6. 3 ±1. 1 5. 2 ±0. 6 -

正常 + 0. 35 gΠkg BW 15 6. 2 ±1. 2 5. 7 ±0. 5 0. 057

模型对照组 13 20. 4 ±3. 8 (1) 22. 7 ±5. 6 (1) - 11. 3

模型 + 0. 11 gΠkg BW 11 21. 5 ±3. 3 11. 9 ±6. 5 (2) 0. 000 - 44. 6

模型 + 0. 23 gΠkg BW 14 20. 4 ±3. 7 14. 4 ±5. 9 (2) 0. 001 - 29. 4

模型 + 0. 35 gΠkg BW 11 19. 3 ±3. 7 12. 7 ±6. 6 (2) 0. 000 - 34. 2

　注 : (1) P < 0. 01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2) P < 0. 01 与模型对照组

比较。

表 3 　牛前列腺提取物对高血糖模型小鼠给糖后血糖的影响

剂量

gΠkg BW

动物数

只

给糖后血糖 mmolΠL
0 h P 0. 5 h P 2 h P

0. 00 13 22. 7 ±5. 6 - 26. 0 ±4. 1 - 24. 4 ±5. 8 -

0. 11 11 11. 9 ±6. 5 (1) 0. 000 16. 7 ±7. 5 (1) 0. 001 12. 5 ±7. 0 (1) 0. 000

0. 23 14 14. 4 ±5. 9 (1) 0. 001 18. 7 ±6. 7 (1) 0. 005 15. 3 ±6. 3 (1) 0. 001

0. 35 11 12. 7 ±6. 5 (1) 0. 000 16. 6 ±7. 1 (1) 0. 001 14. 9 ±7. 4 (1) 0. 001

　注 : (1)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P < 0. 01。

213 　对高血糖模型小鼠糖耐量的影响

由表 3、4 可见 ,牛前列腺提取物连续给予 30 d

后 ,各组动物分别给于 2 gΠkg BW 葡萄糖 ,0、0. 5、2 h

各时相点 3 个剂量组血糖值均低于模型对照组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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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有显著性 ( P < 0101) ,各剂量组葡萄糖曲线下面

积小于模型对照组 ,差异有显著性 ( P < 0101) 。说

明牛前列腺提取物有增加糖尿病小鼠糖耐量的作

用。

表 4 　牛前列腺提取物对高血糖模型小鼠葡萄糖曲线下面积的影响

剂量 gΠkg BW 动物数 只 面积 P

0. 00 13 49. 9 ±9. 6 -

0. 11 11 29. 1 ±13. 9 (1) 0. 000

0. 23 14 33. 7 ±12. 7 (1) 0. 002

0. 35 11 31. 0 ±14. 2 (1) 0. 001

　注 : (1) P < 0. 01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2. 4 　人群试验分组情况

由表 5 可见 ,两组年龄、性别、病程、血糖水平及

用药情况大致均衡 ,无明显差异 ( P > 0105) ,具有可

比性。
表 5 　试食前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安慰剂组 观察组

男Π女 (例) 11Π19 13Π17

基本情况 年龄 (年) 55. 37 ±9. 14 54. 67 ±7. 59

病程 (年) 6. 87 ±4. 06 5. 20 ±3. 47

血糖 空腹 9. 77 ±2. 44 10. 66 ±3. 25

(mmolΠL) 餐后 2 h 13. 42 ±3. 00 13. 23 ±3. 96

未用 4 7

用药情况 磺脲类 6 6

(例) 双胍类 6 7

磺脲类 + 双胍类 14 10

215 　Ⅱ型糖尿病人群临床症状及尿糖改善情况

试食后两组临床症状、尿糖均有改善 ,观察组改

善程度好于安慰剂组 ,但差异无显著性 ,见表 6。

表 6 　临床症状、尿糖改善情况

项目
安慰剂组 观察组 改善率 %

例数 有效 无效 例数 有效 无效 安慰剂组 观察组 P

多食 11 6 5 9 6 3 54. 54 66. 67 0. 670

多饮 17 8 9 15 9 6 47. 06 60. 00 0. 502

多尿 13 6 7 13 8 5 46. 15 61. 53 0. 695

乏力 17 9 8 18 10 8 52. 94 55. 56 1. 000

尿糖 16 4 12 13 7 6 25. 00 53. 85 0. 143

216 　对 Ⅱ型糖尿病人群血糖的影响

由表 7、8、9 可见 ,观察组试食后自身比较空腹血

糖、餐后 2 h 血糖明显下降 ( P < 0105) ,空腹血糖平均

值下降 1214 % ,餐后 2 h 血糖平均下降 1019 % ,安慰

剂组试食后自身比较空腹血糖、餐后 2 h 血糖平均值

没有下降 ,反而有上升趋势 ;以血糖下降 ≥10 %判定

有效 ,则观察组有 20 例 ,有效率为 6617 % ,安慰剂组

有 9 例 ,有效率 30 % ,两组差异有显著性 ( P < 0101) 。

表 7 　试食前后空腹血糖变化 (mmolΠL ,�x ±s)

组别 n 试食前 试食后 P 自身 血糖变化 %

安慰剂组 30 9. 77 ±2. 44 11. 02 ±3. 20 (1) 0. 005 12. 8 ±23. 48

观察组 30 10. 66 ±3. 25 9. 34 ±2. 82 (2 ,3) 0. 025 - 12. 4 ±22. 96 (4)

P 组间 0. 235 0. 036 0. 000

　注 : (1) 与试食前比较 P < 0. 01 , (2) P < 0. 05 , (3) P < 0. 05 , (4) 与安慰剂组比较 P < 0. 01。

表 8 　试食前后餐后 2 h 血糖变化 (mmolΠL ,�x ±s)

组别 n 试食前 试食后 P 自身 血糖变化 %

安慰剂组 30 13. 42 ±3. 00 14. 26 ±3. 48 0. 081 6. 2 ±19. 99

观察组 30 13. 23 ±3. 96 11. 79 ±4. 23 (1 ,2) 0. 021 - 10. 9 ±23. 22 (3)

P 组间 0. 835 0. 016 0. 004

　注 : (1) 与试食前比较 P < 0. 05 , (2) P < 0. 05 , (3) 与安慰剂组比较 P < 0. 01。

表 9 　牛前列腺提取物对糖尿病患者降糖效果观察

组别 n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 P

安慰剂组 30 9 21 30. 0 -

观察组 30 20 10 66. 7 (1) 0. 004

　注 : (1) 与安慰剂组比较 P < 0. 05。

2. 7 　对 Ⅱ型糖尿病病人血液学、血脂、肝肾功能的

影响

试食前后 ,两组血常规、血脂及肝肾功能等各项

指标无明显变化 ,均在正常范围内 ,说明牛前列腺提

取物对机体健康无明显损害 ,见表 10。

3 　讨论

Song M K报道前列腺素、花生四烯酸、组胺酰基

脯氨酸 (Cyclo2hispro) 和睾酮等可螯合锌 ,刺激肠道

锌吸收 ,参与组织细胞锌代谢 ,其协同作用强于单独

作用 ;链脲菌素诱发的糖尿病大鼠给予兔前列腺提

取物后 ,能提高糖尿病大鼠外周组织中锌水平 ,降低

血糖浓度 ,减少水及食物的摄取 ; Ⅱ型糖尿病患者服

用牛前列腺粉 3 个月 ,血清锌恢复正常 ,糖耐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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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糖化血红蛋白降低 ,胰岛素水平下降 ,对肝肾无 损害。[1 ,2 ]

表 10 　试食前后血常规、血脂和肝、肾功能的变化 (�x ±s)

项目
安慰剂组 n = 30 观察组 n = 30

试食前 试食后 试食前 试食后

红细胞 1 ×1012ΠL 4. 52 ±0. 59 4. 50 ±0. 56 4. 35 ±0. 41 4. 18 ±0. 46

白细胞 1 ×109ΠL 6. 46 ±2. 02 6. 55 ±2. 16 6. 14 ±1. 15 6. 23 ±1. 24

血红蛋白 gΠL 140. 40 ±17. 25 141. 60 ±16. 83 140. 20 ±15. 35 135. 50 ±16. 32

胆固醇 mmolΠL 5. 06 ±1. 28 5. 28 ±1. 28 4. 95 ±1. 14 4. 65 ±0. 94

甘油三酯 mmolΠL 1. 94 ±1. 17 1. 95 ±1. 12 1. 64 ±1. 03 1. 74 ±1. 12

血清总蛋白 gΠL 75. 34 ±5. 66 76. 05 ±5. 44 74. 47 ±5. 39 71. 97 ±5. 89

血清白蛋白 gΠL 48. 17 ±3. 46 47. 61 ±2. 38 47. 12 ±3. 32 46. 04 ±2. 52

谷草转氨酶 UΠL 24. 34 ±9. 95 23. 67 ±8. 66 21. 97 ±7. 66 20. 00 ±6. 23

谷丙转氨酶 UΠL 21. 57 ±8. 87 23. 41 ±11. 91 20. 69 ±11. 03 18. 23 ±8. 79

尿素氮 mmolΠL 5. 27 ±1. 26 5. 19 ±1. 52 5. 17 ±1. 23 4. 90 ±1. 07

肌酐μmolΠL 89. 03 ±16. 80 91. 32 ±17. 44 90. 66 ±15. 71 89. 70 ±12. 95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 ,连续给予牛前列腺提取物

30 d ,能明显降低四氧嘧啶诱导的高血糖模型小鼠

空腹血糖 ( P < 0101) , 3 个剂量组血糖分别下降

4416 %、2914 %、3412 % ,能明显增强高血糖模型小

鼠糖耐量 ( P < 0101) ;人群试验 ,能明显降低 Ⅱ型糖

尿病人群空腹血糖及餐后 2 h 血糖 ( P < 0101) ,空腹

血糖下降 1214 % ,餐后 2 h 血糖下降 1019 % ,降糖有

效率 6617 % ,与文献报道一致。说明牛前列腺提取

物能增强糖尿病动物和人糖代谢 ,促进外周组织对

糖的利用 ,有明显降糖作用。

随着对糖尿病病因及发病机理研究的深入 ,发

现锌在调节胰岛素分泌和组织细胞糖利用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锌参与胰岛素受体激发的信号转导机制

和胰岛素受体合成及糖的转位运输。[3 ,4 ]锌可以增强

胰岛素受体磷酸化作用 ,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

性 ,加强葡萄糖的摄取能力。缺锌可以导致胰岛素

的含量、胰岛素生理作用和血糖耐受度的降低。[5 ,6 ]

流行病学研究和实验证明患糖尿病的动物和人血清

及组织中锌水平较正常低 ,补充锌糖尿病症状得到

改善。[7 ,8 ]哺乳动物前列腺富含锌、前列腺素、不饱和

脂肪酸、组胺酰基脯氨酸 (CHP) 和睾酮等活性成分 ,

这些成分均是锌吸收增强因子 ,参与组织细胞锌代

谢 ,故牛前列腺提取物对糖尿病动物和人的降糖效

应可能与机体锌的补充有关。有趣的是 ,非糖尿病

患者在前列腺切除后血糖会上升 ,而糖尿病模型鼠

在前列腺切除后其临床症状明显恶化 ,尤其是糖尿

病患者均有较低的睾丸激素水平 ,
[9 ] 前列腺素与糖

代谢关系密切 ,前列腺提取物的降糖机理 ,有待进一

步研究。

总之 ,前列腺提取物能降低糖尿病动物和人空

腹血糖 ,增加糖耐量 ,不刺激胰岛素分泌 ,对正常动

物空腹血糖无影响 ,对人体血液学、血生化及肝肾功

能无损害 ,说明这类降糖物质食用是安全的 ,尤其适

合胰岛素抵抗 Ⅱ型糖尿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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