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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荞麦降血糖作用的实验研究 
韩鑫  李杰  赵明明 

（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浙江宁波  315100） 

摘要：目的 探讨大麦荞麦混提粉的辅助降血糖功效。方法 采用胰岛损伤高血糖动物模型造模方法，以 0.5、1.0、3.0g/kg 剂量的大麦荞麦

混提粉连续给予小鼠 30d，通过正常动物降糖试验和高血糖模型动物降糖试验进行辅助降血糖功能观察。结果 正常动物降糖试验显示，高剂

量组动物空腹血糖与阴性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血糖模型组动物空腹血糖试验显示，各剂量组模型小鼠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下降值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糖耐量试验显示，与模型对照组比，中、高剂量组模型小鼠在给予葡萄糖

后 2 h，血糖值明显降低（P＜0.05，P＜0.01）；中、高剂量组小鼠 0、0.5、2 h 的血糖曲线下面积明显低于模型对照组（P＜0.05），低剂量组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作用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大麦荞麦混提粉具有辅助降血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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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DM)是由于胰岛β细胞受损或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胰岛素

作用受阻引起血液血糖持续高水平为特征的综合性疾病。2015 年全

球糖尿病患者近 3 亿，我国有一亿多人，占据全球 1/3，居世界首位。

目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和手段主要是长期注射胰岛素及类似剂，或

者口服降糖药，均带来一定的副作用。开发预防、辅助治疗糖尿病的

功能性食品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1-2]。 

荞麦属药食两用食物，营养丰富，膳食纤维、黄酮含量较高。荞

麦中含有人体必须的 8 种氨基酸，营养丰富，有抑制肥胖的功能；荞

麦中镉等微量元素含量丰富，可增加胰岛素的功能；荞麦中含有的皮

槲皮素可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此外荞麦中还含有较多的水溶性纤

维。这些成分可能对血糖、血脂和血压产生作用，具有降血脂和降血

压的作用[3]。《本草纲目》记有，大麦性味甘咸凉，有清热利水和胃

宽肠之功效。《别录》记载，大麦主消渴、除热、益气、调中。现代

生物化学、药理学、临床学等对大麦营养成分、提取物及其药理的研

究成果，向人类揭示和证明了大麦具有很高的生物学价值。大麦含有

丰富的β-葡聚糖和食用纤维，是影响是大麦食品影响血糖反应的主

要物质。β-葡聚糖黏性高，降低了食糜在胃肠道通过速度，使食物

在胃肠道停留时间长，葡萄糖进入血液后，峰值降低，下降速度慢，

减少吸收。被肠道中微生物发酵而产生短链脂肪酸，如乙酸、丁酸等，

短链脂肪酸吸收入血后再异生为葡萄糖或直接利用，从而降低了血糖

峰值。血糖峰值降低可减少胰岛素需求，减轻胰岛 B 细胞负担，提

高靶组织对胰岛素敏感性[4-5]。本实验观察大麦荞麦对高血糖小鼠血

糖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 SFP 级昆明种雄性小鼠 150 只，体质 24.0～28.0g。购

自湖南斯莱克景达实验动物有限公司，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号 SCXK

（湘）2013-0004。  

1.2 受试物 大麦荞麦混提粉实验室自制。以 1 份大麦、2 份荞麦

混合，加 15 倍水提取 2 次，每次 2h，过滤、合并水提滤液；滤渣继

续加入 40%乙醇低温提取 1 次，过滤取滤液，浓缩回收乙醇；水提

液和醇提浓缩液干燥，得大麦荞麦混提粉，得率 9.05%。 

1.3 分组方法 试验设 0.5、1.0、3.0g/kg 三个剂量组，同时设一个

模型对照组；采用胰岛损伤高血糖动物模型造模方法，尾静脉注射

50mg/kg 剂量的四氧嘧啶，将 60 小鼠成功制造为高血糖模型动物后，

随机分成三个剂量组和一个模型对照组，每组 15 只。另设一个正常

动物高剂量组（剂量为 3.0g/kg）和阴性对照组用于正常动物降糖试

验，30 只小鼠按血糖水平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15 只。剂量组小鼠灌

胃对应剂量受试物，模型对照组及阴性对照组动物均给予等体积的蒸

馏水，连续 30d。灌胃体积 20ml/（kg·d）。 

2 实验方法 参照国食药监保化[2012]107 号附件 3《辅助降血糖

功能评价方法》按照胰岛损伤高血糖模型进行试验。最后选取血糖值

10-25mmol/L 的动物为高血糖模型成功动物。分别进行高血糖模型

小鼠空腹血糖实验、高血糖模型小鼠糖耐量的实验及正常小鼠空腹血

糖实验。 

2.1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方差

不齐采用秩和检验，后用 Dunnett t 检验做两两比较；计数资料用率

（%）表示，采用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对动物体重的影响 正常动物高剂量组小鼠初期、中期和末期

体重和正常动物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三个剂量高

血糖剂量组小鼠初期、中期和末期体重与高血糖模型对照组小鼠比

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 

3.2 对正常小鼠空腹血糖的影响 给予大麦荞麦混提粉前正常动

物高剂量组空腹血糖值与阴性对照组为（6.03±0.84 vs. 5.94±0.86）

mmol/L、  

实验给予受试物后血糖值为（6.08±1.08 vs. 6.01±1.08）mmol/L，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3.3 对高血糖模型小鼠空腹血糖的影响 给予大麦荞麦混提粉

前、后各剂量组动物空腹血糖值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各剂量组动物给予受检样品后空腹血糖值下降值及

血糖下降率虽高于模型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对小鼠高血糖小鼠空腹血糖的影响 

组别 
动物 

只 
实验前空腹血糖，mmol/L 实验后空腹血糖，mmol/L 血糖下降值 mmol/L 

模型对照组 15 18.41±4.92 20.50±3.80 -2.02±2.94 

0.5g/kg 15 18.52±4.35 19.64±4.01 -1.14±2.35 
1.0g/kg 15 18.49±4.50 19.28±4.85 -0.82±3.01 

3.0g/kg 15 18.63±4.73 17.94±4.34 -0.7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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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对高血糖模型小鼠糖耐量的影响 各剂量组动物 0h、给予葡

萄糖后 0.5 h 血糖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给予葡萄糖后 2 h，中、高剂量组动物血糖值低于模型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低剂量组动物血糖值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中、高剂量组 0、0.5、2 h 血糖曲线下面积与模

型对照组比较均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低剂

量组血糖曲线下面积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2。 

表 2 对小鼠高血糖小鼠糖耐量的影响 

组别 
动物 

只 

0h 血糖 

Mmol/L 

0.5h 血糖 

mmol/L 

2h 血糖 

mmol/L 

血糖曲线 

下面积 

模型对照组 15 20.50±3.80 28.88±4.16 19.62±6.16 49.30±7.92 

0.5g/kg 15 19.64±4.01 28.27±3.80 17.44±5.22 46.09±7.50 
1.0g/kg 15 19.28±4.85 26.06±5.57 15.03±5.60* 40.05±7.82* 

3.0g/kg 15 17.94±4.34 24.81±4.89 12.66±3.91** 37.86±7.58*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0.05，**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0.01 

4 讨论 

本实验结果显示，高剂量组正常动物空腹血糖与阴性对照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即受试物对正常动物血糖无影

响。各剂量组模型小鼠空腹血糖、空腹血糖下降值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模型对照组比，中、高剂量组模

型小鼠在给予葡萄糖后 2 h，血糖值明显降低（P＜0.05，P＜0.01）；

中、高剂量组小鼠 0、0.5、2 h 的血糖曲线下面积明显低于模型对照

组（P＜0.05），低剂量组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说明大麦荞麦混提粉具有辅助降血糖的功能，为荞麦、大麦开发功能

性食品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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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 22.0，以（%）表示患者治疗有效率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数据，

患者治疗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均应用(`x±s)进行表示，若 P 值小于

0.05 则表示组间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数据比较    

经统计学软件验证比较发现，研究组被选取对象的治疗有效率要

显著高于参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数据比较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研究组 30 18 11 1 29（96.67） 

参照组 30 12 10 8 22（73.33） 

X2     4.7059 

p     0.030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差异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平均生活质量评分分别为（73.52±4.36）分和

（73.85±4.41）分，组间差异较小（t=0.2915、P=0.7717）；研究组患

者治疗后的平均生活质量评分为（87.94±3.76）分，同参照组的（82.19

±3.87）分相比较发现差异较大，t=5.8368、P=0.0000。 

2.3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要显著低于参照组，组间差异经

统计学软件验证处理发现存在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n 
内固定 

松动 

骨愈合 

延迟 
骨不连 

内固定 

断裂 

并发症 

发生率（%） 

研究组 30 0 1 0 0 1（3.33） 

参照组 30 4 2 1 2 9（30.00） 

X2      5.8800 

p      0.0153 

3 讨论 

锁骨作为人体上肢与躯干相连的重要骨性支架，具有扩大上肢活

动范围和劳动效能等作用，一旦出现骨折会对患者的上肢活动能力和

肩关节功能造成明显的影响。在临床上，重建 S 形钢板固定术是常用

于锁骨骨折患者治疗的术式，该术式所用的 S 形钢板具有体积小、塑

性方便和符合锁骨解剖形态等优点，应用后能够帮助患者术后快速减

轻局部疼痛，恢复肩关节功能，避免局部畸形愈合[2]。本研究为进一

步提升锁骨骨折患者的术后恢复速度，在我院就诊的部分锁骨骨折患

者手术中辅助应用了普通螺钉固定移动蝶形骨块，结果发现：该辅助

治疗方式的应用有助于锁骨骨折患者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对

于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也有着缓解作用。这一研究结果证明了普通

螺钉固定移位蝶形骨块在锁骨骨折患者辅助治疗中的优良效果。普通

螺钉固定移位蝶形骨块是在重建 S 形钢板有效固定锁骨骨折近、远断

端的前提下，利用持骨钳或血管钳对蝶形骨块进行满意的复位，并采

用普通皮质骨螺钉作为拉力螺钉进行收紧、固定，以有效维持复位，

避免了蝶形骨块再次移位，且可明显减少蝶形骨折块的移位间隙。缩

短了骨折愈合时间，促进了患者的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速度。该研究

还发现，利用普通螺钉对蝶形骨块进行固定对骨折局部的血液供应无

明显影响，从而有效的降低了术后并发症发生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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