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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析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GCG）对糖尿病小鼠的影响。方法:机将 120 只小鼠均分为四组，比较各组小鼠给药前后基

本参数、心肌应激指标、炎症指标的差异。结果:组小鼠给药第 2 周与给药第 4 周心肌应激指标、炎症指标比较差异显著

（P<0.05），高剂量组小鼠基本参数、MDA 含量、炎症指标显著高于其它组，SOD、ROS 含量则相反。结论:GCG 对糖尿病小鼠

氧化应激损伤和心肌有显著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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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近年

来患病率逐渐攀升，已经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一类疾病
[1]。糖尿病心肌病是由糖尿病导致的心肌代谢障碍和微血

管病变所引起的心脏病[2]。随着病情的加重，患者表现为

心力衰竭，休克及猝死[2]。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是

从绿茶中提取，具有非常强的抗氧化活性，能有效降低

氧化应激反应。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 般 资 料 ： 实 验 共 用 小 鼠 120 只 ， 体 重

180-220g。 

1.2  分组处理 

1 动物造模：高糖高脂喂养 6 个月，后禁食 12h，连

续腹腔注射链脲佐菌（STZ）3 天，之后检测血糖，连续

5 天血糖≥16.7mmol/L 即为成模小鼠。 

2 药物制备及给药：将 EGCG 配置成 3 个剂量并注

射给相应小鼠，模型组用生理盐水。 

3 动物取材及处理：在给药第 2、4 周及不同时点测

量记录小鼠的体重、血糖、心脏重量、心肌应激及炎症

指标。 

1.4 统计分析：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四组小鼠给药前后基本参数的比较 

四组小鼠给药前后基本参数的比较，四组小鼠给药

第2、4周基本参数差异显著（P<0.05），高剂量组小鼠基

本参数相对较高，随着时间迁移，基本参数呈下降趋势。 

2.2  四组小鼠给药前后心肌应激指标的比较 

四组小鼠给药前后心肌应激指标的比较，给药第2、

4周心肌应激指标差异显著（P<0.05），高剂量组小鼠SOD、

ROS含量相对较高，MDA含量则相反。随着时间迁移，

SOD、ROS含量显著上升，MDA含量相反。见表1。 

表1    四组小鼠给药前后心肌应激指标的比较（ sx ± ） 

组别 时间 SOD（U/ml） MDA（mol/L） ROS（g/L） 

模型组 给药第 2 周 61.26±5.43 7.68±1.26 671.69±30.64 

 给药第 4 周 98.34±9.26 5.59±1.07 386.21±25.43 

 两个时点比较：F（P） 1.684（0.000）* 1.529（0.000）* 10.857（0.000）* 

低剂量组 给药第 2 周 61.50±5.23 7.74±1.31 670.32±31.55 

 给药第 4 周 97.95±9.11 5.60±1.22 384.37±21.38 

 两个时点比较：F（P） 1.596（0.000）* 1.374（0.000）* 10.426（0.000）* 

中剂量组 给药第 2 周 61.83±5.29 7.60±1.23 672.41±30.59 

 给药第 4 周 98.65±9.41 5.42±1.26 385.44±20.83 

 两个时点比较：F（P） 1.649（0.000）* 1.418（0.000）* 10.109（0.000）* 

高剂量组 给药第 2 周 61.23±5.71 7.65±1.28 672.15±33.81 

 给药第 4 周 122.43±12.64 4.17±1.02 295.64±25.16 

 两个时点比较：F（P） 1.557（0.000）* 1.336（0.000）* 15.74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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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同时点比较*P<0.05；两组比较aP<0.05；t1为

与对照组比较、t2为与低剂量组比较、t3为与中剂量组比

较、t4为与高剂量组比较 

2.3  四组小鼠给药前后炎症指标的比较 

四组小鼠给药前后炎症指标的比较，给药第2、4周

炎性指标比较差异显著（P<0.05），高剂量组小鼠炎性指

标相对较低。随着时间迁移，炎性指标显著下降。见表3。 

表3  四组小鼠给药前后炎症指标的比较（ sx ± ） 

组别 时间 IL-6（ug/g） IL-1β（ug/g） TNF-α（ug/g） 

模型组 给药第 2 周 81.29±7.46 67.55±7.27 592.78±29.64 

 给药第 4 周 55.47±4.23 43.18±3.166 321.75±23.11 

 两个时点比较：F（P） 1.296（0.000）* 1.854（0.000）* 7.654（0.000）* 

低剂量组 给药第 2 周 81.37±7.25 67.20±7.54 590.25±31.67 

 给药第 4 周 55.02±4.83 43.01±3.25 320.86±24.50 

 两个时点比较：F（P） 1.339（0.000）* 1.904（0.000）* 8.312（0.000）* 

中剂量组 给药第 2 周 81.42±7.05 67.01±7.58 591.48±32.56 

 给药第 4 周 55.72±4.11 43.73±3.29 321.40±25.62 

 两个时点比较：F（P） 1.429（0.000）* 1.553（0.000）* 9.116（0.000）* 

高剂量组 给药第 2 周 81.69±7.40 67.46±7.11 591.02±30.69 

 给药第 4 周 36.86±4.29 32.58±2.74 176.47±15.26 

 两个时点比较：F（P） 1.307（0.000）* 1.850（0.000）* 8.347（0.000）* 

3 讨论 

随着糖尿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提升，有关于糖

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研究日趋成为临床研究重点。本研究

发现，高剂量组小鼠体重、血糖、心脏重量显著低于模

型组、低剂量组和中剂量组，不同时点比较，四组小鼠

随着时间迁移，体重、血糖、心脏重量呈现明显下降趋

势。高剂量组小鼠SOD、ROS含量显著高于模型组、低剂

量组和中剂量组，MDA含量显著低于模型组、低剂量组

和中剂量组。不同时点比较，四组小鼠随着时间迁移，

SOD、ROS含量显著上升，MDA含量显著下降。高剂量

组小鼠IL-6、IL-1β、TNF-α含量显著低于模型组、低

剂量组和中剂量组。 

本研究还发现，四组小鼠随着时间迁移，IL-6、IL-1

β、TNF-α含量显著下降，表明在糖尿病对机体的损伤

中，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起着重要作用。SOD是具有抗

衰老的特殊效果。MDA是氧化应激的标志物。ROS在组

织再生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实验表明，高剂量组的基

本参数指标及炎症指标显著优于中剂量组及低剂量组，

提示EGCG对糖尿病小鼠氧化应激损伤和心肌有着显著

影响，能够明显降低小鼠心肌损伤的风险。综上，EGCG

具有抗氧化作用，应加大对EGCG开发的投入，为更多的

糖尿病患者谋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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