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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王浆中不同活性组分对
大鼠降血脂效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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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新鲜王浆经过 180目滤网过滤 , 滤液再逐步经过 0.5 μm、0.1 μm和 0.05 μm的无机陶瓷膜过滤 , 分别

得到 5种蜂王浆活性组分。试验用健康雄性 Wister大鼠 ,给予高脂颗粒饲料喂饲后第 9 d,大鼠眶静脉取血 , 测

定血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和高密度脂蛋白(HDL-C)值。高脂血症动物模型成功后 , 随机分为模

型对照组和蜂王浆及各活性组分实验组 , 同时设置正常对照组 ,每组 10只大鼠。分组后连续 6周灌胃蜂王浆

及各活性组分 ,同时继续给予高脂颗粒饲料喂饲 ,之后各组大鼠取血测定 TC、TG和 HDL-C。结果表明:42 d

后 ,新鲜王浆(A组)、经 180目滤网过滤的滤渣(B组)、经 0.5 μm陶瓷膜过滤的滤渣(C组)和再经 0.1 μm陶

瓷膜陶过滤的滤渣(D组)能显著降低大鼠血清 TC含量;A、D组和经多次过滤后的滤液(F组)都有显著降低

大鼠血清 TG含量的作用;在提高 HDL-C含量方面 , A组 、经 0.05 μm的无机陶瓷膜过滤的滤渣(E组)和 F

组都起作用 ,其它各组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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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freshroyaljellyfilteredwith180 mesheswasfilteredbyinorganicmembraneswithsizeof

0.5μm、0.1 μmand0.05 μm, 5 groupsofdifferentcomponentsofroyaljellywereobtained.Healthymale

Wisterratswerefedwithhigh-lipidpelletfeedfor9days, thenthebloodfromeyepitveinwascollectedto

detectthelevelsofserumTC, TGandHDL-C.Theratswererandomizedinto8groups, groupA(freshroyal

jelly), groupB(residueofroyaljellyfilteredby180 meshes), groupC(residueoffilterliquorfilteredby0.5

μminorganicmembranes), groupD(residueoffilterliquorfilteredby0.1μminorganicmembranes), group

E(residueoffilterliquorfilteredby0.05μminorganicmembranes), groupF(thelastfilteredliquor), model

groupandnormalcontrolgroup.Thentheratswerefedwithroyaljelly, activecomponentsandhigh-lipid

pelletfeedinthemeantimefor6weeks.Thebloodwascollectedonthe42thdayandthelevelsofserum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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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蜂王浆活性成分分离与制备

Fig.1　Isolationandpreparationfortheactivecomponentsofroyaljelly

TGandHDL-Cweredetected.Theresultsshowedthatallexperimentalgroupscandecreasethecontentsof

TCandTGsignificantly, especiallythoseofgroupD.ThecontentofHDL-CwasincreasedingroupA,

groupEandgroupF, whilenoeffectinother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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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血管疾病是造成我国人群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患此病症死亡的人数约占总死亡人数的

34% ～ 40%。高血脂病是心血管疾病之一 ,也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AS)和心脑血管病变的重要因素 ,

目前已成为主要的老年疾病 ,也是当今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
[ 1]
。蜂产品是我国的传统中药和食疗

佳品 ,蜂胶和蜂花粉都具有增强免疫和降血脂效果
[ 2 ～ 6]

。蜂王浆化学成分十分复杂 ,含蛋白质 、氨基酸 、

维生素 、激素 、酶及微量元素以及 1O-羟基 -2-癸烯酸(10-HDA)等生物活性物质 ,具有较高的营养

和药用价值
[ 7]
。它对高血压 、低血压 、冠心病 、动脉粥样硬化等都具有一定疗效

[ 8]
,但对其中起作用的

成分及作用机理尚不清楚 。目前国内外对蜂王浆的降血脂效果研究也较少 ,本文针对蜂王浆不同活性

组分对大鼠降血脂作用进行了研究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1.1.1　实验动物　健康雄性 Wister大鼠 ,体重 110 ～ 190 g,由湖北省实验动物研究中心提供 。

1.1.2　实验材料　新鲜蜂王浆由江西农业大学蜜蜂研究所提供。

1.1.3　药物与试剂　胆固醇 ,上海政翔化学试剂研究所生产 ,批号 2001109;胆盐 ,北京奥博星生物技

术责任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 20010112;血清胆固醇试剂盒 、甘油三酯试剂盒和高密度酯蛋白试剂盒由四

川省迈克科技公司生产。

1.1.4　主要仪器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BT-24型);旋转蒸发器(RE52-98型);真空干燥箱(DZF-0

型)。

1.2　实验方法

1.2.1　蜂王浆活性成分分离与制备　将 5 kg新鲜蜂王浆(A组)经 180目滤网过滤得滤渣(B组)和滤

液 ,再将滤液与纯净水按 1∶7的比例混匀 ,在 20℃、平均压力 0.25 MPa下采用孔径大小为 0.5 μm、0.1

μm、0.05μm的无机陶瓷膜进行过滤分离 ,获得颗粒大小不同的 4种活性组分(C、D、E、F组),制备过

程如图 1。

1.2.2　高脂血症动物模型制作　健康

雄性 Wister大鼠 ,体重 150 ～ 200 g,笼

养 ,自由进食饮水 ,每周称一次体重。给

予高脂颗粒饲料喂饲后第 9 d,大鼠眶

静脉取血 ,血样于离心管中 37 ℃水浴

静置 ,然后 3 000 r/min离心 10min,制

成血清样品 。测定血清总胆固醇(TC)、

甘油三酯(TG)和高密度脂蛋白(HDL-

C)值 。

1.2.3　试验动物分组　根据造模成功

后大鼠 TC值随机分为 8组 , 设纯鲜蜂

王浆 A组 、滤渣 B组 、滤渣 C组 、滤渣 D

组 、滤渣 E组 、滤液 F组 、模型对照组

(灌胃清水)、正常对照组(灌胃清水)。

1.2.4　给药及动物处理　分组后开始灌胃给药 ,连续给药 6周 。新鲜蜂王浆组以健康成年人日食蜂王

浆量 100 mg/kg体重为依据 ,按健康成年人 10倍量饲喂老鼠 ,每鼠按 1 g/kg体重每天灌胃 ,模型对照

组和正常对照组用蒸馏水每天灌胃;经无机陶瓷膜分离的蜂王浆活性组分灌胃量根据各活性组分干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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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占新鲜蜂王浆的百分含量进行计算。给药期间 ,各组大鼠继续给予高脂颗粒饲料(94%大鼠全价营

养颗粒基础饲料 、1%胆固醇 、5%猪油 、0.2%胆盐 ,混匀后加工成球状)喂饲 。实验结束(高脂颗粒饲料

喂饲后第 42 d)股动脉取血 ,血样于离心管中 37 ℃水浴静置 ,然后 3 000 r/min离心 10 min,制成血清

样品 ,测定 TC、TG和 HDL-C值。

1.3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采用 StatView5.0的 ANOVAandt-tests进行统计分析 ,各处理平均数间用 ANOVAor

ANCOVA进行差异显著性比较及相关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蜂王浆对大鼠血清总胆固醇的影响

从表 1可知 ,各实验组都使大鼠血清总胆固醇含量下降 ,其中 A组 、B组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显著(P

<0.05);D组 、E组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差异极显著(P<0.01);D组的平均下降率最高 。
表 1　蜂王浆对大鼠血清总胆固醇的影响

Tab.1　TheeffectofroyaljellyonTCofrats

实验分组 实验大鼠数 饲喂蜂王浆前值 /mmol· L-1 饲喂蜂王浆后 42d值 /mmol· L-1 平均下降率 /%

A 10 3.045±0.540 2.480±0.619＊ 18.56

B 10 3.145±0.630 2.506±0.554＊ 20.32

C 10 3.086±0.547 2.630±0.483 14.78

D 10 3.103±0.596 2.320±0.524＊＊ 25.23

E 10 3.022±0.614 2.431±0.436＊＊ 19.56

F 10 3.105±0.436 2.638±0.282 15.04

正常对照组 10 1.691±0.295＊＊ 1.727±0.355＊＊ -2.13

模型对照组 9 3.122±0.445 3.032±0.379 2.88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 ＊表示差异显著(P<0.05), ＊＊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平均下降率 =(饲喂蜂王浆前

TC值 -饲喂蜂王浆后 TC值)/饲喂蜂王浆前 TC值 ×100%。

2.2　蜂王浆对大鼠甘油三脂的影响

由表 2可知各实验组的甘油三脂含量均有所下降 ,其中 A组 、D组和 F组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显著性(P<0.05);D组的平均下降率最高。
表 2　蜂王浆对大鼠甘油三脂的影响

Tab.2　TheeffectofroyaljellyonTGofrats

实验分组 实验大鼠数 饲喂蜂王浆前值 /mmol· L-1 饲喂蜂王浆后 42d值 /mmol· L-1 平均下降率 /%

A 10 2.067±0.583 1.523±0.427＊ 26.32

B 10 2.021±0.567 1.753±0.557 13.26

C 10 2.109±0.494 1.624±0.374 23.00

D 10 2.074±0.453 1.485±0.356＊ 28.40

E 10 2.076±0.624 1.935±0.725 6.79

F 10 1.964±0.260 1.487±0.232＊ 24.29

正常对照组 10 1.084±0.251＊＊ 1.119±0.399＊＊ -3.23

模型对照组 9 1.908±0.623 1.998±0.615 -4.72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 ＊表示差异显著(P<0.05), ＊＊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平均下降率 =(饲喂蜂王浆前

TG值 -饲喂蜂王浆后 TG值)/饲喂蜂王浆前 TG值 ×100%。

2.3　蜂王浆对大鼠高密度脂蛋白的影响

由表 3可知 ,实验结束时 ,各实验组的大鼠高密度脂蛋白含量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只有 F组差异显

著(P<0.05)。但与饲喂蜂王浆前的值进行比较 , A组 、E组和 F组高密度脂蛋白均有所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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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蜂王浆对大鼠高密度脂蛋白的影响

Tab.3　TheeffectofroyaljellyonHDL-Cofrats

实验分组 实验大鼠数 饲喂蜂王浆前值 /mmol· L-1 饲喂蜂王浆后 42d值 /mmol· L-1 平均下降率 /%

A 10 0.998±0.136 1.126±0.138 12.83

B 10 1.094±0.078 0.986±0.158 -9.87

C 10 1.087±0.149 1.033±0.175 -4.97

D 10 1.104±0.213 1.056±0.223 -4.35

E 10 1.028±0.172 1.163±0.208 13.13

F 10 1.084±0.151 1.214±0.187＊ 11.99

正常对照组 10 1.126±0.187 1.123±0.324 -0.27

模型对照组 9 1.067±0.127 0.992±0.127 -7.03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 ＊表示差异显著(P<0.05);平均提高率 =(饲喂蜂王浆后 HDL-C值 -饲喂蜂王浆后 HDL

-C值)/饲喂蜂王浆前 HDL-C值 ×100%。

2.4　蜂王浆对大鼠体重和主要脏器系数的影响

由表 4可知 ,在实验过程中仅在第 2周 B组体重比模型组显著偏低(P<0.05),至实验结束时各实

验组与模型对照组并无显著性差异(P>0.05)。肝体系数和脾体系数也无显著性差异(P>0.05)。
表 4　蜂王浆对大鼠体重和主要脏器系数的影响

Tab.4　Theeffectofroyaljellyonweightandorgancoefficientofrats

实验分组 实验大鼠数 2周体重 /g 4周体重 /g 6周体重 /g 肝 /体 /% 脾 /体 /%

A 10 311.10±23.34 334.80±28.47 370.40±32.00 0.039 9±0.002 9 0.002 2±0.000 4

B 10 299.30±21.84＊ 331.60±24.36 366.70±33.08 0.038 6±0.003 4 0.002 3±0.000 4

C 10 314.00±29.33 338.70±28.55 387.20±28.78 0.038 5±0.002 9 0.002 2±0.000 3

D 10 310.00±32.51 328.90±35.56 375.90±45.01 0.040 0±0.008 6 0.002 1±0.000 3

E 10 309.50±28.87 337.40±32.81 379.90±37.07 0.038 4±0.003 4 0.002 1±0.000 2

F 10 323.20±22.15 354.60±24.01 387.10±30.29 0.036 6±0.002 4 0.002 1±0.000 3

正常对照组 10 333.60±36.39 363.70±37.32 385.70±32.94 0.031 5±0.003 5 0.002 3±0.000 4

模型对照组 9 328.44±31.85 348.44±34.34 386.89±41.48 0.037 3±0.003 7 0.002 2±0.000 2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 ＊表示差异显著(P<0.05)。

3　讨　论

冠心病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高血脂症是其最重要的病因 ,降低血脂可延迟冠脉损害 ,使

高脂血症造成的冠脉内皮细胞功能障碍逆转。本试验表明 ,新鲜蜂王浆具有显著降低高脂血症大鼠血

清 TC、TG和提高 HDL-C含量的作用 ,提示蜂王浆通过调整高脂血症动物模型体内各种脂蛋白的比

例 ,提高 HDL-C含量 ,降低 TC、TG含量而起降脂作用 ,此作用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这与前人报

道相符
[ 9, 10]

。在蜂王浆各活性组分试验中 , D组和 E组显著降低大鼠血清 TC值 ,提示起降低胆固醇的

活性成分主要集中在 0.05 ～ 0.5 μm的粒径范围。蜂王浆各活性组分均能降低大鼠血清 TG值 ,但只有

A组 、D组和 F组效果显著 ,这可能是有多种不同粒径的成分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在提高 HDL-C含量

方面 , A组 、E组和 F组都起作用 ,其它各组无效果 ,这可能是起该作用的成分粒径小于 0.1 μm。本试

验是针对蜂王浆降血脂成分的初步研究 ,希望能通过后续一系列试验找出蜂王浆的功能单体 ,更科学地

揭示蜂王浆降血脂作用。
致谢:在实验过程中得到了江西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医学实验动物中心杨新跃 、周银平两位同志的指导和

帮助 , 在此表示谢意。 (下转第 8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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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微生物是土壤有机质和土壤养分转化和循环的动力 ,对土壤中养分供应起着重要作用
[ 7]
,土

壤酶活性与土壤养分密切相关 ,反映土壤养分(尤其是 C、N、P)转化的强弱 ,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标

志
[ 8 ～ 11]

。可见 ,化学除草剂的使用在有效防除稻田杂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土壤中微生物的

数量及土壤中一些酶的活性 ,从而影响了稻田土壤质量及供肥能力 。

3　结　论

稻田施用化学除草剂可有效地防除杂草 、减轻杂草的危害 ,对水稻生长无明显不良影响 ,为保障水

稻的高产高效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加量施用 ,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水稻的分蘖和生长 ,从而影响产量。

土壤微生物和土壤酶活性反映土壤养分转化的强弱 ,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标志 。化学除草剂的使用

在有效防除稻田杂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土壤中微生物的数量及土壤中一些酶的活性 ,从而

影响了稻田土壤质量及供肥能力 ,且施药量越大影响越大。

为有效地防除稻田杂草而又不影响土壤生态与环境 ,应合理使用化学除草剂或寻求无化学替代品 ,

尽可能地减少化学除草剂的用量 ,并结合施用方法 、农艺措施和配合辅助剂等 ,以达到化学除草剂减量

高效使用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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