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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研究富硒黑木耳多糖对降血糖作用的影响。方法：采用热水浸提法分别提取富硒黑木耳多糖和

普通黑木耳多糖。按计量腹腔注射STZ使小鼠成功建立I型糖尿病的患病模型，后分7组，每天灌喂一定

剂量的多糖溶液和盐酸二甲双胍溶液，共灌胃4周。30 d后，测定小鼠葡萄糖耐量。取小鼠血液保存，

测定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糖化血红蛋白(GHb)，取肾、脾、肝、心脏计算脏器系数，并进行

数据分析。结果：富硒高剂量组降血糖效果略好于普通组，富硒高剂量组和普通高剂量组均能降低TC、
TG、GHb值，富硒高剂量组和低剂量组的肝肾脏器系数与阳性对照组均没有显著性差异(p > 0.05)且高

剂量组的脏器系数与阳性对照组接近。结论：富硒高剂量组对糖尿病小鼠模型具有有助于降血糖作用。 
 
关键词 

木耳多糖，硒，降血糖 

 
 

Hypoglycemic Effect of Selenium  
Enriched Auricularia Auricula  
Polysaccharide 

Shuai Hao1, Xintong Lu1, Xin Qi2, Donglie Piao3, Chengbi Cui1,2,4* 
1Agricultural College of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2School of Pharmacy of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3Yanbian Natural Fungus Industry Co., Ltd., Yanji Jilin 
4Key Laboratory of Changbai Mountain Natural Medicine Research Ministry of Education,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Received: Sep. 9th, 2021; accepted: Oct. 11th, 2021; published: Oct. 18th, 2021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hjfns
https://doi.org/10.12677/hjfns.2021.104033
https://doi.org/10.12677/hjfns.2021.104033
http://www.hanspub.org


郝帅 等 
 

 

DOI: 10.12677/hjfns.2021.104033 289 食品与营养科学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elenium-enriched black fungus polysaccharides on lowering 
blood sugar. Method: The selenium-enriched black fungus polysaccharide and common black 
fungus polysaccharide were extracted separately by hot water extraction. According to the me-
tered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STZ, the mice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the prevalence model of 
type 1 diabete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7 groups and were fed a certain dose of polysaccharide 
solution and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solution every day for 4 weeks. After 30 days, the mice’s 
glucose tolerance was measured. The blood of the mice was taken and preserved, and then the to-
tal cholesterol (TC), triglycerides (TG) and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GHb) were measured. We 
take the kidney, spleen, liver, and heart of the mouse to calculate the organ coefficients and ana-
lyze the data. Results: The selenium-enriched high-dose group had a slightly better blood sugar 
lowering effect than the ordinary group. Both the selenium-enriched high-dose group and the or-
dinary high-dose group could reduce the values of TC, TG, GHb, and the liver and kidney organ 
coefficients of the selenium-enriched high-dose group and low-dose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from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p > 0.05), and the organ coefficient of the 
high-dose group was close to that of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high-dose sele-
nium-enriched group has a beneficial effect on lowering blood sugar in diabetic mous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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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糖尿病作为第三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逐年增加[1]。引发糖尿病的原因有很多：过度饮食、肥胖、

酗酒[2]、抑郁和吸烟[3]。糖尿病在临床上可分为 I 型、II 型和妊娠糖尿病[4]，I 型糖尿病的典型临床表

现是烦渴、多尿、多食和体重减轻，II 型糖尿病在发生之前通常会有肥胖。因此在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

糖尿病防控对策的同时，寻找能够有效的降低血糖的食品也成为当今的热度话题。 
黑木耳是中国的传统食用菌。在我国一直有清肺抗尘的功效，由于其降低血糖、预防和治疗动脉

粥样硬化、对抗肿瘤的能力，它被称为“食品阿司匹林”[5] [6] [7]。多糖作为黑木耳重要的营养成分

有许多独特的生理活性，如降血糖血脂、抗肿瘤和抗氧化能力、促进机体胰岛 β 细胞再生、改善胰岛

素分泌等[8]。 
硒是作为人体内必需的微量元素[9]，对抗氧化、预防心脏病、糖尿病、大骨节病、克山病、维持甲

状腺的正常功能，甚至延长寿命都是非常有帮助的[10]。经实验证明，硒在食用菌中主要以多糖硒的形式

存在[11]。最近几年的研究中，证明了食用菌有很好的富硒能力，多糖与硒结合成为多糖有机硒化合物，

更易被人体吸收，富硒食用菌的栽培研究也受到了大家的推广[12]。因此对富硒黑木耳多糖的研究很有意

义，而且可研究的方面很广。本实验通过给患 I 型糖尿病小鼠灌喂富硒黑木耳多糖和普通黑木耳多糖进

行比对测定葡萄糖耐量、糖化血红蛋白、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脏器系数，未来研究富硒黑木耳多糖对

降血糖的功效，为降糖新药的开发和对富硒黑木耳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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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与方法 

2.1. 试剂和试剂盒 

乙醇：分析纯，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苯酚：分析纯，天津永晟化工厂 
浓硫酸：分析纯，北京化工厂 
葡萄糖：药用级，潍坊盛泰药业有限公司 
柠檬酸、柠檬酸钠：分析纯，天津华东试剂厂 
链脲佐菌素：1 g，美国 SIGMA 公司 
盐酸二甲双胍：药用级，山东明仁福瑞达制药有限公司 
TC、TG、GHb 测试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2.2. 动物 

选取雄性 KM 种小鼠 40 只，体重 18 ± 2 g 左右，由长春动物实验中心提供。在延边大学食品研究中

心动物室内适应性喂养 7 d，期间自由摄食和饮水，多笼饲养。基础饲料和垫料由延边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提供。 

2.3. 仪器 

分析天平：上海卓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离心机：上海卢湘仪器有限公司；旋蒸冷凝器：东京理化

器械株式会社；真空泵：日本 ULUAC KIKO 公司；冷冻干燥机：西班牙 Telstar 集团公司；血糖仪：天

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4. 木耳多糖的提取 

2.4.1. 材料预处理 
将富硒和普通黑木耳经粉碎机过(40~60)目筛，粉碎得到木耳粉。 

2.4.2. 提取方法 
木耳粉→热水浴浸提 3.5 h (料液比 1:40 (m/V)、提取温度 90℃)→离心 10 min (3500 r/min)→上清液抽

滤→浓缩→Sevag 法除蛋白 3 次→95%醇沉 3 h→离心 10 min (3500 r/min)→冻干→黑木耳多糖。 

2.4.3. Sevage 法脱蛋白 
取浓缩后的多糖溶液按 4:1 的比例与 Sevage 溶液(正丁醇: 氯仿为 1:4)混合，置于具塞试管中，充分

振摇 30 min 后，以 3500 r/min 的转速经离心机离心 10 min，然后将水相与氯仿相分开。 

2.5. 实验方法 

2.5.1. 多糖含量的测定 
称取两种木耳多糖各 1 mg 加入蒸馏水定容至 1 mL，加入质量分数为 6%苯酚 1 mL 和浓硫酸 5 mL，

通过沸水浴 20 min 进行显色，冷却至室温后于 490 nm 波长下测定吸光度 OD 值。 

2.5.2. 标准曲线的测定方法 
用分析天平秤取葡萄糖 5 mg，加入蒸馏水定容至 50 mL 配置成浓度为 0.1 mg/mL 的葡萄糖溶液。取

6 个试管分别吸取 0、0.2、0.4、0.6、0.8、1.0 mL 的葡萄糖母液，然后每一个试管均进行如下操作：加入

蒸馏水补至 1.0 mL 后，加入质量分数为 6%苯酚 1 mL 和浓硫酸 5 mL，摇匀，通过沸水浴 20 min 进行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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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冷却至室温后于 490 nm 波长下以空白试剂为参比，测定吸光度 OD 值。X 轴为浓度 Y 轴为吸光度得

到标准曲线。 

2.5.3. 小鼠造模和测血糖方法 
1) 糖尿病模型建立方法 
更换小鼠垫料，同时 12 h 内只喂水禁食，12 h 剪尾测量小鼠空腹血糖值并记录当时血糖值和体重。

按照体重给小鼠腹腔注射剂量为 120 mg/kg·BW 的 STZ 溶液，注射结束后 1 h 恢复进食。造模后正常喂

养一周，第 7 天禁食不禁水测其体重和血糖值，当血糖值高于 11.1 mmol/mL 时确定 I 型糖尿病小鼠造模

成功，同时剔除血糖值低于 11.1 mmol/mL 的小鼠。 
2) 小鼠血糖值和糖耐量测定 
血糖值：小鼠隔夜禁食 12 h 后，剪尾取血测量其空腹血糖值并记录，弃第一滴血以第二滴血液为准。 
糖耐量：最后一次灌胃后隔夜禁食 12 h，经口按照剂量为 2 g/kg·BW 一次性灌胃大剂量葡萄糖溶液

后，每 30 min 测量一次血糖值持续观察 2 h，并记录。 
3) I 型糖尿病小鼠分组 
将适应性喂养 7 d 后的小鼠 40 只，隔夜禁食不禁水 12 h，随机选取 5 只作为空白对照组，剩余的 35

只按照体重腹腔注射 STZ 建立 I 型糖尿病模型，其中造模成功 35 只小鼠。随后按表 1 所示对小鼠进行分

组，并灌胃如表所示剂量的多糖溶液和盐酸二甲双胍溶液，连续灌胃 4 周。同时试验过程中需要每天观

察并记录小鼠的体重、进食量、饮水量、每隔 7 天测定一次小鼠的空腹血糖值(禁食 12 h)，最后一次灌胃

结束后隔夜禁食 12 h 测量小鼠葡萄糖耐量并记录数据。 
 
Table 1. Groups and drug dosage (n = 7) 
表 1. 分组及灌胃剂量(n = 7) 

组别 试剂 剂量(mg/kg·BW) 

空白 蒸馏水 - 

富硒高剂量组 富硒木耳多糖 400 

富硒中剂量组 富硒木耳多糖 200 

富硒低剂量组 富硒木耳多糖 100 

普通高剂量组 普通木耳多糖 400 

阳性对照组 盐酸二甲双胍 400 

阴性对照组 蒸馏水 - 

2.5.5. 指标测定 
1) 脏器系数测定 
灌胃 30 天后将小鼠眼球取血，脱颈处死，取其肾、脾、肝、心脏用生理盐水清洗然后用滤纸吸干水

分并测出上述器官的湿重。 
2) TC、TG、GHb 测定 
将取好的脏器和血液分别保存，按照试剂盒说明书的步骤，取相对应的脏器或血液按步骤操作来测

定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糖化血红蛋白(GHb)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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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统计方法 
本实验使用 SPSS 17.0 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所得数据以图表和均值 ± 标准偏差

( X SD± )的形式表示。P < 0.05 表示有显著性差异，P < 0.01 表示具有极显著性差异，P > 0.05 表示无显

著性差异即无统计学意义。 

3. 结果与分析 

3.1. 标准曲线 

经酶标仪测定用 Excel 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的整理与分析得到标准曲线为 

( )20.0012 0.0657 0.9998y x R= + =  

3.2. 富硒黑木耳多糖对小鼠体重、 食物和水的摄入量影响 

由表 2 可以看出，未造模前小鼠初始体重差别不大，造模成功后，空白组小鼠体重显著高于患病组

体重小鼠，而进食量和饮水量明显低于患病组。随着给药天数的增加，患病组小鼠体重呈增加趋势，阳

性对照组小鼠体重增长最快，阴性对照组小鼠体重增长最慢且二者均与其他组有显著性差异(p < 0.05)。
在患病组中阴性对照组小鼠的进食量和饮水量均最多，阳性对照组则最少，随着木耳多糖的给药浓度增

加进食量和饮水量明显下降且富硒高剂量组最少。 
 
Table 2. Body weight, food consumption and water consumption 
表 2. 体重、摄食量、饮水量 

 初始体重 最终体重 体重增加 进食量 饮水量 

空白组(g) 21.7 ± 1.82a 43.15 ± 6.33a 25.45 ± 7.41a 2865.53 4818.32 

富硒高剂量组(g) 20.11 ± 0.99a 35.49 ± 5.88b 15.38 ± 5.85b 3583.19 7156.37 

富硒中剂量组(g) 20.57 ± 1.28a 34.72 ± 3.90b 14.15 ± 3.54b 3677.07 7433.79 

富硒低剂量组(g) 21.72 ± 2.47a 38.23 ± 8.72b 16.51 ± 10.87b 3880.38 7517.36 

普通高剂组(g) 20.45 ± 0.79a 36.96 ± 4.03b 16.51 ± 3.46b 3647.79 7279.36 

阳性对照组(g) 21.97 ± 1.41a 40.17 ± 6.45ab 22.20 ± 9.11a 3413.63 6713.63 

阴性对照组(g) 21.64 ± 1.67a 29.87 ± 3.99c 10.23 ± 4.01c 4409.79 7788.36 

注：同行数据之间有不同字母的表示其差异显著(p < 0.05)。 
 

经过 30 天的灌胃对比造模前后的小鼠状态可得：空白组小鼠进食量饮水量排尿量均正常，健康活泼，

毛色柔顺，体重增长较快；患病组小鼠整体进食、饮水及排尿量明显增加且垫料浸湿严重，同时精神状

态较差，毛色枯黄，体型瘦小，但随着给药天数和给药浓度的增加小鼠的毛发逐渐柔顺，精神状态逐渐

转好。由此可得富硒黑木耳多糖在减缓糖尿病小鼠三多一少的症状方面有一定影响。 

3.3. 富硒黑木耳多糖对小鼠血糖指标的影响 

图 1 为小鼠 4 周内血糖值的变化曲线。将适应性喂养 7 d 后的小鼠，更换垫料 12 h 内只喂水禁食后

测定其空腹血糖值，可以看出造模前各小鼠血糖值相近均小于 11.1 mmol/L，造模成功后，患病组小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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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值显著高于空白组小鼠(p < 0.05)且血糖值均高于 11.1 mmol/L。按照分组剂量给小鼠灌胃 30 天，每 7
天测一次空腹血糖发现，空白组小鼠血糖值呈稳定趋势并小于 11.1 mmol/L，患病组中阴性对照组小鼠血

糖值持续上升无下降趋势，血糖值显著高于其他组(p < 0.05)，阳性对照组小鼠血糖值迅速下降且显著低

于其他组(p < 0.05)，其他组小鼠血糖值随着给药天数和给药浓度的增加下降趋势也有所增加。富硒高剂

量组和普通高剂量组在前三次的血糖测试中差异不显著(p > 0.05)，血糖下降速度比其他组快，并且在一

定程度上与阳性对照组(二甲双胍组)降糖效果相似，但在最后一次血糖测试中，富硒高剂量组降糖效果比

普通高剂量组降糖效果更好。综上可以得出高剂量的富硒黑木耳多糖对降血糖的效果比其他组要好，这

也证明了黑木耳多糖对降低血糖值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同时根据宗灿华等[13]的实验结果也再次证明这一

结论。 
 

 
Figure 1. Changes of blood glucose in mice of each group 
图 1. 各组小鼠血糖变化 

3.4. 富硒黑木耳多糖小鼠糖耐量的影响 

口服葡萄糖耐量是对糖尿病防治药物进行评价的一个方面。图 2 是小鼠最后一次灌胃后，隔夜禁食

12 h，经口按照剂量为 2 g/kg·BW 一次性灌胃大剂量葡萄糖溶液，每 30 min 测量一次血糖值持续观察 2 h
得到的小鼠糖耐量。由图可得 0~30 min 各组小鼠血糖值明显提升，但空白组血糖提升速度缓慢，患病组

提升速度较快。60 min 时各组小鼠血糖值显著增加并达到最高值，包括空白组在内的所有小鼠血糖值均

高于 11.1 mmol/L。60~120 min 各组小鼠血糖值逐渐降低。患病组中阳性对照血糖值下降趋势显著高于其

他组(p < 0.05)。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多糖组下降趋势比较明显。其中富硒高剂量组血糖下降趋势显著高于

其他多糖组(p < 0.05)且与阳性对照组下降趋势相似，可以说明富硒黑木耳多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修复由

STZ 导致的小鼠糖耐量的损伤，并且富硒高剂量对改善小鼠糖耐量效果较好，说明富硒黑木耳多糖对提

高 I 型糖尿病小鼠抗高血糖能力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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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hanges of oral glucose tolerance in mice of each group 
图 2. 各组小鼠葡萄糖耐量的变化 

3.5. 富硒黑木耳多糖对小鼠糖化血红蛋白、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的影响 

TC、TG、GHb 是现今用来衡量血糖控制的三个重要标准，通过三个指标的变化也可以作为检测降

糖药物的手段。胰岛素的耐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 TG 在机体内的代谢强度，一旦胰岛素的作用变弱，

那么就会减慢含有 TG 的颗粒的水解速度，TG 含量因此增加[14]。GHb 是血红蛋白与血清中的糖类进行

非酶促蛋白糖化反应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很难因外界因素作用而分离，血液中 GHb 的水平与血糖的升高

成正比，因此 GHb 可以将一些有关于治疗糖尿病的问题反映出来，为后续的治疗提供有效参考[15]。 
由表 3 可得空白组小鼠 TC、TG、GHb 值显著低于其他组(p < 0.05)，而阴性对照组三个指标均显著高

与其他组(p < 0.05)。患病组小鼠的各个指标随着给药量的增加逐渐降低，其中阳性对照组数值显著低于富

硒中剂量组和富硒低剂量组(p < 0.05)。两种高剂量组的 GHb 值均与阳性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p > 0.05)， 
 
Table 3. Effects of Polysaccharide on TC, TG and GHb in mice 
表 3. 多糖对小鼠 TC、TG、GHb 的影响 

组别 TC/(mmol·L−1) TG/(mmol·L−1) GHb (%) 

空白 2.93 ± 0.053f 0.93 ± 0.10d 6.81 ± 0.74c 

富硒高剂量组 3.3 ± 0.037d 1.33 ± 0.048c 10.70 ± 0.49b 

富硒中剂量组 3.53 ± 0.036b 1.40 ± 0.056c 12.98 ± 0.77a 

富硒低剂量组 3.61 ± 0.071b 1.54 ± 0.053b 13.30 ± 0.26a 

普通高剂量组 3.40 ± 0.072c 1.05 ± 0.13d 11.01 ± 0.61b 

阳性对照组 3.18 ± 0.053e 1.34 ± 0.053c 10.31 ± 0.39b 

阴性对照组 3.87 ± 0.048a 1.82 ± 0.081a 13.71 ± 0.62a 

注：同行数据之间有不同字母的表示其差异显著(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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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硒高剂量组和富硒中剂量组的 TG 值与阳性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p > 0.05)。综合来看富硒高剂量组与其

他组相比作用效果与阳性对照组最接近。尹凡等[16]实验证明多糖可以通过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从而降低血

糖，因此可以得出富硒黑木耳多糖对提升患病小鼠体内胰岛素同样有帮助，且高剂量的富硒黑木耳多糖对

修复胰岛素帮助效果更好。 

3.6. 富硒黑木耳多糖对小鼠脏器系数的影响 

糖尿病患者的糖代谢水平与其他人相比处于亢奋状态，因此作为糖代谢重要器官的肝脏、肾脏就比

正常水平肿大。而由于糖尿病会伤害机体的免疫功能因此作为免疫器官的脾脏则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萎缩。

因此脏器系数的测定，可以作为检验机体被糖尿病所损伤的程度，也可用来检验糖尿病药物的治疗效果。 
由表 4 可得，无论患病还是健康的小鼠心脏脏器系数都没有显著差异(p > 0.05)。空白组小鼠的肝肾

脏器系数显著低于患病组小鼠(p < 0.05)，阴性对照组的肝肾脏器系数显著高于其他组(p < 0.05)，富硒高

剂量组和富硒低剂量组的肝肾脏器系数与阳性对照组均没有显著性差异(p > 0.05)。阳性对照组脾的脏器

系数最大，阴性对照组最小(p < 0.05)，随着给药剂量的增加患病小鼠肝肾脏器系数逐渐降低，脾的脏器

系数逐渐升高，说明多糖对缓解肝肾肿大修复免疫功能有一定作用。且高剂量组的脏器系数与阳性对照

组最接近，可以得出富硒高剂量组对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肝肾肿大脾脏萎缩的作用性最强。同时汤陈鹏等

[17]实验也可证明多糖能修复脏器损伤，抑制肝脏肿大。 
 
Table4. Numerical value of organ coefficient on mice in each group (%) 
表 4. 各组小鼠脏器系数数值(%) 

组别 心(%) 肝(%) 脾(%) 肾(%) 

空白 0.55 ± 0.15a 4.48 ± 1.07c 0.31 ± 0.11c 1.62 ± 0.13d 

富硒高剂量组 0.60 ± 0.07a 5.28 ± 0.70b 0.39 ± 0.05b 2.08 ± 0.22bc 

富硒中剂量组 0.62 ± 0.08a 5.66 ± 0.56ab 0.36 ± 0.31b 2.36 ± 0.17b 

富硒低剂量组 0.66 ± 0.08a 5.44 ± 0.34b 0.36 ± 0.18b 2.12 ± 0.13bc 

普通高剂量组 0.61 ± 0.06a 5.26 ± 0.51bc 0.38 ± 0.10b 2.30 ± 0.23b 

阳性对照组 0.60 ± 0.07a 5.36 ± 0.63b 0.44 ± 0.14a 1.94 ± 0.36c 

阴性对照组 0.60 ± 0.10a 6.34 ± 0.71a 0.26 ± 0.09d 2.68 ± 0.20a 

注：同行数据之间有不同字母的表示其差异显著(p < 0.05)。 

4. 结论 

实验证明一定剂量的富硒黑木耳多糖，确实可以使患病小鼠体重增长，进食量、饮水量及尿量减少，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糖尿病所引起的“三高一少”的症状。并且能使患病小鼠的血糖值、TC、TG、

GHb 显著降低(p < 0.05)，对修复患病小鼠体内胰岛素有很大帮助。实验可得小鼠的心脏系数较正常，而

肝脏和肾脏由于患病出现的肿大现象和脾脏出现的萎缩现象也随着灌喂高剂量富硒黑木耳多糖而有所缓

解。对比王晶晶[18]的实验可以得出富硒黑木耳多糖能改善小鼠胰岛素的分泌，修复小鼠因糖尿病引起的

肾脏损伤。综上所示，富硒黑木耳多糖对比普通黑木耳多糖降血糖效果更好，说明硒确实可以提升木耳

多糖的降血糖能力。这为后续对富硒产品的研究提供思路，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富硒黑木耳多糖为原料

开发的一系列降血糖产品的市场前景将会非常广阔。 

https://doi.org/10.12677/hjfns.2021.104033


郝帅 等 
 

 

DOI: 10.12677/hjfns.2021.104033 296 食品与营养科学 
 

参考文献 
[1] 宁光. 中国糖尿病防治的现状及展望[J]. 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2018, 48(8): 810-811.  
[2] Marques-Vidal, P, Vollenweider, P. and Waeber, G. (2015)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Incidence of Type 2 Diabetes. 

Results from the CoLaus Study. Nutrition, Metabolism &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25, 75-84.  
https://doi.org/10.1016/j.numecd.2014.08.010  

[3] 蔡美玲. 糖尿病流行及危险因素研究现状[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连续型电子期刊), 2019, 19(18): 46+57.  

[4] 钱虹(综述), 陆锐明(审校). 糖尿病的研究现状及进展[J]. 医学综述, 2015, 21(13): 2418-2420.  

[5] 张燕燕, 刘新春, 王雪, 徐飞, 葛阳阳. 黑木耳营养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进展[J]. 南方农业, 2018, 12(29): 
130-134.  

[6] 张颖, 曾艳, 邱广君, 郁彭, 孙媛霞, 张颖. 刺五加黑木耳酸性多糖化学组成及免疫活性研究[J]. 食品工业科技, 
2017, 38(10): 119-123+128.  

[7] Yuan, X.Q., Gu, X.H., Tang, J. and Wasswa, J. (2008) Hypoglycemic Effect of Semipurified Peptides from Momordi-
ca charantia L. var. abbreviate Ser. in Alloxan-Induced Diabetic Mice. Journal of Food Biochemistry, 32, 107-121.  
https://doi.org/10.1111/j.1745-4514.2007.00150.x  

[8] Wang, P.C., Zhao, S., Yang, B.Y., Wang, Q.H. and Kuang, H.-X. (2016) Anti-Diabetic Polysaccharides from Natural 
Sources: A Review. Carbohydrate Polymers, 148, 86-97. https://doi.org/10.1016/j.carbpol.2016.02.060  

[9] 张勇胜, 李仁兰, 刘妍, 贺瑜, 黄可可. 硒对人体健康作用的研究进展[J]. 内科, 2018, 13(4): 623-625+662.  

[10] 吕明帅, 赵博, 孙文玉, 万水晶, 刘春延, 张国财. 富硒黑木耳多糖的理化性质及抗氧化活性研究[J]. 中国调味

品, 2021, 46(6): 54-59.  
[11] Gu, Y.-G., Qiu, Y., Wei, X., Li, Z., Hu, Z.-Q., Gu, Y.-Y., Zhao, Y.-Z., Wang, Y.-D., Yue, T.-L. and Yuan, Y.-H. 

(2020) Characterization of Selenium-Containing Polysaccharides Isolated from Selenium-Enriched Tea and Its Bioac-
tivities. Food Chemistry, 316, Article ID: 126371. https://doi.org/10.1016/j.foodchem.2020.126371  

[12] 柴新义, 倪瓒鹏, 于士军, 张微微, 殷培峰. 黑木耳菌丝体液体发酵富硒条件优化及其多糖抗氧化活性[J]. 浙江

农业学报, 2017, 29(11): 1903-1911.  

[13] 宗灿华, 于国萍. 黑木耳多糖对糖尿病小鼠降血糖作用[J]. 食用菌, 2007, 29(4): 60-61.  

[14] 王磊, 刘玮. 自拟大黄水蛭合剂对糖尿病患者 TG、TC、LDL-C 和 HDL-C 的影响[J]. 河北医药, 2016, 38(24): 
3776-3778 +3781.  

[15] 佟玉会. 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在糖尿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J]. 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2019, 13(1): 64-65.  

[16] 尹凡, 赵嘉, 侯子驰, 杨曦, 王存鑫, 靖会. 多糖降血糖作用研究[J]. 生物化工, 2019, 5(2): 143-145.  

[17] 汤陈鹏, 吕峰, 刘伊娜. 孔石莼多糖锌对Ⅰ型糖尿病小鼠糖脂代谢及体内抗氧化的干预作用[J]. 食品工业科技, 
2020, 41(1): 295-300+309.  

[18] 王晶晶, 宋志峰, 丁荣春, 魏春雁. 富硒木耳水提物对链脲佐菌素诱导的小鼠糖尿病肾损伤的保护作用[J]. 沈阳

药科大学学报, 2019, 36(5): 410-414. 

https://doi.org/10.12677/hjfns.2021.104033
https://doi.org/10.1016/j.numecd.2014.08.010
https://doi.org/10.1111/j.1745-4514.2007.00150.x
https://doi.org/10.1016/j.carbpol.2016.02.060
https://doi.org/10.1016/j.foodchem.2020.126371

	富硒黑木耳多糖降血糖的作用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Hypoglycemic Effect of Selenium Enriched Auricularia Auricula Polysaccharid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剂和试剂盒
	2.2. 动物
	2.3. 仪器
	2.4. 木耳多糖的提取
	2.4.1. 材料预处理
	2.4.2. 提取方法
	2.4.3. Sevage法脱蛋白

	2.5. 实验方法
	2.5.1. 多糖含量的测定
	2.5.2. 标准曲线的测定方法
	2.5.3. 小鼠造模和测血糖方法
	2.5.5. 指标测定
	2.5.6. 统计方法


	3. 结果与分析
	3.1. 标准曲线
	3.2. 富硒黑木耳多糖对小鼠体重、 食物和水的摄入量影响
	3.3. 富硒黑木耳多糖对小鼠血糖指标的影响
	3.4. 富硒黑木耳多糖小鼠糖耐量的影响
	3.5. 富硒黑木耳多糖对小鼠糖化血红蛋白、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的影响
	3.6. 富硒黑木耳多糖对小鼠脏器系数的影响

	4.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