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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 观察针刺对肥胖大 鼠促黑皮质素 (M S曲 及前阿片 黑素促皮质激素原 ( P O M O 的影响
。

方法
:
选用刚断乳

健康 SD 雄性大鼠
,

分为 正常组和造模组
,

采用 自制 高脂饲料制备肥胖大鼠模型
,

随机分 为模型组及针刺组
,

针刺组针刺梁 门
、

天枢
、

大横
、

内庭穴
,

连续 治万 2 周
。

观察各组大 鼠 M SH 及 P O M c 的 变化
。

结果 : 针刺后针刺组大鼠体重下 降
,

与模型组比

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尸
< O

一

01 )
。

针刺组 M s H
、

P o M c 水平 明显低于模型组 (尸
< O刀动 ; 针刺后针刺组 M s H

、
P o M c 与

正常组比较
,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尸
> 0

.

0动
。

结论 : 针刺在改善肥胖大鼠体重的同时可调节肥胖大鼠 M SH 及 P O M c 的水平
。

〔关键词」肥胖 ; 针刺 ; 促黑皮质素 (M s曲 ; 前阿片黑素促皮质激素原 (P o 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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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是一种由食欲和能量调节紊乱引起的疾病
,

与遗传
、

环境
、

膳食结构等多种因素有关
,

发病机制涉及神经及内分泌

调节功能的紊乱
。

从能量代谢的角度看
,

肥胖是能量的摄入大

于消耗
,

是一种能量平衡失调的表现
。

近年来研究表明
,

进食

是在神经系统严密控制下的一种行为活动
,

食欲受到下丘脑

的综合调节
,

使机体将体重严格控制在一个很少的波动范围

内 1[] ,

前阿片黑素促皮质激素原 (p O M c) 是很多神经肤共同的

前体
,

p O M C 基因可以表达多种神经肤
,

促黑皮质素 (M S )H

是由 p O M C 基因表达的一组与色素代谢有关的肤类激素
,

有

研究证明它们与动物进食量的调节密切相关
。

本研究通过实验

探索针刺对肥胖大鼠 M S日及 p O M C 的影响
,

探讨针灸减肥

的机制
,

希望为临床针刺治疗肥胖病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仪器和试剂 电子天平 2 00 4
,

由上海天平仪器厂提供 ;

G 6 80 5 型针灸治疗仪
,

由上海医 疗器械厂提供 ; M S日 及

pO M C 测定用 ELI S A 法检测
,

试剂盒均购于 A O L 公司
。

1
.

2 动 物模型 制作 选用刚断乳健康 5 0 雄性大鼠
,

体重

6 0 ~ 9 0 9
,

由广州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根据孙志团

方法改进
,

将 60 只 5 0 大鼠
,

随机分为 2 组
,

正常组 10 只
,

喂普通饲料 ; 模型组 5 0 只
,

喂高脂饲料
。

所有动物在造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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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自由摄食摄水
,

水
、

垫料每天更换 1 次
。

光照 : 12 h 交

替
,

温度 1 8 ~ 2 2℃
。

喂养 12 周后
,

将模型组中体重高于正常

组平均体重 20 % 的作为成功单纯性肥胖大鼠模型
。

1
.

3 研究方法

1
.

3
.

1 实验分组 将造模成功的 20 只大鼠按随机数字表
,

随

机分为对照组
、

针刺组
,

各组 10 只
,

正常组 10 只
。

1
.

3
.

2 偷穴选定 选取大鼠双侧大肠募穴天枢
、

足阳明胃经

穴位梁门
、

大横
,

荣穴内庭
,

以泻胃健脾
,

化湿消脂
。

定位参

照华兴帮教授团方法
。

1
.

3
.

3 治 万 方法 针刺组大鼠用水合氯醛按 0
.

巧 m L门 00 9 剂

量腹腔注射麻醉后
,

将大鼠捆绑于自制大鼠固定器中
,

酒精消

毒穴位
。

取 3 2 号 .0 5 寸毫针进针 .0 5 一 .0 8 〔 m
,

然后于梁门

两穴接通 G 68 0 5 型电针治疗议
,

频率 10 日z ,

强度 .0 5 V
,

连

续波
,

治疗每次 10 m in
。

每天 1 次
,

分别治疗 2 周
。

正常组
、

对照组大鼠如上述方法麻醉后分别置于固定器中相同时间
,

给

予针刺
。

各组处理时间为每天 9 一 1 1 时
,

治疗期间各大鼠均

用全价饲料喂养
。

1
.

3
.

4 样品采集 各组动物于治疗后
,

空腹过夜
,

次日 9 一

1 1 时
,

采集血样
,

择眼球取血
。

大鼠断头处死后
,

置冰上迅

速分离下丘脑室旁核 (pV N)
,

迅速放入
一

7 0℃液氮中备用
。

将

下丘脑标本从
一

7 0℃冰箱取出
,

解冻
。

脑匀浆 : 每个标本加入

生理盐水 1 m L 匀浆
,

再用 1 m L 生理盐水冲洗匀浆器
,

根据

下丘脑重量
,

使匀浆溶液浓度在 10 % 左右
,

每个样品中再加

入生理盐水 3 m L
, 一

4℃ 4 00 0 转离心 巧 m in
,

吸取溶液 1

m L 入 1
.

5 m L离心盒待测
。

余下脑匀浆保存在动物房内冰箱

(
一

2 0 oC )
。

1
.

3
.

5 测定方 法 M S日及 p O M C 测定用 E L巧 A 法检测
,

均

严格按照说明书步骤操作
。

1
.

4 统计学方法 计量数据以标士
、
)表示

,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进行多组间均数比较
。

2 结果

2
.

1 各组治 万 前后体重 比较 见表 1
。

在治疗过程中
,

正常

组
、

对照组及针刺组大鼠各死亡 1 只
。

针刺后针刺组大鼠体

重下降
,

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P < 0
.

01 )
。

pO M C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P < .0 0 5) ; 针刺后针刺组 M S日
、

pO M C 与正常组比较
,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提示

针刺在减轻肥胖大鼠体重的同时
,

可调节肥胖大鼠的 M S日
、

PO M C 水平
。

表 2 各组 M S H
、

P O M C 变化 t匕较肠士
、
)

陇城pg力tT )

麟
.

1 士 1 3
.

2

3 7
.

8 士 1 3
.

4

5 6
.

6 士 1 9
.

4①

p已旧 gn 力tT )

10
.

1 士 2
.

3

5
.

8 士 3
.

0

8
.

8 士 2
.

8①

与对照组比较
,

①尸 < 0 05

3 讨论

针灸的减肥作用是通过多系统
、

多功能的综合调整来实现

的
,

特别是神经
一

内分泌系统的调整作用
。

日a g a n M M 等 4[]

以灌胃法使大鼠肥胖
,

以原位杂交法检查下丘脑的 p O M C 基

因表达
,

与对照组比增加 18 0%
,

后让动物恢复自由饮食
,

一

组动物脑室注射 M S日 受体阻断剂
,

另一组注射人工脑脊液
,

结果注射阻断剂组体重增加 2 6 5%
,

另一组体重是下降的
,

说

明 M S日可以促进动物的进食
。

本实验发现针刺对肥胖大鼠的体重有调节作用
,

推测针刺

可能通过影响下丘脑食欲调节中枢的功能达到抑制食欲的结

果
。

本研究显示 : 作为食欲调节的 p O M C
一

M S日
一

M C4 R 信号

轴
,

在肥胖状态下有显著性改变
,

对照组大鼠的 M S日 和

pO M C 水平都比正常组明显降低
,

而针刺可使肥胖状态下大

鼠的 M S 日 及 p O M C 水平改善且接近正常水平 (P
> 0

.

05 )
,

因此
,

p O M C
、

M S 日在饮食摄入
、

体重调节方面有重要作

用
,

针刺在减轻肥胖大鼠体重的同时具有调节大鼠 M S日及

pO M C 水平的功能
,

是针刺调节食欲
、

减肥的中枢机制之一
。

表 1 各组治疗前后体重比较肠士 s) 吕

组 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正常组 9 4 03
.

0 士 26
.

4 3 97
.

6 士 4 1
.

8

针刺组 9 5 13
.

7 士 2 2
.

1 44 7
.

4 士 1 5
.

3 ①

对照组 9 5 27
.

0 士 1 8
.

8 4 9 0
.

4 士 2 0
.

4

与对照组治 万后 比较
,

①尸 < 0 01

2
.

2 各组 M S H
、

P O M C 变化 比较 见表 2
。

针刺组 M S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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