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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观察酒精对滇西亚种树鼩生长发育和部分系统生理功能的影响，将试验树鼩随机分为酒精组

（30只）和对照组（10只）。酒精组树鼩按体重每 100 g灌服 0.38 mL 56%红星二锅头，对照组灌服相同剂量蒸馏

水。每 2周采用电子天平称量树鼩体重，每天定时采用电子体温计测定灌服前、灌服供试品后 1.5 h和 3 h直肠温

度，每天观察记录树鼩灌服供试品后出现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症状。测定的体温和称量的

体重采用 SPSS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试验结果表明，酒精组树鼩的体重增长相对慢于对照组，酒精组树鼩

灌服酒精后体温显著低于对照组（ ＜0.05）。酒精组树鼩出现了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障碍并

表现出相应的临床症状。说明酒精能够影响树鼩正常的生长发育和部分系统的生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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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对滇西亚种树鼩生理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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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范围内随着酒精性饮料的消耗日益

激增，酒精引起机体的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运动

系统、神经系统等疾病也逐年升高。酒精性系统疾

病已经严重威胁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并引起了临床

医生和广大患者的重视[1]。为进一步探索酒精对机

体各系统的损伤机制、防治措施及新型药物的开

发，建立与人类酒精性疾病相类似的动物模型就显

得十分必要。目前研究报道[2]指出酒精性肝损伤模

型常用的动物有大鼠、小鼠、豚鼠、猴、斑马鱼等。但

由于啮齿类动物、斑马鱼与人类亲缘关系较远、猴

成本较高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试验动

物在酒精性肝损伤试验研究中的应用，故很有必要

进一步探索与人亲缘关系较近、疾病过程类似人类

酒精性肝损伤理想的动物模型。研究报道[3]，指出从

基因序列分析来看，树鼩是灵长类动物的近亲，其

大体解剖、新陈代谢与大小鼠、犬等动物相比与人

更接近。因此，笔者采用酒精灌服树鼩模拟人类饮

酒模式来观察酒精对树鼩机体部分系统生理功能

的影响，为深入研究建立酒精性树鼩疾病模型提供

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1）56°红星二锅头。购于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

司。

2）试验树鼩与饲料。由昆明医科大学实验动物

学部提供，其生产许可证为 SCXK（滇）K2013-0002，

使用许可证为 SYXK（滇）2011-0004。树鼩全价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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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树狗鼬灌服白酒后对各系统生理功能影响的观察结果

酒精组
对照组

灌酒前 灌酒后 恢复期

39.24±0.76 37.81±1.19* 39.82±0.24 39.50±0.65

项目 运动系统 神经系统 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

酒精组 共济失调、随意躺睡 意识障碍，对外界刺激反应迟钝 呼吸浅而慢 恶心呕吐、腹泻、流涎

对照组 运动协调、上蹿下跳 意识清醒，对外界刺激反应敏捷 呼吸深浅一致且均匀 未见明显的不良反应

2.2 树狗鼬灌服白酒后体温变化情况

树鼩灌服白酒后体温变化的统计结果表明（表

2），树鼩灌服酒精后体温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灌

服酒精后 1.5 h体温显著低于对照组（ ＜0.05），灌

服酒精后 3 h体温已经基本恢复，与对照组相比无

显著性差异（ ＞0.05）。

2.3 树狗鼬灌服白酒后生理功能变化情况

从树鼩灌服白酒后对各系统生理功能影响的

观察结果发现（表 3），树鼩灌服酒精后运动系统、

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都出现了生理功能

紊乱、障碍的临床表现，对照组未见异常变化。

3 讨 论

临床研究表明长期大量饮酒能直接损害人的

身体健康，常引起人身体发育不良和酒精性肝病，

尤其是对引起青少年嗜酒者食欲下降、体重减轻现

象更为明显。体重增减情况是衡量机体生长发育的

一个生理指标，本试验研究得出树鼩灌服开始至 6

周时，体重均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对树鼩的抓捕和

灌服等应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了树鼩体

重的增长。经过 6周的适应性周期后试验树鼩的体

重都呈上升趋势，但酒精组树鼩体重增长相对慢于

对照组，特别是灌服酒精第 2周时酒精组树鼩体重

显著低于对照组（ ＜0.05）。这与采用酒精灌服 SD

注：*表示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 ＜0.05），下同。

时间 0周 2周 4周 6周 8周 10周 12周

酒精组 128.67±10.08 113.53±10.78* 115.80±10.90 110.82±11.87 123.22±10.38 122.97±7.10 123.35±7.00

对照组 129.55±5.72 125.63±4.93 126.00±7.64 121.43±6.55 132.45±5.44 131.28±8.68 130.98±7.48

饲料由昆明医科大学试验动物学部提供，其生产许

可证为 SCXK（滇）2011-0005。

3）电子体温计和电子天平。HYS-T3数字式电

子体温计，购于深圳市好一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天平购于凯丰集团有限公司。

1.2 方 法

1）树鼩选择与分组要求。选择 40只体重为 100～

120 g的滇西亚种树鼩，雌雄比例为 1∶1，随机分

为 30只酒精组和 10只对照组。酒精组树鼩参考按

人 60 kg的体重，每日饮酒量≥100 g为重度嗜酒

者标准的 1.5倍计算树鼩的灌服量。酒精换算公式：

酒精（g）= 含酒精饮料 100 mL×0.8（酒精比重）×

酒精含量（%）。按每只树鼩体重换算酒灌服量为每

100 g灌服 0.38 mL 56°红星二锅头，对照组树鼩

按相同比例计算灌服相同剂量的蒸馏水。

2 鼩）树 饲养。试验树鼩饲养于环境温度为 22～

26 ℃、环境相对湿度为 45%～60%的饲养房内及每

天提供人工光照 12 h。

3）树鼩体重和体温的测定。试验树鼩每隔 2周

禁食、不禁水，12 h后用电子天平称重 1次并做好

记录，每天定时采用电子体温计测定灌服前、灌服

白酒后 1.5 h和 3 h直肠温度并做好记录。

4）树鼩系统生理功能的观察记录与计算。观察

试验树鼩灌服白酒后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

统、消化系统等生理功能的变化并做好记录。

5）数据统计分析。测定的各项试验数据以“平

均值±标准差”（ ±）表示，SPSS软件统计分析试

验数据，若试验数据为正态分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非正态分布采用秩和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树狗鼬灌服白酒后体重变化情况

由表 1可以看出，树鼩从试验开始至第 6周，

体重都呈现下降的趋势，特别是第 2周时酒精组的

树鼩体重显著低于对照组（ ＜0.05）。第 6周后试验

树鼩的体重都呈现增长的趋势，但酒精组树鼩的体

重增长速度相对慢于对照组，二者统计学上无显著

性差异（ ＞0.05）。
表 1 树狗鼬灌服白酒后体重变化的统计结果 g

表 2 树狗鼬灌服白酒后体温变化的统计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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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和 BALB/C小鼠后体重增长比对照组缓慢相一

致 [4-5]。说明酒精能够影响动物机体的正常生长发

育，推测这可能与酒精能够抑制动物机体对各种营

养元素如叶酸及维生素 A 等消化吸收和机体激素

如生长激素、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和促甲状腺激

素等的分泌有关[6-7]。

体温是人和高等动物进行新陈代谢和维持正

常生命活动的基本条件，包括人在内的恒温动物都

具有完善的体温调节中枢，它通过神经、体液等因

素可以调节机体产热和散热之间的动态平衡来维

持体温的相对恒定。本试验研究得出树鼩灌服酒精

后体温出现降低的现象，这与临床研究表明人饮酒

后和动物试验中腹腔注射乙醇后大小鼠都会出现

调节性低温反应相一致[8]。酒精中毒后能够引起机

体出现调节性低温反应，降低耗能量对机体病理性

生理功能的恢复和生存率的提高是有益的，是一种

保护性适应反应[9]。其原因可能是酒精是一种对神

经具有较强亲和力的物质，可穿透机体的血脑屏障

和神经细胞膜，从而引发中枢神经系统正常生理功

能的障碍所致[10]。但酒精引起机体体温的降低程度

与酒精摄入量、环境温度、年龄、体内的棕色脂肪等

有关[11]。酒精能够引起机体各系统正常生理功能的

改变甚至发生病理性损伤。本试验观察到树鼩灌服

酒精后出现共济失调、随意躺睡等运动系统障碍，

这与小鼠饮食酒精后强迫游泳和悬尾试验测试时

不动时间增加等运动障碍情况相一致[12]；也与临床

研究指出人饮酒后血液中有较高浓度的乙醇时踩

踏加速和制动踏板动作反应时间延长等运动障碍

相似[13]。试验也观察到树鼩灌服酒精后出现意识障

碍，对外界刺激反应迟钝等神经系统障碍，这与临

床中人长期饮酒后引起的神经系统损害所表现出

来的临床症状相类似[14]。试验也观察到树鼩灌服酒

精后与临床实践中人醉酒后出现呼吸浅而慢和恶

心呕吐、腹泻、流涎等消化系统的不良反应症状相

类似的症状[15]。

综上所述，树鼩灌服酒精后出现了与人饮酒后

相类似部分系统正常生理功能的改变，对机体各系

统是否引起病理性的变化及其损伤机制有待进一

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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