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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黛紧致健美霜对肥胖模型大鼠的减肥效果研究

王新本１,张桂芳２,徐贵静１,汪昱东２,史彦斌２

(１.甘肃青黛中草药美容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５０;
２.兰州大学药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目的　 观察青黛紧致健美霜对大鼠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的预防效果,评价其减肥瘦身功效。 方

法　 将 ４２只 ＳＰＦ 级雄性 ＳＤ 大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模型对照组,空白基质组,青黛紧致健

美霜低、中、高剂量组 ６ 组,每组 ７ 只。 正常对照组给予普通维持饲料喂养,其余各组给予日粮型高脂饲料喂

养诱导肥胖。 造模同时,药物组大鼠于腹部脱毛处皮肤表面均匀涂抹青黛紧致健美霜,涂抹后按摩 １ ｍｉｎ,持
续给药 ９ 周。 通过观察大鼠体质量、颈腰围、Ｌｅｅ’ｓ 指数、脂体比、血脂水平、肝脏系数和组织病理学变化,探
究青黛紧致健美霜的减肥效果。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大鼠体质量变化率明显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药物组大鼠的体质量增长较慢,中、高剂量组大鼠体质量变化率明显低于模型对照组

(Ｐ<０.０５)。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大鼠腰围明显增大,Ｌｅｅ’ｓ 指数、肝脏系数及脂体比明显升高,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模型对照组比较,高剂量组大鼠腰围明显缩小,Ｌｅｅ’ ｓ 指数和脂体比明显降

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大鼠血清甘油三酯(ＴＧ)、总胆固醇

(Ｔ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水平明显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水平明显降低,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模型对照组比较,高剂量组大鼠血清 ＬＤＬ-Ｃ 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肝脏和腹部皮下脂肪组织病理切片镜下观察显示,模型对照组大鼠的肝脏发生脂肪变性,腹部皮下

脂肪分布密集,脂肪细胞变大;青黛紧致健美霜可明显降低肥胖模型大鼠的肝脏脂肪变性程度,减小腹部皮

下脂肪细胞大小。 结论　 青黛紧致健美霜对大鼠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减肥效果明显,
且具有一定的降血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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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全球肥胖人数

大量增加,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每年至少有 ２８０ 万

人的死亡归咎于肥胖。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
们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改变,肥胖症患病率呈逐年

上升趋势,成为一种常见的疾病[１]。 肥胖症是机体

能量摄入长期超过消耗量的结果,常与高血压病、糖
尿病、血脂异常、心脏病等集中出现,是一种代谢异

常性疾病,对人体健康和形体美都产生巨大影

响[２－３]。 尽管针对减肥的药物或保健品很多,但大

多减肥药物都具有一定的毒副作用,不能长期服

用[４];保健品因成分不详、功效不稳定也逐渐失去

了患者的信任[５]。 因此,近年来成分明确且功效稳

定的天然源减肥产品越来越被健康美容领域的研究

者所重视。

青黛紧致健美霜由甘肃青黛中草药美容研究有

限责任公司自主研究开发,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特殊用途化妆品。 主要由掌叶大黄提取物、绿茶提

取物、辛酸葵酸甘油酯、硬脂醇、棕榈酸异丙酯等原

料和辅料组成。 使用时取本品涂抹于皮肤表面并按

摩数分钟,对使用部位具有减肥瘦身效果[６]。
本研究通过对肥胖模型大鼠使用青黛紧致健美

霜,观察大鼠体质量、颈腰围、Ｌｅｅ’ ｓ 指数、脂体比、
血脂水平、肝脏系数和组织病理学变化,探究青黛紧

致健美霜的减肥效果,为青黛紧致健美霜的广泛使

用及推广提供实验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实验动物　 ６ 周龄 ＳＰＦ 级健康雄性 ＳＤ 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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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只,体质量 １６０~２００ ｇ,购自兰州大学实验动物中

心,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号:ＳＣＸＫ(甘)２０１８－０００２。
１.１.２　 药物及试剂　 青黛紧致健美霜,甘肃青黛中

草药美容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批号 ２０１９０７０３;甘油

三酯(ＴＧ)试剂盒(批号 ２０２０１１０５)、总胆固醇(ＴＣ)
试剂盒 (批号 ２０２０１１０５)、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ＨＤＬ-Ｃ)试剂盒(批号 ２０２０１１０５)、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ＬＤＬ-Ｃ)试剂盒(批号 ２０２０１１０５)均购自南京

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无水乙醚根据«兰州大学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由兰州大学实验室与设

备管理处提供。 大鼠普通维持饲料和日粮型高脂饲

料(４５％脂肪供能) 均由江苏协同生物有限公司

提供。
１.１.３　 主要仪器　 ＨＸ１００１Ｔ 型电子天平(天东衡器

厂,中国),ＺＭＭ２２００ＫＶＡ 型冷藏冷冻箱(伊莱克斯,
中国),Ｓｉｇｍａ１－１４ 型小型台式离心机(赛多利斯,德
国),ＦＣ 型酶标仪(Ｔｈｅｒｍｏ,美国),ＣＭ１９５０ 型冷冻

切片机(Ｌｅｉｃａ,德国),ＤＭ４０００Ｂ 型生物显微镜(Ｌｅｉ-
ｃａ,德国),Ａ２ 生物安全柜(Ｔｈｅｒｍｏ,美国)。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分组、造模及给药 　 大鼠适应性饲养 ２ 周。
将 ４２ 只 ＳＤ 大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

组,模型对照组,空白基质组(３ ｇ / ｋｇ 空白基质),青
黛紧致健美霜低(１ ｇ / ｋｇ 青黛紧致健美霜＋２ ｇ / ｋｇ
空白基质)、中(２ ｇ / ｋｇ 青黛紧致健美霜＋１ ｇ / ｋｇ 空

白基质)、高(３ ｇ / ｋｇ 青黛紧致健美霜)剂量组 ６ 组,
每组 ７ 只。 正常对照组给予普通维持饲料喂养,其
余各组给予日粮型高脂饲料喂养诱导肥胖。 造模同

时,各组大鼠腹部脱毛,于脱毛处皮肤表面按剂量均

匀涂抹青黛紧致健美霜或空白基质,涂抹后按摩

１ ｍｉｎ。持续给药 ９ 周。 本实验经兰州大学实验动物

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１.２.２　 检测指标　 包括以下指标:

１)大鼠日摄食物热量。 每 ２ ｄ 记录 １ 次大鼠摄

食量。 参考阿特沃特卡路里计算方法[７],普通饲料

热量 ３６１６ ｋｃａｌ / ｋｇ,高脂饲料热量 ４７６０ ｋｃａｌ / ｋｇ,计
算各组大鼠实验期间的日摄食物热量。

２)体质量变化率。 每周称 ２ 次大鼠体质量,大
鼠实验前后体质量差异采用体质量变化率表示,根
据公式(１)计算。

体质量变化率 / ％ ＝
(实验结束时大鼠体质量－实验初始大鼠体质量)

实验初始大鼠体质量
×１００％

(１)

３)颈围、腰围。 每 ２ 周测量 １ 次大鼠颈围和

腰围。
４)血脂水平。 在实验前和实验第 ９ 周,大鼠

禁食不禁水 １２ ｈ 后,以无水乙醚吸入法麻醉大鼠,
将 Ｆｉｓｈｅｒ 毛细玻璃采血管经眼眶后静脉丛刺入,采
血约 １.２ ｍＬ,转移至无菌离心管中静置 １ ｈ,待血

液凝固后,以 １０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５ ｍｉｎ,分离血清,
采用血清生化试剂盒测定 ＴＧ、ＴＣ、ＬＤＬ-Ｃ、ＨＤＬ-Ｃ
水平。

５) Ｌｅｅ’ ｓ 指数、脂体比及肝脏系数。 实验第 ９
周,在测定各组大鼠的颈围和腰围后,以颈椎脱臼法

处死大鼠,测量大鼠的体长(指大鼠鼻尖到肛门的

距离,单位 ｃｍ)和体质量(单位 ｇ),根据公式(２)计
算 Ｌｅｅ’ｓ 指数。

Ｌｅｅ’ｓ 指数＝ １０ ３
体质量
体长

(２)

之后快速解剖大鼠,剥离大鼠腹部皮肤组织约

１ ｃｍ２;分离大鼠睾周脂肪、肝脏,用生理盐水快速漂

洗,以无菌粗滤纸吸干水分,称量肝脏和脂肪质量,
根据公式(３)和(４)计算肝脏系数(参考值１.８９７％~
２.９８５％)和脂体比。

肝脏系数＝ 肝脏质量(ｇ)
大鼠体质量(ｇ)

×１００％ (３)

脂体比＝睾周脂肪组织质量(ｇ)
大鼠体质量(ｇ)

×１００％ (４)

６)肝脏和腹部皮下脂肪组织病理改变。 将腹

部皮肤、肝组织在 ４％多聚甲醛中固定 ７２ ｈ,以二

甲苯和酒精逐级脱水,石蜡包埋制成 ５ μｍ 切片,
进行 ＨＥ 染色,观察皮肤脂肪情况和肝脏病变

情况。
１.２.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时以 �ｘ±ｓ 表示,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 法(方
差齐时)或 Ｄｕｎｎｅｔｔ’Ｔ３检验(方差不齐时)。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各组大鼠日摄食物热量比较

由图 １ 可见,各组大鼠日摄食物热量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从而确保影响减肥效果

的因素主要归因于药物。
２.２　 各组大鼠体质量变化率比较

表 １ 所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大鼠

体质量变化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药物组大鼠的体质量增长较慢,中、高剂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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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体质量变化率明显低于模型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图 １　 各组大鼠日摄食物热量曲线图

表 １　 各组大鼠体质量变化率比较(�ｘ±ｓ)

组别 只数 体质量变化率 / ％

正常对照组 ７ ４０.５７±８.１５

模型对照组 ７ ５２.２９±６.１３∗

空白基质组 ７ ４５.７１±１０.２９

低剂量组　 ７ ４４.８３±１３.６８

中剂量组　 ７ ４２.５４±７.７９△

高剂量组　 ７ ４１.５１±９.５５△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Ｐ<０.０５。

２.３　 各组大鼠颈围、腰围比较

表 ２ 所示,各组大鼠颈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大鼠

腰围明显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模

型对照组比较,高剂量组大鼠腰围明显缩小,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 ２　 各组大鼠颈围、腰围比较(�ｘ±ｓ)

组别 只数 颈围 腰围

正常对照组 ７ １０.６７±０.２９ １５.４８±０.５４

模型对照组 ７ １１.０２±０.６０ １６.３３±０.５２∗

空白基质组 ７ １１.００±０.３８ １５.９２±０.４４

低剂量组　 ７ １１.０３±０.４３ １５.６０±０.８２

中剂量组　 ７ １０.９２±０.３３ １５.６０±０.７２

高剂量组　 ７ １０.６７±０.３５ １５.４５±０.６６△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Ｐ<０.０５。

２.４　 各组大鼠 Ｌｅｅ’ｓ 指数、肝脏系数及脂体比比较

表 ３ 所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大鼠

Ｌｅｅ’ｓ 指数、肝脏系数及脂体比明显升高,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造模成功;与模型对照

组比较,高剂量组大鼠 Ｌｅｅ’ ｓ 指数和脂体比明显降

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 ３　 各组大鼠 Ｌｅｅ’ｓ 指数、肝脏系数及脂体比比较(�ｘ±ｓ)

组别 只数 Ｌｅｅ’ｓ 指数 肝脏系数 / ％ 脂体比 / ％

正常对照组 ７ ３.０２２±０.０３６ ２.６３±０.１４ １.３１±０.１４

模型对照组 ７ ３.１３９±０.０６９∗ ２.９３±０.１８∗ １.６３±０.１９∗

空白基质组 ７ ３.０８４±０.１０４ ２.７９±０.２６ １.５３±０.１２

低剂量组　 ７ ３.０８１±０.０８１ ２.８２±０.２５ １.４９±０.１８

中剂量组　 ７ ３.０７４±０.１１５ ２.８６±０.２９ １.４４±０.３３

高剂量组　 ７ ３.０５６±０.０４５△ ２.８６±０.１７ １.３６±０.１９△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模型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各组大鼠实验前后血清血脂水平比较

表 ４ 所示,实验前,各组大鼠血脂水平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 表 ５ 所示,实验第 ９
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大鼠血清 ＴＧ、
ＴＣ、ＬＤＬ-Ｃ 水平明显升高,ＨＤＬ-Ｃ 水平明显降低,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高剂量组大鼠血清 ＬＤＬ-Ｃ 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６　 各组大鼠肝脏和腹部皮下脂肪组织病理改变

正常对照组大鼠肝细胞排列整齐均匀,未见明

显脂滴沉积(图 ２Ａ);模型对照组和空白基质组大

鼠肝细胞排列紊乱,部分肝细胞呈脂肪变性,胞质出

现大量脂滴(图 ２Ｂ、Ｃ);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各药物

组尤其是高剂量组大鼠肝细胞排列较整齐,脂滴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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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并缩小,但仍有脂滴存在(图 ２Ｄ、Ｅ、Ｆ)。
与正常对照组(图 ２ａ)比较,模型对照组和空白

基质组大鼠腹部皮下脂肪分布密集,脂肪细胞变大

(图 ２ｂ、ｃ);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各药物组大鼠腹部

皮下脂肪细胞缩小,且随剂量增大,脂肪细胞缩小越

明显(图 ２ｄ、ｅ、ｆ)。

表 ４　 各组大鼠实验前血清血脂水平比较(�ｘ±ｓ)

组别 只数 ＴＣ / (ｍｍｏｌ / Ｌ) ＴＧ / (ｍｍｏｌ / Ｌ) Ｌ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Ｈ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正常对照组 ７ ２.１９±０.２８ ０.９１±０.２１ ０.４８±０.１０ １.４１±０.４３

模型对照组 ７ ２.２７±０.１９ ０.８８±０.１７ ０.５２±０.０７ １.４９±０.２１

空白基质组 ７ ２.３０±０.２７ １.０１±０.１５ ０.５３±０.０８ １.４５±０.２８

低剂量组　 ７ ２.１８±０.２４ １.０３±０.０８ ０.５３±０.１０ １.４９±０.２３

中剂量组　 ７ ２.２９±０.５０ ０.９８±０.３４ ０.５４±０.０９ １.４７±０.３３

高剂量组　 ７ ２.２８±０.５３ １.０２±０.１５ ０.５４±０.１２ １.４５±０.４０

表 ５　 各组大鼠实验后血清血脂水平比较(�ｘ±ｓ)

组别 只数 ＴＣ / (ｍｍｏｌ / Ｌ) ＴＧ / (ｍｍｏｌ / Ｌ) Ｌ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Ｈ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正常对照组 ７ ２.０５±０.１９ ０.９７±０.０７ ０.４５±０.１８ １.４７±０.１６

模型对照组 ７ ２.４４±０.２６∗ １.３７±０.１９∗ ０.８０±０.２１∗ １.１７±０.２２∗

空白基质组 ７ ２.４６±０.１７ １.３３±０.２３ ０.８２±０.１４ １.１６±０.２２

低剂量组　 ７ ２.４０±０.１１ １.２５±０.１７ ０.７０±０.２０ １.２２±０.３３

中剂量组　 ７ ２.４２±０.４１ １.２３±０.３２ ０.５９±０.０９ １.３３±０.３４

高剂量组　 ７ ２.４８±０.５３ １.２１±０.２１ ０.５３±０.１１△ １.３４±０.５５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模型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Ａ、ａ,正常对照组;Ｂ、ｂ,模型对照组;Ｃ、ｃ,空白基质组;Ｄ、ｄ,低剂量组;Ｅ、ｅ,中剂量组;Ｆ、ｆ,高剂量组。
图 ２　 大鼠肝脏和腹部皮下脂肪病理图(ＨＥ,×４００)

３　 讨论

青黛紧致健美霜中,大黄提取物源自蓼科植物

掌叶大黄 Ｒｈｅｕｍ 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Ｌ.的干燥根和根茎[８－９]。
大黄是美容、减肥及防治代谢性疾病的高频植物

药[１０]。 研究显示,大黄减肥复方能显著降低家兔腹

腔脂肪湿重[１１];大黄脐贴可以治疗单纯性肥胖[１２];
补食大黄可以对抗高脂高糖饮食诱导的肥胖、糖尿

病、ＴＧ 蓄积等代谢性疾病[１３];大黄醇或水提取物有

调节脂质代谢的作用[１４];大黄游离蒽醌具有降低

ＴＧ、ＴＣ、ＬＤＬ-Ｃ,升高 ＨＤＬ-Ｃ 的作用[１５]。 绿茶含有

茶多酚、氨基酸、咖啡因等多种成分,对血脂异常和

肝脏脂质的堆积具有预防和调节作用[１６－１７]。 本产

品中辛酸葵酸甘油酯、硬脂醇、棕榈酸异丙酯是油脂

性软膏基质,其他辅料包含保湿剂、抗氧剂、防腐剂

和矫味剂等。
高脂饲料热量较高且较为松软,适口性不如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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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饲料,故摄入量低于正常维持饲料。 实验期间,通
过控制正常对照组大鼠的食物摄入量,使各组大鼠

的热量摄入保持一致,从而使影响减肥效果的因素

主要归因于药物[１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热量摄入

基本相同的情况下,随着青黛紧致健美霜剂量逐渐

增大,大鼠体质量增长幅度逐渐减小,大鼠腰围也逐

渐缩小,表明其在抑制大鼠体质量增幅和腰围增粗

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能起到减肥效果。 各组大鼠

颈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可能与药

物局部应用于腹部,主要在腹部吸收并局部发挥作

用有关。
Ｌｅｅ’ｓ 指数及脂体比越大,提示大鼠越胖。 高

剂量组大鼠的 Ｌｅｅ’ｓ 指数和脂体比明显低于模型对

照组(Ｐ<０.０５),进一步佐证了高剂量青黛紧致健美

霜的减肥效果,并提示其减肥效果主要是通过减少

腹部睾周脂肪的堆积实现的。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大鼠血清 ＴＧ、

ＴＣ、ＬＤＬ-Ｃ 水平明显升高,ＨＤＬ-Ｃ 水平明显降低

(Ｐ<０.０５),提示长期服用高脂饲料,可导致大鼠血

脂异常。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高剂量组大鼠血清

ＬＤＬ-Ｃ 水平明显降低(Ｐ<０.０５),提示青黛紧致健美

霜具有一定的降血脂作用。 本课题组相关研究表

明,大黄游离蒽醌可明显改善大鼠肥胖,同时具有一

定的调节血脂、改善糖代谢能力的作用,且毒副作用

较小[１９]。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大鼠肝脏系数

明显升高(Ｐ<０.０５),但青黛紧致健美霜对其并无明

显降低作用。 模型对照组大鼠的肝脏系数与参考值

(１.８９７％~２.９８５％)比较偏高,提示大鼠存在过度肥

胖倾向,严重者可导致脂肪肝[２０]。
肝脏和腹部皮下脂肪组织病理切片镜下观察显

示,模型对照组大鼠的肝脏发生脂肪变性,腹部皮下

脂肪分布密集,脂肪细胞变大;青黛紧致健美霜可明

显降低肥胖模型大鼠的肝脏脂肪变性程度,减小腹

部皮下脂肪细胞大小。
综上所述,青黛紧致健美霜对大鼠肥胖尤其是

腹部肥胖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减肥效果明显,且具

有一定的降血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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