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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藜芦醇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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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藜芦醇是一种天然植物抗毒素，广泛存在于多种植物中。白藜芦醇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药理作用机制多样，包

括激活 pfoqN和 Ajmh等增加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胰岛素抵抗；激活 Akí通路、增加 dirqO的表达以及抑制 mah，影响

糖代谢进程降低血糖水平；激活 pfoqN 蛋白、mdCJ1α 蛋白以及参与线粒体途径，促进 plaN 的生成、降低 olp 的表达以

及减少线粒体凋亡，减少胰岛 β 细胞的氧化应激损伤；也能通过激活 Ajmh 通路、PPARα 通路以及下调 sbdc 受体 cäkJN
的表达改善糖尿病肾病，抑制 kcJκB 而改善糖尿病性肝损伤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综述了近 R 年来白藜芦醇对糖尿病及

其并发症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为进一步研究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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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藜芦醇（resver~íroä）又称茋三酚，是一种含

有茋类结构的非黄酮类多酚化合物，主要来源于花

生、葡萄、虎杖、桑椹等植物，是植物在紫外线照

射、真菌感染以及机械性损伤等不利条件诱导下产

生的“植物补体”，具有抗炎、抗肿瘤、抗血栓、

抗脂质过氧化、抑制血小板聚集等药理作用xNz。白

藜芦醇可以缓解缺血性损伤、增强抗应激力、延长

寿命、延缓衰老、缓解不健康生活方式引起的亚健

康等，且安全性较好，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和发展

前景xOz。但也存在生物利用度低、生物活性不高等

缺点；其发挥药理作用的途径多样、确切的分子机

制不明确、临床研究数据缺乏、长期大剂量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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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尚未证实等也有待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成为

以后研究的重要方向xPz。=
糖尿病（dá~beíes=meääáíus，aj）是由遗传和环

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引起的一组以慢性高血糖为共

同特征的代谢性疾病群，已成为影响全球居民健康

的主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其患病率呈逐年上

升趋势，造成沉重的疾病负担xQz。长期高血糖还会

导致各种组织，特别是眼、肾、心脏、血管、神经

的慢性损害及功能障碍，即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并

发症可对患者的健康构成威胁，甚至致残或早亡xRz。

现有的糖尿病治疗药物主要包括磺脲类、双胍类、

格列奈类、噻唑烷二酮类、αJ葡萄糖苷酶抑制剂、

胰高血糖素样肽JN（dimJN）受体激动剂、二肽基

肽酶 fs（ammJQ）抑制剂和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

白 O（pdiqO）抑制剂。它们在降糖控糖作用机制

上各具特点和优势，但仍不能完全满足临床治疗的

需求xSz。因此，研究人员在不断探索新的药物，希

望能找出更为可行的治疗方案。

大量研究表明，白藜芦醇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可从多个通路治疗或改善糖尿

病及其并发症，而且具有几乎无毒副作用、来源广

泛、易于获得、价格低廉、安全风险低等优势xTz。

近年来，关于白藜芦醇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研

究日益增多，极有可能开发成为治疗糖尿病的新型

天然药物xOz。本文阐述了近 R 年来白藜芦醇对糖尿

病及其并发症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以期为相关研

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N= =降血糖作用机制=
白藜芦醇降血糖的作用机制包括改善胰岛素

抵抗、影响糖代谢、保护胰岛 β 细胞 P个方面。=
NKN= =改善胰岛素抵抗=

胰岛素抵抗（fnsuäán=oesásí~nce，fo）是指胰岛

素作用的靶器官对胰岛素作用敏感性降低的现象，

发生胰岛素抵抗会使胰岛素促进机体利用葡萄糖

的能力下降，引起高血糖xUz。_~b~c~nogäu等xVz研究

发现，高果糖玉米浆会减少大鼠的胰岛素受体与底

物结合（fopJN），降低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klp）
的表达，增加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áklp）表达，

从而导致大鼠胰岛素抵抗。而给大鼠饲喂添加了

RMM= mgLkg 白藜芦醇的饲料能有效改善因高果糖玉

米浆导致的胰岛素抵抗和血糖升高。提示白藜芦醇

可能通过调节 eklp和 áklp 的数量补充来恢复高

果糖玉米浆引起的干扰。其机制可能是白藜芦醇激

活沉默调节因子 N（sáäení= ánform~íáon= reguä~íor= N，
pfoqä）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

Côíé 团队xNMz使用高脂肪饮食诱导的大鼠高血

糖模型和联用烟酰胺、链脲佐菌素（pqw）和高脂

肪饮食造成的轻度 O型糖尿病模型，结果发现白藜

芦醇能通过恢复因高脂肪饮食诱导的十二指肠黏

膜 pfoqN蛋白表达水平，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并减

少肝细胞葡萄糖生成，也能通过激活 pfoqN和Ajm
依赖的蛋白激酶（Ajmh），改善下丘脑胰岛素的敏

感性。

donz~äezJoodráguez等xNNz证实 áv= OKR= mgLEkg·dF
的白藜芦醇能提高由 pqw 诱导的高血糖小鼠的外

周胰岛素敏感性，并指出白藜芦醇在改善糖尿病小

鼠外周胰岛素信号时的pfoqN与蛋白酪氨酸磷酸酶

N_（mqmN_F关联作用。而 wÜ~o等xNOz用高脂肪饮食

诱导的高血糖 fCo小鼠的实验证明，饲喂白藜芦醇

RM= mgLEkg·dF与二甲双胍 OMM= mgLEkg·dF联用能有效

降低血糖并改善胰岛素抵抗。提示白藜芦醇可能激

活蛋白激酶 A（mhA），减少环磷酸腺苷（cAjm）
的积聚，保留环核苷酸依赖的磷酸二酯酶 P_
（mabP_），减少游离脂肪酸的大量涌入和二酰甘油

（aAd）的积聚，改善胰岛素信号，进而改善胰岛

素抵抗。

NKO= =影响糖代谢=
糖代谢紊乱是 O型糖尿病的主要特征，因此正

常的糖代谢在维持血糖稳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吕

秀萍等xNPz用高脂肪饮食加小剂量 pqw 联合制备糖

尿病模型大鼠，然后 ág白藜芦醇 NRM=mgLEkg·dF连续

U 周，发现白藜芦醇能增加糖尿病大鼠肝脏肝糖原

含量、提高Akí的磷酸化水平和葡萄糖激酶的表达，

提高糖原合成酶激酶JP（dphJ3β）的磷酸化水平，

从而促进肝糖原合成，具有明显的调节糖脂代谢的

作用。

张裕中等xNQz也用 R周高脂肪饮食加小剂量 pqw
联合制备 O型糖尿病大鼠模型，其研究结果表明白

藜芦醇 QR= mgLEkg·dF连续 ág= T周能有效降低血糖。

白藜芦醇可能通过胰岛素刺激胰岛素受体 JN
（fopJN）酪氨酸磷酸化和 Ahq 磷酸化，从而刺激

dphJ3β 磷酸化，促进肝糖原合成，同时白藜芦醇

还能增加糖尿病大鼠肝脏内的葡萄糖转运蛋白 O
（dirqO）的表达，从而增加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

但作用机制尚不清楚，可能与白藜芦醇激活 pfoqN
与 Ajm依赖的蛋白激酶（Ajmh）磷酸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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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án 团队xNRz称白藜芦醇在老化骨骼肌中的抗高

血糖机制可能是激活 pfoqN，抑制 corkÜe~d转录因

子 N（clulN）磷酸化，抑制 clulN 诱导的丙酮

酸脱氢酶激酶 Q（mahQ）激活，从而增加丙酮酸脱

氢酶的活性，增加骨骼肌内的糖酵解而降低血糖。=
以上实验均表明白藜芦醇可影响糖代谢达到

降低血糖的目的，但 moää~ck 团队xNSz在一个随机双

盲的临床实验中发现每日接受 N= MMM= mg 白藜芦醇

治疗对老年糖调节受损患者的血管功能可能有益，

对糖代谢或胰岛素敏感性却无明显影响。白藜芦醇

对老年人群的糖代谢或胰岛素敏感性影响还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NKP= =保护胰岛 β细胞=
在正常情况下，胰岛 β 细胞的抗氧化能力明显

低于其他细胞，对氧化损伤非常敏感，活性氧等可

直接或间接造成胰岛 β 细胞损伤，促进其凋亡。

jácÜ~eä 等 xNTz发现白藜芦醇能抑制磷酸二酯酶

（mab）的活性，增强胰岛 β 细胞的功能。不仅如此，

徐碧林等xNUz将胰岛β细胞分组后分别置于白藜芦醇

10 μmol/L＋eOlO=OMM=μmol/L、含 eOlO=200 μmol/L、
不含 eOlO的培养基中培养 QU= Ü，采用流式细胞术

检测 P组细胞凋亡率及活性氧簇（olp，oqJmCo）
法检测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 N（plaN）mokA，
tesíern=bäoí法检测细胞沉默信息调节因子O相关酶

类 N（pfoqN）、过氧化物酶增殖物活化受体 γ 辅激

活因子 1α（mdCJ1α）蛋白。结果发现白藜芦醇能

激活 pfoqN蛋白和 mdCJ1α 蛋白，促进超氧化歧化

酶 N（plaN）的生成、降低活性氧（olp）的表达，

从而减少胰岛 β 细胞的氧化应激损伤，保护胰岛 β
细胞。

徐碧林课题组xNVz还发现白藜芦醇在一定浓度

范围内可以抑制 RMM=μmol/L棕榈酸诱导的胰岛 β细
胞凋亡，10 μmol/L 白藜芦醇的抑制效果最强。其

作用机制可能是白藜芦醇直接参与了线粒体途径，

降低线粒体促凋亡蛋白 _~x水平，升高抗凋亡蛋白

_cäJO水平，从而减少胰岛 β 细胞的凋亡。=
而 iá等xOMz研究发现，OM=μmol/L 白藜芦醇能增

强血清糖基化处理的大鼠胰岛素瘤细胞（fkpJN）
中肿瘤抑制基因 éRP的转录能力，增加胰岛 β 细胞

的死亡数量。

以上实验结果说明白藜芦醇可通过多种途径

保护胰岛 β 细胞，使其功能正常，从而维持正常的

血糖水平，NM= μmol/L 白藜芦醇保护作用最强；但

白藜芦醇对于胰岛 β 细胞的凋亡作用是浓度相关

的，在浓度达到 OM= μmol/L 时，可促进胰岛 β 细胞

的凋亡。

O= =对糖尿病并发症的作用=
白藜芦醇对糖尿病肾病、糖尿病性肝损伤、糖

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及其他并发症都有很好的对抗

作用。

OKN= =糖尿病肾病=
糖尿病肾病（dá~beíác=keéÜroé~íÜó，ak）是以

蛋白尿、肾小球肥大、肾小球滤过减少、肾纤维化

和肾功能损害为特征的一种慢性病，是糖尿病的主

要并发症之一，也是最终导致终末期肾脏疾病的病

因xONz。ten等xOOz采用 áé=pqw诱导 pa大鼠出现高血

糖，经 áé白藜芦醇 OM= mgLEkg·dF连续治疗 U周，结

果证实白藜芦醇能够减弱 N型糖尿病大鼠的尿白蛋

白排泄量、肾质量和肌酐清除率，增加肾小球直径、

系膜积累，减小肾小球基底膜厚度并减少肾间质纤

维化，改善糖尿病肾病。其机制可能是通过白藜芦

醇的调节血管作用完成的。

白藜芦醇可增加大鼠肾脏 pfoqN的表达，下调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sbdc）受体（cäkJN）的表达，

从而降低 sbdc诱导的内皮细胞通透性，并抑制细

胞链接断裂。ee 团队 xOPz研究发现白藜芦醇 QM=
mgLEkg·dF= ág治疗 NO周可以有效降低高葡萄糖诱导

的高血糖模型 CRT小鼠的血糖，并改善其糖尿病肾

病。其机制可能是白藜芦醇通过激活 Ajmh抑制肾

小管上皮细胞（koh）中尼克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

磷酸氧化酶 Q（kluQ）表达，通过减少 kluQ 衍

生的细胞内 olp抑制高葡萄糖诱导的koh细胞活

化，即白藜芦醇通过调节 AjmhLkluQLolp 信号

来减弱小鼠中的肾纤维化。

m~rk 等xOQz在其研究中表明白藜芦醇增加脂联

素受体 N（AdáéooN）和 AdáéooO 表达、激活

AjmhJpfoqNJmdCJ1α 轴和激活 PPARα，从而改善

脂毒性、氧化应激、细胞凋亡和内皮功能障碍，预

防糖尿病肾病。亦有报道称白藜芦醇可能通过抑制

AkíL核转录因子 κB（kcJκB）途径来预防糖尿病诱

发的肾脏炎症和肾小球膜细胞增殖xORz。=
OKO= =糖尿病性肝损伤=

糖尿病性肝损伤为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之一，

主要病理表现为肝内脂肪组织浸润、脂肪性肝炎、

肝纤维化等，如不彻底治疗后期常发展为肝硬化或

肝癌。李晓达xOSz采用高脂肪饮食和 pqw联合造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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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诱导大鼠高血糖，单独采用白藜芦醇 OM=
mgLEkg·dF或 QM= mgLEkg·dF治疗，或用白藜芦醇联合

运动都对糖尿病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其作用机制

可能是白藜芦醇能抑制 kcJκB 通路的激活，降低炎

症因子水平，降低肝损伤的严重程度并促进肝损伤

的修复，改善糖尿病引起的肝损伤。

也有报道称，以白藜芦醇 NM=mgLEkg·dF治疗 NR=d
能够有效降低 pqw 诱导的糖尿病大鼠的血清葡萄

糖水平，减少氧化损伤，改善血清脂质谱，并以此

来改善糖尿病诱导的肝损伤xOTz。=
OKP=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的一种微血管并发症，是

发达国家获得性失明的主要原因xOUz。糖尿病性视网

膜病变的发病机制主要与氧化应激有关，kcJκB 扮

演重要角色。poufá团队xOVz在对由 pqw诱导的糖尿

病大鼠模型的研究中发现，连续 Q个月饲喂白藜芦

醇 R=mgLEkg·dF能有效降低血糖，减小视网膜厚度，

增强血液中氧化标志物（脂质过氧化指标和氧化还

原型谷胱甘肽的比例）和超氧化物歧化酶（pla）
的活性，其机制可能与提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大鼠

体内 kcJκB 活性并提高细胞凋亡率有关。=
刘涛等xPMz用股静脉注射 pqw 建立大鼠高血糖

模型，治疗组 ág给予 TR=mgLkg白藜芦醇 O次Ld、连

续 Q个月，结果发现白藜芦醇能降低空腹血糖，降

低房水葡萄糖含量，降低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大鼠

的视网膜血管通透性，改善视网膜血管的结构和功

能，减少血管内皮因子（sbdc）等的含量，从而

改善视网膜病变。

iáu等xPNz研究发现在白藜芦醇在mokA水平通

过下调基质金属蛋白酶JV（jjmJV）和 áklp 的表

达，上调血红素加氧酶JN（elJN）的表达，保护视

网膜缺血–再灌注损伤。weng等xPOz用 áé= pqw的方

法建立实验大鼠高血糖模型，使用白藜芦醇 R=
mgLEkg·dF和 NM=mgLEkg·dF治疗 N～T个月，结果表明，

白藜芦醇能在一定剂量范围内有效地抑制大鼠体

内视网膜内核层（fki）细胞凋亡，并抑制高糖诱

导体外视网膜juääer细胞凋亡。=
OKQ= =其他并发症=

白藜芦醇还可对抗糖尿病引起的其他并发症，

如在啮齿类动物糖尿病模型实验中，白藜芦醇能减

少孕期胚胎发育异常xPPz。t~ng等xPQz采用 áé=pqw的

方法诱导tásí~r大鼠糖尿病性白内障模型，治疗组

áé白藜芦醇 OM=mgLEkg·dF，连续 NO周，比较晶状体

的浑浊程度后认为白藜芦醇对晶状体上皮细胞的

凋亡有保护作用。

P= =结语=
白藜芦醇是一种毒副作用小、来源广泛、价格

低廉、安全风险低的天然植物提取物，具有多种药

理活性xPRJPSz，但其在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方面的

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严重降低

了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市面上治疗糖尿病

的药品种类已经相当丰富，新靶点药物的开发也越

来越多xPTz。但是，这些药品仍不能满足所有患者的

需求，治疗糖尿病的新型药物仍需要不断深入研

究，而白藜芦醇与合成药物相比，安全性较高、有

可能成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或预防糖尿病及其

并发症的新型药物。

白藜芦醇的降血糖及其作用于糖尿病相关并

发症方面的开发价值很高，其作用的发挥是通过多

个靶点实现的，这既可能是白藜芦醇治疗糖尿病的

优势，又有可能带来一些难以预料的副作用。另外，

白藜芦醇的生物利用度较低，对其进行结构修饰并

寻找针对某些靶点活性更高的衍生物；或者在制剂

研究方面，利用新型载体，开发新剂型以提高体内

吸收与利用，这些都可能是以后的研究方向。

目前对于白藜芦醇药理作用的研究多数来自

于体外研究或者动物模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这些实验数据给日后进行体内研究或者临床试验

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是，目前得到结果的很多研

究的分子机制不确定，体内或体外的具体剂量差

别、体内实验的量–效关系也不够明确，对于动物

试验的毒副作用及其机制描述较少。因此，以后需

要进行更全面、深层次的体内外实验来进一步探讨

和确认白藜芦醇对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作用的分

子机制。在实验室阶段研究成熟后，还需要通过临

床试验进一步探究白藜芦醇在人体内血糖和改善

糖尿病并发症分子水平的作用机制、相关药动学和

药效学及毒副作用等。因此，要将白藜芦醇开发成

为一种有效的糖尿病治疗药品，还有很多的基础工

作需要踏踏实实地做。

目前发现的白藜芦醇降血糖和对于糖尿病并

发症的作用机制预示其在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方

面的巨大应用潜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相信随着研

究的不断深入，有更多的新制剂被开发出来，白藜

芦醇将会成为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防治的新型天然

药物，为广大患者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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