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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冬眠后组(c组)： 1 991年 3月初捕捉。 

1．2 实验方法 动物捕回后即用捣毁 脊 髓 法 

制动，抽取心脏血制备血清，分别测定血糖浓度 

及血清 L、血清 L 和血清皮质醇的含量。 司 

时分别取出每个标本的肝脏测定肝糖元含量。 

1．2．1 三种敬素含量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所 

用试剂购自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用 FJ一2011 

型 7计数 器计 数。 

1．2．2 血糖浓度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王同明 ， 

1986)测定。 

1．2．3 肝糖元按 Ruimin Wu 报道的方法测 

定。 

1．2．4 所得实验数据按分性别和不分性别两种 

情况分别进行统计学处理。 

2 结 果 

在分性别统计的情况下， t检验结果表明 

在本实验的六个测定项目上同一时期内雌雄两 

类个体之间差异不显著(表 1)，符合雌雄合并 

统计条件。 医此对所测各项数据进行合并 统 

计，结果如下： 

2．1 三个不同时期糖含量的变化(衰 2) 

2．1，i 皿糖 冬眠前血糖水平最高，冬眠期血 

糖水平显著降低，仅为冬眠前的 26．95％，冬眠 

后血糖浓度又明显回升，是冬眠期的 214．71 ， 

但仍达不到冬眠前的水平。 

2．1．2 肝糖元 冬眠前肝糖元含量最多，冬眠 

期则大幅度减少 ，仅为冬眠前的 2．07弼，冬眠届 

肝糖元含量继续大幅度减少，仅为 冬 眠 期 的 

1．6 5％。 

2．2 三个不周时期血清中激素含量的壹化 (表 

2) 

2．2．1 血清皮质醇 冬眠前血清皮质醇含量最 

高，但个体间差异较大。冬眠期血清皮质醇显 

著下降，仅为冬眠前的 29 71两。冬眠后血清皮 

质醇含量又明显回升，比冬眠期提高近一倍，但 

仍达不到冬眠前水平。 

2．2．2 血清 T． 冬眠前血清 L 含量较 低，冬 

胍翔则显著提高 ，是冬眠前的 257．97瞄。冬眠 

后又酶回剜冬眠前水平上 (两者 t检验无显著 

差异)。 

2．2．3 血清 己 冬眠前血清 L 含量最 低，冬 

眠期明显提高，冬眠后的血清 L 含量最高，是 

冬眠前的 1 76 86％． 

3 讨 论 

3．1 三个不同时期糖含量变化的生理学意义 

有关形态生理研究结果 表明大蟾蜍在冬眠 期 

主要依靠消耗肝糖元维持代谢，因此我们选择 

糖代谢指标探讨冬眠前后大蟮蜍的物质代谢问 

题。冬眠前，大蟾蜍摄食活跃，此时血糖浓度 

高，贮存的肝=糖元也多，高达冬眠前的 48 3倍。 

显然，大量的肝糖元贮备对于维持大螗蜍冬眠 

期的能量消耗是有益的。大蟾蜍出眠后郎进入 

繁殖期 ，这一时期 内大蟾蜍不摄食，仍然只能依 

靠消耗体内贮备物质维持生存及活动的需要。 

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大蟾蜍在冬眠后肝糖元含 

量继续大幅度降低，此时期血糖浓度虽有回升 

但仍达不到冬眠前的水平。有理由认为大蟾蜍 

冬眠后可能最大限度地动用贮存的肝糖元 ，以 

提高血糖浓度，适应活动与繁殖的需要，由于这 
一

时期 大蟾除肝糖元贮存量已很小 ，可能限制 

了血糖浓度回升的幅度。实验结果提示 ，三个 

不同时期糖代谢的变化情况与大蟾昧当时的生 

理需要褶一致。 

3．2 三个不同时期三种漱素禽量变化 的 生 理 

学意义 

3．2．1 血清皮质醇 皮质醇是影响糖代谢的主 

要激素 ，一 般认为它具有促进肝内糖元异生增 

加糖元贮备和使血糖浓度升高的作用 。 冬眠 

前大蟾蜍血清皮质醇含量高，有利于扭从食初 

中吸收的营养成分转化为肝糖元贮存起来。冬 

眠期大蟾蜍血清皮质醇含量降低，血牺浓度和 

代谢率也髓之降低。冬眠后大蟾蜍im清皮质醇 

台量升高，血糖浓度也相应升高，由于这一时期 

大蟾蜍不摄食 ，较高的皮质醇浓度还可能起豺 

促进牺异生以弥补肝糖元不足的作用。实验结 

果提示在三个时期中血清皮质醇含量与血糖浓 

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3．2．2 血清 L 与血清 T| Turner~ 指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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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动物甲状腺在夏季处于最低活动状态，冬眠 

前仍很低 ，冬眠期则处于中等活动状态，冬眠后 

才达到高峰。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出大蟾蜍甲 

状腺在冬眠前后的活动情况符合 Turner的观 

点。一般认为，甲状腺以分泌 T|为主， 是 

的前激素，T．可以在血液或组织中 转 化 为 

， L 的促代谢作用比 强 3—5倍 。冬眠 

前大蟾蜍血清中 T+和 T 的含量均处于三个时 

期中的最低水平，说明此时 甲状腺活动程度低。 

冬眠期血清 T|、L 的含量均显著提高但前者提 

高的幅度更大，表明此时期甲状腺分泌的前激 

素(T．)较多而 转化成 T，的量较少，提示此 

时期的甲状腺由不活动状态开始向活动状态转 

化。 冬眠后血清 T。的含量降回到冬眠前的同 

等水平上，表面上看起来与 Turner的观点似 

乎有矛盾，但此时大蟾蜍血清中 T，的含量比冬 

眠期提高较多，这种现象可能是 由于大量的 T． 

转变为 所引起的，由于 的生理效应比 T． 

强，仍有理由认为冬眠后期大蟾蜍甲状腺的活 

动状态是三个时期中最高的。 

致谢 承蒙我系潘沈元、朱卫中同志 助分析 

数据，邹寿昌副教授提供有关资料，王秀琴同志 

协助实验准备，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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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 EEN SOME SERUM HORM ONES AND 

GLUCOSE M ETABOLISM IN B￡，，D GARGARJZAⅣ S 

DURING PRE-HIBERNATION，HIBERNATION 

AND POST．HIBERNATION 

JI Qing L1 Zhongyua 

(Depamm -，of Biologv．Xu 0 Ⅲ  r，Coll~g~ ĵ o 22IOO9) 

YANG Ying ZHU Jiagan TANG Jiguaag 

(Department of Lgboretory．Xuz~ou City Hotpitul Xuxkos 221003)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variations of the serum cortisol，thyroxine T4)and 

trii0d0thyr0nine(T，) Bu[o gargarizans during pre—hibernation，hibernation and post—hi— 
bernatlon．The variations of the serUITI hormone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change of g]ucuse 

metabolish during those three period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rum cortisol and serum 

glucose tend to decline significantly during hibernation and increase markedly during post． 

hibernation．The serUlTt T|tend s to increase during hibernation markedly and decline to the 

same level of pre—hibernation at the end of post．hibernation．The serum Tt always tends to 

increase during those three periods and The hepatic glycogen always tends to decline during 

those three periods．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variations of the sefui~ hormones is also discu
—  

s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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