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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种茶叶多糖降血糖效果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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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迎霜茶多糖(T01-TPS)和云南大叶种茶多糖(T09-TPS)对四氧嘧啶致糖尿病小鼠的降血糖作

用。对正常小鼠和四氧嘧啶造模的高血糖小鼠分别经过灌胃给予2种茶多糖14d,测定给药前后小鼠的空腹血

糖值、体质量与免疫器官质量,进行糖耐量试验。结果表明:迎霜茶多糖和云南大叶种茶多糖均能较好地降低糖

尿病小鼠血糖水平,表现出一定的量效关系,并能减缓糖尿病小鼠多食、多饮和消瘦症状;2种茶多糖能使糖尿

病小鼠的血糖曲线下面积明显下移,提高糖尿病模型小鼠的葡萄糖耐量;可使糖尿病小鼠的胸腺指数和脾脏指

数提高,促进糖尿病小鼠脾脏和胸腺的发育,说明2种茶多糖具有明显的降血糖作用和一定的增强免疫调节能

力的作用,迎霜茶多糖效果优于云南大叶种茶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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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化学方法合成的治疗糖尿病的药物长期使

用会对人体产生较大的副作用,因此,从天然产物中

筛选降血糖药物,是开发糖尿病药物的一条可行途

径[1]。中国和日本民间常采用饮用粗老茶的方法治

疗糖尿病,研究证实,其有效药理成分主要是茶多糖

(TPS)[2-3]。研究表明,采用不同提取方法、不同原

料所获得的茶多糖降血糖活性具有较大差异。清水

岑夫[4]比较了不同温度的水浸提番茶所得TPS的

降血糖效果,表明低温浸提的TPS具有更明显的降

血糖效果,茶多糖活性随浸提温度的提高而下降。

Tadakazu等[5]研究发现,采用合成树脂 HP2MG从

绿茶浸提液中分离出的TPS具有明显的降血糖效

果。李布青等[6]采用不同溶剂提取绿茶TPS,并进

行降血糖试验,发现用丙酮沉淀分离的TPS降血糖

作用最佳。倪德江等[7-8]以四氧嘧啶复制糖尿病小

鼠模型,比较不同茶类多糖的降血糖效果,表明各类

茶叶多糖都具有较好的降血糖效果,且半发酵、全发

酵、后发酵茶类的 TPS的降血糖效果优于不发酵

的绿茶类;还比较了不同产地和品种茶叶的 TPS
对DM小鼠降血糖效果,发现茶叶原料的产地、品
种及加工工艺对茶多糖的降血糖效果都有明显的

影响。

笔者所在实验室前期对不同茶树品种多糖清

除·OH和O2-·等自由基的活性分析表明,品种

间多糖抗氧化活性有较大差异,茶树品种间多糖存

在生物多样性[9]。经过对湖北、江西、重庆、云南等

地140个茶树品种(系)茶叶多糖清除·OH 和

O2-·等自由基活性的分析,筛选出一批抗氧化活

性较强和较弱的品种多糖[10]。本文采用四氧嘧啶

复制实验型小鼠糖尿病模型,比较具有较强抗氧化

活性的迎霜茶多糖和较弱抗氧化活性的云南大叶种

茶多糖在体内降血糖效果的差异,考察茶多糖降血

糖作用与茶树品种之间的关联及其可能机制,为功

能性茶树品种的选育以及茶叶多糖的开发应用提供

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采摘迎霜Camelliasinensis(编号T01)和云南

大叶种Camelliasinensis(编号T09)鲜叶原料,采摘

标准为一芽四五叶,蒸青固样后烘干,粉碎后过孔径

为0.2mm 筛。SPF级昆明种雄性小鼠,体质量

(20±2)g,湖北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四氧嘧啶

(alloxan),Sigma公司;格列本脲片,天津太平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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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有限公司;葡萄糖(AR),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

公司;血糖仪,日本京都GT-1640型;其他试剂均为

国产分析纯。
1.2 试验方法

1)茶多糖的提取。茶多糖的提取参考倪德江

等[8]的方法。茶叶粉碎样品→55℃的蒸馏水1∶20
(m/V)55℃磁力搅拌浸提2.5h→过滤→滤液

4000r/min离心15min→取上清液→3倍体积

95%乙醇沉淀→离心后取沉淀→冷冻干燥得茶多糖

粗品。迎霜和云南大叶种茶叶粗多糖,分别记为

T01-TPS、T09-TPS。

2)茶多糖基本组成分析。中性糖含量采用硫

酸-蒽酮比色法[11],蛋白质含量采用考马斯亮蓝

G-250法[11]。茶多酚含量采用酒石酸铁比色法[11]。
糖醛酸含量采用硫酸-咔唑法[8]。

3)四氧嘧啶诱导小鼠糖尿病模型的建立。取体

质量(20±2)g小鼠120只,适应性喂养7d后,禁
食不禁水24h,随机取10只作为正常对照组,腹腔

注射等量生理盐水,其余小鼠每只腹腔注射200
mg/kg四氧嘧啶,临用前冰浴中用生理盐水配制成

2%的溶液,注射后恢复正常进食。72h后,小鼠剪

尾尖取血,血糖仪测量空腹血糖值,测定前禁食不禁

水12h,空腹血糖值大于11.10mmol/L的小鼠为

成功造模的高血糖小鼠[12]。

4)茶多糖降血糖试验。取正常小鼠10只为正

常对照组(NCG),再将高血糖小鼠随机分为糖尿病

模型组(MCG)、阳性对照组(PCG)、T01-TPS低、
中、高剂量组以及 T09-TPS低、中、高剂量组等8
组。正常对照组(NCG)和糖尿病模型组(MCG)每

天每 只 一 次 性 灌 胃 等 量 生 理 盐 水,阳 性 对 照 组

(PCG)每 天 每 只 分 别 一 次 性 灌 胃 格 列 本 脲 片

5mg/kg,茶多糖低、中、高剂量组每天每只一次性

灌胃茶多糖溶液100、300、600mg/kg,连续进行

14d,各组饲喂基础饲料和自由饮水,给药7d和

14d后测定小鼠空腹血糖值。试验完成时,小鼠称

质量后处死,解剖并观察各脏器病变情况并取小鼠

肾脏、肝脏、脾脏、胸腺称湿质量。试验时环境温度

为18~22℃、湿度50%~60%、动物实验室照明明

暗时间各12h,每天观察并记录小鼠体质量、饮水

量、排尿量、进食量、被毛及精神状况。

5)糖耐量试验。小鼠测定空腹血糖值后,继续

灌胃给药2d。小鼠禁食12h,每只灌胃葡萄糖溶

液2.0g/kg,0、30、120min后分别测定血糖值并计

算血 糖 曲 线 下 面 积 (AUC)。血 糖 曲 线 下 面 积

S(mmol/L)=(a+4b+3c)/4,其中a、b、c分别为灌

胃葡萄糖溶液0、30、120min后的血糖值[13]。
1.3 数据处理

采用Excel2013和SPSSStatistics20软件进

行数据统计处理,数据结果用X
-

±S表示,组间两两

比较采用Duncan’s检验法,不同组间差异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One-wayANOVA)。

2 结果与分析

2.1 茶多糖的主要组成分析

表1分析结果表明,云南大叶种多糖(T09-
TPS)中性糖、糖醛酸和多酚的含量均显著高于迎霜

多糖(T01-TPS),2种茶多糖中蛋白质含量无明显

差异。
表1 T01-TPS和T09-TPS的主要化学组成1)

Table1 ThechemicalcompositionofT01-TPSandT09-TPS %

茶多糖粗品Sample 中性糖 Neutralsugar 蛋白质Protein 糖醛酸 Uronicacid 茶多酚Polyphenol

T01-TPS 39.17±0.55A 2.90±0.36Aa 18.65±1.01A 5.93±0.63A

T09-TPS 44.84±0.72B 3.73±0.59Aa 23.73±0.94B 8.56±0.56B

 1)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极显著水平(P<0.01),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水平(P<0.05)。Differentcapital

lettersafterdatainthesamelineindicatethesignificantlevelat0.01,andlowercaselettersindicatethesignificantlevelat0.05.

2.2 茶多糖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空腹血糖的

影响

  造模后及给药7、14d后小鼠空腹血糖值测定

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2种茶多糖的降血

糖作用均呈现出一定的量效关系,T01-TPS和T09-
TPS的低、中、高剂量组及格列苯脲片均可降低糖

尿病小鼠血糖含量。与模型对照组相比,给药7d

后T01-TPS高剂量组和T09-TPS高剂量组降血糖

作用分别达极显著水平(P<0.01)和显著水平(P<
0.05)。给药14d后,各组小鼠血糖含量明显降低,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阳性对照组、T01-TPS、T01-
TPS的中、高剂量组,降血糖作用达极显著水平

(P<0.01);T01-TPS、T01-TPS低剂量组达显著水

平(P<0.05)。T01-TPS高剂量组降血糖作用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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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茶多糖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空腹血糖的影响1)

Table2 EffectofTPSonbloodglucoseofalloxan-inducedhyperglycemicmice

组别 Group
每只剂量/(mg/kg)

Dose
血糖含量/(mmol/L)Bloodglucose

0d 7d 14d
NCG / 4.57±0.21 4.28±0.13 5.12±0.21
MCG / 21.39±2.37A 24.72±2.81A 28.60±1.12A
PCG 5 22.24±3.05A 19.10±3.00A 21.86±1.00AB
T01-TPS低Low 100 21.82±2.21A 20.33±1.44A 24.52±1.06Ab
T01-TPS中 Middle 300 22.20±2.20A 18.17±3.62A 20.93±1.48AB
T01-TPS高 High 600 21.49±1.44A 14.31±2.37AB 16.19±1.03ABC
T09-TPS低Low 100 21.64±2.09A 22.10±2.58A 24.03±2.22Ab
T09-TPS中 Middle 300 20.68±2.19A 21.43±2.06A 19.18±1.43AB
T09-TPS高 High 600 20.92±1.84A 15.77±1.80Ab 17.68±1.83AB

 1)a:P<0.05,A:P<0.01与 NCG比较;b:P<0.05,B:P<0.01,与 MCG比较;c:P<0.05,C:P<0.01与PCG比较a:

P<0.05,A:P<0.01ComparedwithNCG;b:P<0.05,B:P<0.01ComparedwithMCG;c:P<0.05,C:P<0.01,Compared

withPCG.下表同 ThesameasfollowTables.

性对照组相比差异达极显著水平(P<0.01),表明

其降血糖效果优于格列本脲片和T09-TPS。
2.3 茶多糖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糖耐量的影响

糖耐量试验结果(表3、图1)显示,NCG组小鼠

在灌胃葡萄糖后,血糖含量在30min升至最高后逐

渐恢复,120min时降到正常水平。MCG组小鼠血

糖含量在30min时达到最高水平,其后一直维持较

高水平,说明其糖耐量降低。在各给药组中,T09-
TPS低剂量组小鼠表现出糖耐量降低的特征。与

MCG组相比,PCG 组、T01-TPS高剂量组、T09-
TPS的中、高剂量组差异极显著(P<0.01),T01-
TPS低、中剂量组差异显著(P<0.05)。PCG组和

2种茶多糖各剂量组血糖曲线下面积下移,其中

T01-TPS中、高剂量组、T09-TPS高剂量组差异达

极显著水平(P<0.01),表明茶多糖可明显改善小

鼠的葡萄糖耐量,并具有一定的量效关系。与PCG
组相比,T01-TPS高剂量组血糖曲线下面积差异达

极 显著水平(P<0.01),表明其降血糖效果优于阳

性 药格列本脲片和T09-TPS,如T01-TPS高剂量

组曲下面积为(43.70±2.57)mmol/L,而 T09-
TPS处理组为(44.31±2.04)mmol/L。

图1 茶多糖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糖耐量的影响

Fig.1 EffectofTPSonoralglucosetolerancetest
ofalloxan-inducedhyperglycemicmice

表3 茶多糖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糖耐量的影响

Table3 EffectofTPSonoralglucosetolerancetestofalloxan-inducedhyperglycemicmice

组别 Group
每只剂量/(mg/kg)

Dose
血糖含量/(mmol/L)Bloodglucose

0min 30min 120min
曲线下面积/
(mmol/L)AUC

NCG / 5.71±0.65 6.04±0.42 4.75±0.62 13.06±1.32
MCG / 25.36±1.36A 29.12±2.13A 27.51±0.88A 56.10±1.86A
PCG 5 17.20±1.54AB 30.01±2.00A 19.26±2.89AB 48.76±3.67Ab
T01-TPS低Low 100 21.48±2.16A 28.77±0.89A 22.56±2.01Ab 51.05±1.92A
T01-TPS中 Middle 300 19.07±1.92AB 25.48±2.66A 21.26±1.62Ab 46.19±2.10AB
T01-TPS高 High 600 17.56±1.13AB 25.44±2.02A 18.49±1.64AB 43.70±2.57AB
T09-TPS低Low 100 22.33±1.33Ac 26.53±2.28A 23.99±1.65A 50.11±2.86A
T09-TPS中 Middle 300 20.34±1.47Ab 29.09±1.21A 20.30±1.10AB 49.40±1.34A
T09-TPS高 High 600 18.68±1.13AB 24.95±1.71A 19.58±1.37AB 44.31±2.0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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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茶多糖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免疫器官的

影响

  由表4可知,MCG组小鼠的胸腺指数、脾脏指

数明显低于 NCG组,表明造模后小鼠的胸腺和脾

脏萎缩,免疫功能显著降低;灌胃不同剂量的茶多

糖,可提高小鼠的胸腺指数和脾脏指数。在改善脾

脏器官方面,与 MCG组相比,T01-TPS高剂量组差

异极显著(P<0.01),T09-TPS高剂量组差异显著

(P<0.05)。与 MCG 组相比,T01-TPS和 T09-

TPS高剂量组的胸腺指数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P<0.01),表明T01-TPS和T09-TPS能促进糖尿

病小鼠胸腺和脾脏的发育,具有增强免疫能力的作

用,且T01-TPS的效果要优于T09-TPS。与 NCG
组相比,高血糖小鼠肾脏指数明显降低,灌胃不同剂

量茶多糖后,肾脏指数有不同程度提高;与 MCG组

相比,T01-TPS中、高剂量组和T09-TPS高剂量组

差异极显著(P<0.01),表明T01-TPS和T09-TPS
对糖尿病小鼠的肾脏发育具有一定治疗作用。

表4 茶多糖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免疫器官的影响

Table4 EffectofTPSonorganweightofalloxan-inducedhyperglycemicmice

组别

Group
每只剂量/(mg/kg)

Dose
肾脏指数/(mg/g)
Kidneyindex

脾脏指数/(mg/g)
Spleenindex

胸腺指数/(mg/g)
Thymusindex

NCG / 16.13±1.01 5.15±0.31 2.73±0.25
MCG / 9.24±0.62A 1.38±0.15A 0.69±0.11A
PCG 5 13.43±1.39AB 1.60±0.24A 1.30±0.14A
T01-TPS低Low 100 11.02±1.84AC 2.71±0.21A 1.13±0.33A
T01-TPS中 Middle 300 12.33±1.63AB 2.54±0.23A 1.13±0.36A
T01-TPS高 High 600 13.44±1.83AB 3.44±0.21aBc 1.70±0.25AB
T09-TPS低Low 100 9.63±0.74AC 2.52±0.34A 0.85±0.05A
T09-TPS中 Middle 300 10.53±1.12AC 2.46±0.72A 0.88±0.10A
T09-TPS高 High 600 12.56±1.31AB 3.17±0.91Abc 1.64±0.23AB

2.5 茶多糖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糖尿病症状的

影响

  1)茶多糖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每日饮水量的

影响。由图2可知,四氧嘧啶所致高血糖小组每日

饮水量显著增加,其中以 MCG组小鼠的每日饮水

量最大且呈现上升趋势,PCG 组、T01-TPS、T09-
TPS的各剂量组小鼠的日饮水量低于 MCG组,随
着给药时间的延长,T01-TPS和 T09-TPS的各剂

量组小鼠的日饮水量逐渐降低,且2种茶多糖高剂

量组降低效果较为明显。

图2 茶多糖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每日饮水量的影响

Fig.2 EffectofTPSonwaterintakeof
alloxan-inducedhyperglycemicmice

  2)茶多糖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每日进食量的

影响。由图3可看出,四氧嘧啶致高血糖小鼠日进

食量显著增加;在试验过程中,MCG组小鼠进食多

且逐渐增加,灌胃茶多糖后2种茶多糖各剂量组小

鼠日进食量逐渐减少,但各组未见明显差异。

图3 茶多糖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每日进食量的影响

Fig.3 EffectofTPSonfoodintakeof

alloxan-inducedhyperglycemicmice

3)茶多糖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体质量的影

响。由表5可知,造模后小鼠体质量明显减轻,表现

出多食、多饮、多尿,体质量下降的“三多一少”症状。
灌胃茶多糖14d后,小鼠体质量虽有所增加,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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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茶多糖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体质量的影响

Table5 EffectofTPSonbodyweightofalloxan-inducedhyperglycemicmice

组别

Group
每只剂量/(mg/kg)

Dose
造模前

Normalmice
造模后

Afteri.p.ofalloxan
给药14d后

14dafteradministration

NCG / 22.29±2.08 27.10±2.56 36.07±3.13

MCG / 22.48±2.45 19.80±1.56A 21.87±2.61A

PCG 5 22.08±1.22 20.26±1.03A 23.81±2.11A

T01-TPS低Low 100 23.20±1.57 20.72±2.43A 26.72±2.64Ab

T01-TPS中 Middle 300 21.53±1.15 21.26±2.30A 24.38±1.32A

T01-TPS高 High 600 22.81±1.38 20.48±1.22A 24.56±2.32A

T09-TPS低Low 100 22.64±2.22 19.87±1.67A 25.34±2.11A

T09-TPS中 Middle 300 21.71±1.03 19.15±2.09A 24.30±2.35A

T09-TPS高 High 600 22.27±2.05 21.56±1.14A 26.20±2.65A

NCG组相比,具有极显著差异(P<0.01)。其中,

T01-TPS低剂量组小鼠体质量与 MCG组相比差异

显著(P<0.05),体质量回升较为明显。

4)茶多糖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外观的影响。
试验期间,MCG组小鼠皮毛略黄,无光泽,少动,反

应较为迟缓,排尿量多,垫料湿。NCG组小鼠皮毛

洁白,有光泽,精神状态良好,排尿量少,垫料干燥。
茶多糖组小鼠皮毛较白,排尿量相对于 MCG组小

鼠较少。T01-TPS和T09-TPS、高剂量组小鼠较活

泼且排尿量较少(表6)。
表6 茶多糖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外观的影响

Table6 EffectofTPSonappearanceofalloxan-inducedhyperglycemicmice

组别Group 每只剂量/(mg/kg)Dose 皮毛状况Skin 精神状态Spirit 排尿量 Urination

NCG / 皮毛浓密,白而有光泽 多动,反应灵敏 少,垫料干燥

MCG / 较稀疏,略显黄色无光泽 少动萎靡,反应较慢 多,垫料湿

PCG 5 较稀疏,较白,有光泽 较活泼,反应较灵敏 较多,垫料湿

T01-TPS低Low 100 较稀疏,较白,有光泽 较活泼,反应较灵敏 较多,垫料湿

T01-TPS中 Middle 300 较密,较白,有光泽 较活泼,反应较灵敏 较少,垫料较干

T01-TPS高 High 600 较密,较白,有光泽 较活泼,反应较灵敏 较少,垫料较干

T09-TPS低Low 100 较稀疏,较白,有光泽 较活泼,反应较灵敏 较多,垫料湿

T09-TPS中 Middle 300 较稀疏,较白,有光泽 较活泼,反应较灵敏 较多,垫料较湿

T09-TPS高 High 600 较密,较白,有光泽 较活泼,反应较灵敏 较少,垫料较干

3 讨 论

四氧嘧啶可通过激活产生大量自由基破坏胰岛

β细胞,可使机体胰岛素减少,引起血糖升高,从而

造成实验性糖尿病[13-14]。研究表明,糖尿病人和糖

尿病动物模型的抗氧化能力均下降[15-16]。本研究

中,在灌胃茶多糖后,小鼠的血糖值显著低于糖尿病

模型对照组,糖耐量试验结果也显示,T01-TPS中、
高剂量组和T09-TPS高剂量组能使糖尿病小鼠血

糖曲线下面积明显下移,由此可推测茶多糖可减弱

四氧嘧啶对胰岛β细胞的损伤或改善已损伤的胰岛

β细胞[17],缓解糖尿病小鼠症状,这可能与茶多糖促

进机体合成SOD等酶类抗氧化剂以及增强机体清

除自由基的能力有关[18-20]。胸腺和脾脏是机体特异

性免疫系统的重要器官。T01-TPS和T09-TPS高

剂量组能显著提高糖尿病小鼠的胸腺和脾脏指数,
表明茶多糖可促进机体免疫器官增殖和修复,具有

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研究表明,植物多糖降

血糖作用机理主要与其对激素水平的影响和对糖代

谢酶活性的调节有关[21]。笔者所在实验室前期研

究显示乌龙茶多糖对糖尿病小鼠有较好的免疫恢复

功能[22]。试验结果显示迎霜茶多糖(T01-TPS)和
云南大叶种茶多糖(T09-TPS)既能降低糖尿病小鼠

血糖又有促进糖尿病小鼠免疫器官发育的作用,具
有一定的增强机体免疫能力作用,推测其降血糖机

理可能与提高糖尿病小鼠的免疫调节能力有关。
研究发现,植物品种间多糖的降血糖活性存在

较大差异[23-25],多糖的生物活性与其结构密切相关,
并且高级结构比一级结构对活性有更大影响[26]。
如Konno等[23]从人参中分离纯化出21种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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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xansA-U,其主成分A的结构是相对分子质量

为14000的葡聚糖,所有的D-Glcp均以α-(1→3)
或α-(1→6)糖苷键连接,有分支,并含有1.7%的

肽。Misaki等[27]从灵芝中分离的多糖含有β-(1→
3)、(1→4)、(1→6)糖苷键,由阿拉伯糖、木糖和葡萄

糖组成,相对分子质量为4×105。对知母、薏苡仁、
刺五加、米糠、紫菜、茶叶等具有降血糖作用的植物

多糖的研究也发现其结构基本都是杂多糖[28-29]。本

试验结果表明,迎霜茶多糖(T01-TPS)和云南大叶

种茶多糖(T09-TPS)对四氧嘧啶引起的小鼠实验性

糖尿病有明显的降血糖作用和一定的增强免疫调节

能力的作用,而且迎霜茶多糖效果优于云南大叶种

茶多糖,表明品种间茶多糖降血糖活性差异,这可能

与不同品种茶多糖的结构差异有关。王元凤等[30]

研究表明,酸性杂聚糖的降血糖活性比中性茶多糖

强。倪德江等[31]研究表明,鲜叶加工成不同的茶类

多糖的相对分子质量、糖的组成、溶液行为已经发生

变化,随之活性也变化。本试验所使用的多糖T01-
TPS和T09-TPS分别来源于迎霜和云南大叶种,
基本组成分析表明,云南大叶种多糖(T09-TPS)中
性糖、糖醛酸和多酚的含量均高于迎霜多糖(T01-
TPS),但总体降血糖效果呈现相反的趋势。这一结

果说明,茶叶多糖的结构变化可能是引起活性差异

的主要因素。刘思思[10]和孙娅[32]的初步分析表

明,2种茶叶多糖的糖基组成、相对分子质量分布均

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深入分析比较不同茶树品种

茶多糖之间的结构差异,将会为探明高活性茶多糖

的构效关系提供更有价值的依据。

致 谢 试验所用迎霜品种茶叶由杭州市茶叶科学

研究所余继忠所长提供,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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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glycemiceffectsoftwoteapolysaccharides

SHIYu-tao1,2 YUZhi1 CHENYu-qiong1 NIDe-jiang1

1.CollegeofHorticultureandForestryScience,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KeyLaboratoryofHorticulturalPlantBiology,MinistryofEducation,Wuhan430070,China;

2.CollegeofTeaandFoodScience,WuyiUniversity,Wuyishan354300,China

Abstract EffectsofT01-TPSextractedfromYingshuang(Camelliasinensis)andT09-TPSextrac-
tedfromYunnanDayezhong(Camelliasinensis)onalloxan-induceddiabetesmicewerestudied.Differ-
entgroupsofnormalmiceanddiabeticmiceinducedbyalloxanwereadministeredTPSfor14days.Fast-
ingbloodglucose,weightofbody,andimmuneorgansweredeterminedbeforeandaftertreatment.The
glucosetolerancetestswerecarriedout.TheresultsshowedthatbothT01-TPSandT09-TPSsignifi-
cantlydecreasedthebloodglucoselevelinalloxan-inducedmicewhichwascorrelatedwiththedosageof
TPStosomedegreeandincreasedtheglucosetoleranceinalloxan-inducedmice.BothT01-TPSandT09-
TPSimprovedtheindexofthymusandspleen.ItisindicatedthatT01-TPSandT09-TPShadremarka-
blehypoglycemiceffectandimmune-enhancingactivity.TheeffectofT01-TPSwasbetterthanthatof
T09-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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