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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鼩全血胆碱酯酶活性测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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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测定分析树鼩全血胆碱酯酶活性．方法 采用 WS/T66-1996全血胆碱酯酶活性的羟胺 -三氯

化铁分光光度法测定 10只树鼩和 10只小鼠全血胆碱酯酶活性．结果 树鼩的全血胆碱酯酶活性个体差异比小鼠

小，树鼩全血胆碱酯酶活性（滋mol/mL全血，37℃，30 min）绝对值为 94.15±4.65，大于小鼠的平均值 78.22±

8.7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0.05）．结论 树鼩在全血胆碱酯酶活性相关研究方面是较好的实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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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Whole Blood Cholinesterase
Activities of Tree Shr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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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and analyse the whole blood cholinesterase activities of Tree Shrews.

Method The whole blood cholinesterase activities of 10 rats and 10 Tree Shrews were determinted by

WS/T66-1996 hydroxylamine hydrochloride- ferric chloride Spectrophotometer．Results The tree shrew’s whole

blood cholinesterase activity（滋mol/mL，37℃，30 min） was 94.15±4.65，which was higher than mouse’s whole

blood cholinesterase activity（78.22±8.77），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0.01）．Conclusion

Tree shrews are excellent experimental animals for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whole blood cholinesteras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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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鼩（tupaia belangeris，Tree Shrew）在国际上

通俗地称之为树仙（Tupaia Glis），其在分类上仍有

分歧，属哺乳纲，有认为属胎盘类，食虫目，多数

认为是灵长目（原始灵长类），树鼩科．树鼩分布

在热带和亚热带，如我国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

等地．树鼩是一种体小、价廉的灵长类动物，它的

新陈代谢远比犬、鼠等动物更接近于人类，大体解

剖也近似于人类，因此在医学生物学上用途很广，

受到广大科学工作者的重视．目前，捕捉后经短期

饲养的野生树鼩仍是国内实验用树鼩的主要来源，

其遗传背景、年龄及健康状况不祥，势必影响实验

结果的判断，因此加强实验室树鼩的繁殖和其生理

生化指标的测定研究十分必要．基于树鼩在医学研

究中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以及全血胆碱酯酶的活

性在科研和临床上有较大的应用价值，拟对昆明医

科大学培育的树鼩进行全血胆碱酯酶的活性测定并

与小鼠测定结果进行比较，为树鼩生理生化指标研

究提供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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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鼠组比较，** ＜0.01

721型分光光度计、恒温水浴箱（±0.5℃）．

磷酸氢二钠、磷酸二氢钾、盐酸羟胺、氢氧化钠、

盐酸、三氯化铁、溴化乙酰胆碱等试剂均为分析

纯，水为新煮沸去除二氧化碳的蒸镏水．

1.2 实验动物

受试动物为正常成年树鼩 10只，雌雄不拘，

体重（94.1±19.3） g．正常成年昆明种小鼠 10只，

雌雄不拘，动物合格证号 SCXK（滇） -20110004，

由昆明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测试前排除农
药接触史．

1.3 方法

用完全随机抽样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随机选取

成年期 20周龄树鼩 10只，成年期昆明种小鼠 10

只．树鼩称重后采用尾静脉采血法用微量移液器准

确取全血 80 滋L放入盛有 1.92 mL 0.01%皂素溶液

即时测定．小鼠用戊巴比妥钠麻醉行眼球摘除法采

血取全血 80 滋L放入盛有 1.92 mL 0.01%皂素溶液

即时测定．采用 WS/T66-1996全血胆碱酯酶活性

的羟胺 -三氯化铁分光光度法分别测定树鼩、小

鼠全血胆碱酯酶活性．全血胆碱酯酶活性

（滋mol/mL全血，37℃，30 min） =被水解乙酰胆

碱量 /0.04，此值为 0.04 mL全血在 37 ℃，30 min

水解溴化乙酰胆碱的量，是胆碱酯酶的绝对活性，

值越大表示该动物全血胆碱酯酶活性越强．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SPS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样

本 检验，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树鼩和小鼠全血胆碱酯酶活性测定值经正态性

检验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 ＞0.05，符合正态性．

树鼩和小鼠全血胆碱酯酶活性测定值均数经两独立

样本 检验符合方差齐性， ＝-0.572， ＝0.000，

可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树鼩全血胆碱酯酶活

性较小鼠高，见表 1．

分 组 n 性别（雌 /雄） 全血胆碱酯酶活性（x±s） 全血胆碱酯酶活性总体均数 95％CI

树 鼩 10 7/3 94.15±4.65** 90.82～97.48

小 鼠 10 5/5 78.22±8.77 71.94～84.49

表 1 实验动物全血胆碱酯酶活性测定结果（滋mol/mL，37℃，30 min）

Tab.1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whole blood cholinesterase activities of animals(滋mol/mL，37℃,30 min)

3 讨论

我国对树鼩[1]的研究早见于科学教研和动物学

方面，应用于医学方面较晚．1975年最先用于代

替恒河猴作为小儿麻痹方面的试验未能成功．之后

用于研究鼻咽癌 EB病毒，将 EB病毒注进肠系膜

淋巴结能使淋巴组织增生．用树鼩鼻粘膜细胞作培

养后接种 EB病毒取得较好的结果．树鼩[2]作为甲

型肝炎病毒和乙型肝炎病毒的肝炎模型分别取得了

一定的阳性结果．以树鼩作为轮状病毒的腹泻病理

模型已获得成功．目前，更多学者在生态学、形态

学、神经生理学、寄生虫学、齿学及生理代谢[3]关

系等方面进行了各种研究．树鼩大脑较发达，多用

于神经系统[4，5]方面的研究，如对大脑皮质的定位，

嗅神经、纹状体颞皮质，小脑核闭的形态，小树鼩

的小脑发育、视觉系统、神经血管的研究，神经节

细胞识别能力，口腔粘膜感觉末稍研究，神经系统

的多肽、应激等研究．有些学者对树鼩 24 h活动

规律进行了观察．由于树鼩血中高度密度脂蛋白成

份占血脂总量的 60%～70%，比例较高，已用于探

索抑制动脉粥样硬化发病机理的研究．此外还发

现高胆固醇膳食下，容易形成胆结石，为高脂血
时胆固醇排出途径提供客观依据．有人还用树鼩

进行了化学的致癌，特别是黄曲霉毒素致肝癌[2]的

研究，计划生育的研究等．近年来昆明医科大学

实验动物中心已成功繁育树鼩数百只，也对其脑

发育等方面进行了数项研究，并对其正常生理生

化指标进行系统研究，为其它科学研究的推进和

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基础．

在临床实践中，胆碱酯酶的高低与一些相关

疾病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胆碱酯酶的增高，见

于神经系统疾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高

血压、支气管哮喘、Ⅳ型高脂蛋白血症、肾功能

衰竭等；胆碱酯酶的减低常见于见于有机磷中毒、

肝炎、肝硬化、营养不良、恶性贫血、急性感染、

心肌梗死、肺梗死、肌肉损伤、慢性肾炎、皮炎

及妊娠晚期等，以及摄入雌激素、皮质醇、奎宁、

吗啡、可待因、可可碱、氨茶碱、巴比妥等药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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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鼩是体小、价廉的灵长类动物，它的新陈代

谢远比犬、鼠等动物更接近于人类，大体解剖也近

似于人类，因此在医学生物学上可以有广泛的用
途．本实验测定结果表明树鼩全血胆碱酯酶活性绝

对值的平均值大于小鼠的平均值，两独立样本 检

验 ＜0.05，差异具有显著性，此结果是否与 2种

动物种属不同有关，还是与年龄、体重、性别及其

它因素有关还应该进行进一步研究．经测定树鼩和

小鼠全血胆碱酯酶活性测定值符合正态分布，但树

鼩组标准差较小鼠组小，提示树鼩全血胆碱酯酶活

性测定值个体差异较小，用树鼩作该方面研究时比

较稳定，加之树鼩属于灵长类动物，因此在实验动

物选用上较具优势，树鼩在全血胆碱酯酶活性相关

研究方面是较好的实验动物．因本实验样本量较低

无法求得全血胆碱酯酶的正常参考值，求得树鼩和

小鼠全血胆碱酯酶活性（滋mol/mL全血，37℃，30

min）总体均数的 95%可信区间分别为表 1所示，

为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指标，并为昆明医科

大学实验动物中心进行树鼩基本生理指标的研究提

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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