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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白化地鼠和金黄地鼠的血清生化指标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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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测定白化地鼠和金黄地鼠的血清生化指标，比较两者间的差异，为医学实验研究提供数据参

考。 方法　 用眼球取血的方法采集动物全血，制备血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测定，应用 ＳＰＳＳ１０ ０ 软件包对结

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初步建立了金黄地鼠和白化地鼠的血清生化指标，并且反应出部分指标存在差异。 结论

　 金黄地鼠的白化基因对血清生化指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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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鼠，又名仓鼠，属哺乳纲（Ｍａｍｍａｌｉａ），啮齿目 （Ｒｏｄｅｎｔｉａ）、仓鼠科（Ｃｒｉｃｅｔｉｄａｅ）。 实验用地鼠由野生



地鼠驯养而成。 常用的实验动物的地鼠主要有金黄

地 鼠 （ Ｍｅｓｏｃｒｉｃｅｔ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 和 中 国 地 鼠

（Ｃｒｉｃｅｔｕｌｕｓｇｒｉｓｅｕｓ）。 金黄地鼠现有近交系 ３８ 种，突
变系 １７ 种，远交群 ３８ 种，但我国仅有 １ 个远交群品

种［１］。 地鼠在生物医学中主要应用于肿瘤学研究、生
殖生理和计划生育研究、血管生理学和微循环研究、
营养学研究和传染病研究。 地鼠是狂犬病毒、乙型脑

炎病毒的研究及其疫苗生产的主要生物材料。
白化地鼠是金黄地鼠的突变群体，性格温顺，

眼为红色，经解剖颊囊及内脏器官无明显变化，１９６４
年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饲养的金黄地鼠群中首次

发现了白色变种［２］。 由于白化地鼠的肾细胞生长

与毒力检查结果均优于金黄地鼠，所以多用于狂犬

疫苗生产［３］。 ２０１０ 年辽宁长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所饲养的金黄地鼠群体中发现 １２ 只雄性地鼠和 １８
只雌性地鼠毛色突变为纯白色，并眼睛变为红色的

地鼠，经定向繁殖，已成功地繁殖出了均匀一致的

白化地鼠，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群体。 目前该白化

地鼠群已繁殖 ５ 代。 但该白化地鼠的生物学特性、
白化发生机制及应用价值尚未开展研究。 因此，本
研究拟对该白化地鼠突变群的白蛋白、总蛋白、碱
性磷酸酶、谷丙转氨酶等 ２４ 项重要的血液生化指标

进行测定，比较金黄地鼠与白化地鼠在血清生化指

标的差异，为建立规范的白化地鼠种群，开发出自

主知识产权的白化地鼠新品种，为医学研究和药物

开发提供新的动物模型奠定基础，为白化病发生机

制研究提供新材料。

１　 材料和方法为

１ １　 实验动物

８ 周龄金黄地鼠 ４０ 只，雌雄各 ２０ 只；８ 周龄白

化地鼠 ４０ 只，雌雄各 ２０ 只。 由辽宁长生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清洁级，生产许可证号：【ＳＣＸＫ（辽）
２０１０ － ０００１】。
１ ２　 血清制备

禁食 １２ ～ ２４ ｈ，乙醚麻醉后，眼眶静脉取血，制
备血清待用。
１ ３　 血液生化指标测定及方法

共测定白蛋白（ＡＬＢ）、总蛋白（ＴＰ）、碱性磷酸

酶（ＡＬＰ）、尿素氮（ＢＵＮ）、高密度胆固醇（ＨＤＬＤ）、
总胆 固 醇 （ ＣＨＯ ）、 谷 丙 转 氨 酶 （ ＡＬＴ ）、 尿 酸

（ＵＲＩＣ）、血糖（ＧＬＵ）、甘油三酯（ＴＧ）、谷草转氨酶

（ＡＳＴ）、镁 （Ｍｇ）、总胆红素 （ ＴＢＩＬ）、乳酸脱氢酶

（ＬＤ）、磷（Ｐ）、肌酸激酶（ＣＫ）、肌酐（Ｃｒ⁃ｓ）、淀粉酶

（ＡＭＹ）、钙（Ｃａ）、钾（Ｋ）、钠（Ｎａ）、氯（Ｃｌ）、二氧化

碳（ＣＯ２）、阴离子间隙（ＡＧ）等 ２４ 项指标。 应用美

国 Ｂｅｃｋｍａｎ 公司生产的 ＣＸ５ＰＲＯ 全自动生化测定

仪及 Ｂｅｃｋｍａｎ 公司试剂测定。
１ ４　 数据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０ ０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 ｔ 检验和方

差数据处理。

２　 结果

２ １　 ８ 周龄金黄地鼠的血液生化指标结果共测定

２４ 项
结果显示雄性和雌性之间相比较高密度胆固

醇（ＨＤＬＤ）、甘油三酯（ＴＧ）和阴离子间隙（ＡＧ）差

异显著 （Ｐ ＜ ０ ０５），白蛋白 （ ＡＬＢ）、碱性磷酸酶

（ＡＬＰ）和氯（Ｃｌ）差异极显著（Ｐ ＜ ０ ０１），其余 １８ 项

均无显著性差异（Ｐ ＞ ０ ０５）（表 １）。
２ ２　 ８ 周龄白化地鼠的血液生化指标结果共测定

２４ 项
结果显示雄性和雌性之间相比较碱性磷酸酶

（ＡＬＰ）和钾（Ｋ）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５），谷丙转氨酶

（ＡＬＴ）和钠（Ｎａ）差异极显著（Ｐ ＜ ０ ０１），其余 ２０
项均无显著性差异（Ｐ ＞ ０ ０５）（表 ２）。
２ ３　 ８ 周龄金黄地鼠和白化地鼠的血液生化指标

结果共测定 ２４ 项
结果显示金黄地鼠和白化地鼠之间相比较白

蛋白（ＡＬＢ）、总蛋白（ＴＰ）、高密度胆固醇（ＨＤＬＤ）、
总胆固醇（ＣＨＯ）、谷丙转氨酶（ＡＬＴ）和镁（Ｍｇ）差

异显著（Ｐ ＜ ０ ０５），碱性磷酸酶 （ＡＬＰ）、淀粉酶

（ＡＭＹ）、钾（Ｋ）和钠（Ｎａ）差异极显著（Ｐ ＜ ０ ０１），
其余 １４ 项均无显著性差异（Ｐ ＞ ０ ０５）（表 ３）。

３　 讨论

实验动物血液生化参数主要是动物自身的遗

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决定与控制。 遗传因素是决定

实验动物血液生化参数的内在物质基础，而环境因

素则是决定血液生化参数变化的外在条件。 其中

遗传因素决定的大小， 常常用遗传度表示，某种动

物的血液生化参数都有特定的波动范围，这种范围

构成了每种实验动物特有的生物学特性参数［１０］。
不同品系（种）的动物血液正常生化值存在较大差

异，每个品系（种）的血液指标都有其相对稳定值，
这也是区别各品系（种）的一个指标［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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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金黄地鼠血清生化参数（ ｘ ± ｓ）
Ｔａｂ． １　 Ｓｅｒｕｍ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Ｍｅｓｏｃｒｉｃｅｔ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检测项目 Ｉｔｅｍ （ ｕｎｉｔ ） 雄性 Ｍａｌｅ 雌性 Ｆｅｍａｌｅ Ｐ
白蛋白（ＡＬＢ） ｇ ／ Ｌ ３０ ５０ ± １． １９２１ ２８ ６５ ± ２． ８１４９ Ｐ ＜ ０． ０１
总蛋白（ＴＰ） ｇ ／ Ｌ ６５ ５０ ± ２． ７４３４ ６７ １０ ± ２． ８４５１ Ｐ ＞ ０． ０５
碱性磷酸酶（ＡＬＰ） Ｕ ／ Ｌ １０７ ４５ ± １２． ００６５ １４９ ３０ ± ３２． ３１９３ Ｐ ＜ ０． ０１
尿素氮（ＢＵＮ）ｍｍｏｌ ／ Ｌ ５ ７６ ± ０． ７７３５ ６ ２３ ± １． ００９４ Ｐ ＞ ０． ０５
高密度胆固醇（ＨＤＬＤ）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１８ ± ０． ２４３６ １ ５１ ± ０． ４２４６ Ｐ ＜ ０． ０５
总胆固醇（ＣＨＯ）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９９ ± ０． ４１５９ ３ ５２ ± ０． ６１１９ Ｐ ＞ ０． ０５
谷丙转氨酶（ＡＬＴ）Ｕ ／ Ｌ ８２ ３０ ± ３５． ０２９５ ８１ ０５ ± ２０． ７８８３ Ｐ ＞ ０． ０５
尿酸（ＵＲＩＣ） ｍｏｌ ／ Ｌ １０６ ０５ ± ４２． ５０１４ ９６ ８５ ± ２１． ０４９５ Ｐ ＞ ０． ０５
葡萄糖（ＧＬＵ）ｍｍｏｌ ／ Ｌ ５ ０３ ± １． ６７０８ ３ ８０ ± １． １３５２ Ｐ ＞ ０． ０５
甘油三酯（ＴＧ）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５５ ± ０． ６４７７ ３ ２７ ± １． ６４８６ Ｐ ＜ ０． ０５
谷草转氨酶（ＡＳＴ） Ｕ ／ Ｌ ５９ ３０ ± ２１． １９３６ ６９ ９５ ± １５． ０５２５ Ｐ ＞ ０． ０５
镁（Ｍｇ）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６６ ± ０． ２０９８ １ ５３ ± ０． １２５０ Ｐ ＞ ０． ０５
总胆红素（ＴＢＩＬ） ｍｏｌ ／ Ｌ １１ ４８ ± ４． ９９４０ １１ ５７ ± ３． ９２１９ Ｐ ＞ ０． ０５
乳酸脱氢酶（ＬＤ） Ｕ ／ Ｌ ２８１ ２０ ± １５４． １７２０ ２５８ ９５ ± １００． ９１８７ Ｐ ＞ ０． ０５
磷（Ｐ）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３５ ± ０． ２５５２ ２ ４５ ± ０． ３６３１ Ｐ ＞ ０． ０５
肌酸激酶（ＣＫ） Ｕ ／ Ｌ ７５７ ３５ ± ３４９． ０３５４ ９２１ ５０ ± ３１２． ８１９０ Ｐ ＞ ０． ０５
肌酐（Ｃｒ⁃ｓ） ｍｍｏｌ ／ Ｌ ０ １７ ± ０． ０５７６ ０ １８ ± ０． ０６０４ Ｐ ＞ ０． ０５
淀粉酶（ＡＭＹ） Ｕ ／ Ｌ １７４６ ２５ ± ４７０． ４０２７ １７８９ ５０ ± ５５０． １９８６ Ｐ ＞ ０． ０５
钙（Ｃａ）ｍｍｏｌ ／ Ｌ ２ ９４ ± ０． １２９０ ２ ７０ ± ０． １９１６ Ｐ ＞ ０． ０５
钾（Ｋ）ｍｍｏｌ ／ Ｌ ６ ２３ ± １． ０５６０ ６ ８９ ± ０． ８２４９ Ｐ ＞ ０． ０５
钠（Ｎａ）ｍｍｏｌ ／ Ｌ １３９ ６２ ± １． ７２７１ １４０ ８１ ± １． ３３８３ Ｐ ＞ ０． ０５
氯（Ｃｌ）ｍｍｏｌ ／ Ｌ ９９ ３４ ± ３． ５０９７ １０２ ４６ ± １． ４７８１ Ｐ ＜ ０． ０１
二氧化碳（ＣＯ２）ｍｍｏｌ ／ Ｌ ２４ ４３ ± ２． ２２４８ ２３ ７７ ± ２． ８４５７ Ｐ ＜ ０． ０５
阴离子间隙（ＡＧ）ｍｍｏｌ ／ Ｌ ２２ ０９ ± ３． ３７６４ ２１ ４９ ± ２． ２２７４ Ｐ ＜ ０． ０５

注： Ｐ ＜ ０ ０５，０ ０１ 表示金黄地鼠雌雄之间差异显著或极显著。
Ｎｏｔｅ： Ｐ ＜ ０ ０５，０ ０１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ｉｎＭｅｓｏｃｒｉｃｅｔ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表 ２　 白化地鼠血清生化参数（ ｘ ± ｓ）
Ｔａｂ． ２　 Ｓｅｒｕｍ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Ａｌｂｉｎｏ ｍｕｔａｎｔ

检测项目 Ｉｔｅｍ （ ｕｎｉｔ ） 雄性 Ｍａｌｅ 雌性 Ｆｅｍａｌｅ Ｐ
白蛋白（ＡＬＢ）ｇ ／ Ｌ ３２ ７５ ± ２． ７６９７ ２９ ７０ ± ２． ９０３７ Ｐ ＞ ０ ０５
总蛋白（ＴＰ）ｇ ／ Ｌ ７５ ５５ ± ４． １６０９ ７３ ２５ ± ４． ０３７７ Ｐ ＞ ０ ０５
碱性磷酸酶（ＡＬＰ）Ｕ ／ Ｌ １７５ ９０ ± ４２． ６９３４ ２０１ ４０ ± ６６． ８０７２ Ｐ ＜ ０ ０５
尿素氮（ＢＵＮ）ｍｍｏｌ ／ Ｌ ６ ４９ ± １． ０７９６ ６ ９８ ± ２． ０２４０ Ｐ ＞ ０ ０５
高密度胆固醇（ＨＤＬＤ）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１６ ± ０． ４１８５ １ ３６ ± ０． ７８１５ Ｐ ＞ ０ ０５
总胆固醇（ＣＨＯ） ｍｍｏｌ ／ Ｌ ３ ０４ ± ０． ７１１４ ３ ５３ ± １． １４５３ Ｐ ＞ ０ ０５
谷丙转氨酶（ＡＬＴ）Ｕ ／ Ｌ ８０ １５ ± １５． ９７４６ １３１ ８５ ± １１５． １５２２ Ｐ ＜ ０ ０１
尿酸（ＵＲＩＣ） ｍｏｌ ／ Ｌ １２４ １５ ± ２７． ８１９５ １３５ ８０ ± ３８． ５９０４ Ｐ ＞ ０ ０５
葡萄糖（ＧＬＵ）ｍｍｏｌ ／ Ｌ ６ ５２ ± ０． ８１５８ ４ ９２ ± １． １５１９ Ｐ ＞ ０ ０５
甘油三酯（ＴＧ）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４６ ± ０． ９４６６ ２ ７３ ± １． ０１４５ Ｐ ＞ ０ ０５
谷草转氨酶（ＡＳＴ） Ｕ ／ Ｌ ８３ ８０ ± １６． ６０５６ ８８ ９０ ± ３６． ２１８５ Ｐ ＞ ０ ０５
镁（Ｍｇ）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４８ ± ０． １１５１ １ ４６ ± ０． ０９４０ Ｐ ＞ ０ ０５
总胆红素（ＴＢＩＬ） ｍｏｌ ／ Ｌ １３ ７９ ± ５． ０１６５ １３ ４８ ± ６． １１０６ Ｐ ＞ ０ ０５
乳酸脱氢酶（ＬＤ） Ｕ ／ Ｌ ３２２ ９５ ± １０２． ５８７８ ３４１ １０ ± １８９． ６８６４ Ｐ ＞ ０ ０５
磷（Ｐ）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０４ ± ０． ３４１６ ２ ２２ ± ０． ４６３２ Ｐ ＞ ０ ０５
肌酸激酶（ＣＫ） Ｕ ／ Ｌ ８８０ ７０ ± ４２６． ４４４２ ７７３ ９５ ± ３９３． ６９６４ Ｐ ＞ ０ ０５
肌酐（Ｃｒ⁃ｓ） ｍｍｏｌ ／ Ｌ ０ ２４ ± ０． ０６７２ ０ ２４ ± ０． ０７６８ Ｐ ＞ ０ ０５
淀粉酶（ＡＭＹ） Ｕ ／ Ｌ ２２６９ ０５ ± ７８３． ５３５５ ２１９１ ８０ ± ７９３． ６２７０ Ｐ ＞ ０ ０５
钙（Ｃａ）ｍｍｏｌ ／ Ｌ ２ ４７ ± ０． １４０８ ２ ５４ ± ０． １９０４ Ｐ ＞ ０ ０５
钾（Ｋ）ｍｍｏｌ ／ Ｌ ６ ９０ ± ０． ６２１６ ６ ９５ ± ０． ４３３８ Ｐ ＜ ０ ０５
钠（Ｎａ）ｍｍｏｌ ／ Ｌ １３８ ８０ ± １． ４３６２ １３８ ０１ ± ３． ４８４９ Ｐ ＜ ０ ０１
氯（Ｃｌ）ｍｍｏｌ ／ Ｌ １０３ ６７ ± ２． ３９０１ １０１ ５３ ± ３． ０３９８ Ｐ ＞ ０ ０５
二氧化碳（ＣＯ２）ｍｍｏｌ ／ Ｌ ２３ ６０ ± ２． １０３８ ２３ １０ ± ２． ０４６８ Ｐ ＞ ０ ０５
阴离子间隙（ＡＧ）ｍｍｏｌ ／ Ｌ １８ ４３ ± ２． １６０９ ２０ ３３ ± ２． ４７０９ Ｐ ＞ ０ ０５

注： Ｐ ＜ ０ ０５，０ ０１ 表示白化地鼠本身雌雄之间差异显著或极显著。
Ｎｏｔｅ： Ｐ ＜ ０ ０５，０ ０１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ｉｎ Ａｌｂｉｎｏ ｍｕｔａｎｔ．

３３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第 ２４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Ｃｏｍｐ Ｍｅｄ，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１



表 ３　 金黄地鼠和白化地鼠血清生化参数（ ｘ ± ｓ）
Ｔａｂ． ３　 Ｓｅｒｕｍ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Ｍｅｓｏｃｒｉｃｅｔ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ａｎｄ Ａｌｂｉｎｏ ｍｕｔａｎｔ

检测项目 Ｉｔｅｍ （ ｕｎｉｔ ） 金黄地鼠 Ｍｅｓｏｃｒｉｃｅｔ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白化金黄地鼠 Ａｌｂｉｎｏ ｍｕｔａｎｔ Ｐ
白蛋白（ＡＬＢ）ｇ ／ Ｌ ２９ ５８ ± ２． ３３０３ ３１ ２３ ± ３． １９８５ Ｐ ＜ ０ ０５
总蛋白（ＴＰ）ｇ ／ Ｌ ６６ ３０ ± ２． ８７５２ ７４ ４０ ± ４． ２１１１ Ｐ ＜ ０ ０５
碱性磷酸酶（ＡＬＰ）Ｕ ／ Ｌ １２８ ３８ ± ３２． ０６５４ １８８ ６５ ± ５６． ８２５２ Ｐ ＜ ０ ０１
尿素氮（ＢＵＮ）ｍｍｏｌ ／ Ｌ ５ ９９ ± ０． ９１８３ ６ ７３ ± １． ６２０３ Ｐ ＞ ０ ０５
高密度胆固醇（ＨＤＬＤ）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３４ ± ０． ３８０７ １ ２６ ± ０． ６２７６ Ｐ ＜ ０ ０５
总胆固醇（ＣＨＯ） ｍｍｏｌ ／ Ｌ ３ ２５ ± ０． ５８２６ ３ ２９ ± ０． ９７３１ Ｐ ＜ ０ ０５
谷丙转氨酶（ＡＬＴ）Ｕ ／ Ｌ ８１ ６８ ± ２８． ４３８３ １０６ ００ ± ８５． ２６２５ Ｐ ＜ ０ ０５
尿酸（ＵＲＩＣ） ｍｏｌ ／ Ｌ １０１ ４５ ± ３３． ４３ １２９ ９８ ± ３３． ７２４７ Ｐ ＞ ０ ０５
葡萄糖（ＧＬＵ）ｍｍｏｌ ／ Ｌ ４ ４１ ± １． ５４０４ ５ ７２ ± １． ２７４９ Ｐ ＞ ０ ０５
甘油三酯（ＴＧ）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９１ ± １． ２８８７ ２ ５９ ± ０． ９７７７ Ｐ ＞ ０ ０５
谷草转氨酶（ＡＳＴ） Ｕ ／ Ｌ ６４ ６３ ± １８． ９２８６ ８６ ３５ ± ２７． ９２９９ Ｐ ＞ ０ ０５
镁（Ｍｇ）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５９ ± ０． １８２４ １ ４７ ± ０． １０４２ Ｐ ＜ ０ ０５
总胆红素（ＴＢＩＬ） ｍｏｌ ／ Ｌ １１ ５２ ± ４． ４３２３ １３ ６３ ± ５． ５２０４ Ｐ ＞ ０ ０５
乳酸脱氢酶（ＬＤ） Ｕ ／ Ｌ ２７０ ０８ ± １２９． １０６３ ３３２ ０３ ± １５０． ８００７ Ｐ ＞ ０ ０５
磷（Ｐ）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４０ ± ０． ３１４１ ２ １３ ± ０． ４１２８ Ｐ ＞ ０ ０５
肌酸激酶（ＣＫ） Ｕ ／ Ｌ ８３９ ４３ ± ３３７． ５４ ８２７ ３３ ± ４０８． ６９１９ Ｐ ＞ ０ ０５
肌酐（Ｃｒ⁃ｓ） ｍｍｏｌ ／ Ｌ ０ １８ ± ０． ０５８５ ０ ２４ ± ０． ０７１２ Ｐ ＞ ０ ０５
淀粉酶（ＡＭＹ） Ｕ ／ Ｌ １７６７ ８８ ± ５０５． ７２７５ ２２３０ ４３ ± ７７９． ４０３８ Ｐ ＜ ０ ０１
钙（Ｃａ）ｍｍｏｌ ／ Ｌ ２ ８２ ± ０． ２０１３ ２ ５１ ± ０． １６９７ Ｐ ＞ ０ ０５
钾（Ｋ）ｍｍｏｌ ／ Ｌ ６ ５６ ± ０． ９９５７ ６ ９２ ± ０． ５２９６ Ｐ ＜ ０ ０１
钠（Ｎａ）ｍｍｏｌ ／ Ｌ １４０ ２１ ± １． ６３８８ １３８ ４０ ± ２． ６６１１ Ｐ ＜ ０ ０１
氯（Ｃｌ）ｍｍｏｌ ／ Ｌ １００ ９０ ± ３． ０９０９ １０２ ６０ ± ２． ９０８４ Ｐ ＞ ０ ０５
二氧化碳（ＣＯ２）ｍｍｏｌ ／ Ｌ ２４ １０ ± ２． ５４３６ ２３ ３５ ± ２． ０６４０ Ｐ ＞ ０ ０５
阴离子间隙（ＡＧ）ｍｍｏｌ ／ Ｌ ２１ ７９ ± ２． ８３９６ １９ ３８ ± ２． ４８３９ Ｐ ＞ ０ ０５

注：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表示金黄地鼠与白化地鼠之间差异显著或极显著。
Ｎｏｔｅ：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ｓｏｃｒｉｃｅｔ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Ａｌｂｉｎｏ ｍｕｔａｎｔ．

　 　 肝脏是合成蛋白质最重要的器官，当肝细胞有

病变时，合成各种蛋白质的功能降低，可发生蛋白

质与量的改变，所以血液生化检查是最常用、最具

有意义的检测项目。 反映肝功能合成与分解功能

的指标主要有转氨酶、血清总蛋白、白蛋白等［１２］。
目前，对于金黄地鼠和白化地鼠的研究报道很少，
本研究对 ８ 周龄成年金黄地鼠及白化地鼠正常血清

生化值进行检测， 结果发现： 大多数所检测指标均

在正常值范围内，与灰仓鼠、黑线仓鼠及大、小鼠等

无明显差异［４ － ９］，同种动物雌雄个体间在少数几个

指标存在一定差异，如碱性磷酸酶、谷丙转氨酶等，
这可能与性别有关。 而金黄地鼠与其白化地鼠之

间白蛋白、总蛋白、高密度胆固醇、总胆固醇、谷丙

转氨酶差异显著，碱性磷酸酶和淀粉酶差异极显

著，值得注意的是除高密度胆固醇外，其余几项的

值均为白化地鼠高于金黄地鼠，这或许与白化地鼠

的突变基因有一定关系。
生化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动物的新陈代谢

和生理机能状况，本研究结果为白化地鼠生物学特

性积累数据基础，为研究白化地鼠突变机理奠定基

础，对该动物的饲养管理以及实验应用都具重要的

参考价值，进而为白化地鼠在医学生物学中的广泛

应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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