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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糖尿病发病率逐年增加[1]，建立稳定的糖

尿病动物模型是研究糖尿病非常重要的手段，用

STZ（链脲佐菌素）制造糖尿病动物模型是常用的

造模方式，而大鼠因价格便宜，易于成活，往往

用来进行糖尿病的研究 [2]．笔者从护理角度用

STZ50只 SD大鼠行糖尿病造模进行总结，并做出

相应对策．

1 材料与方法

SPF 级 SD 大鼠 50 只，均为雄性，体重为

200～250 g，10～12 周龄．链脲佐菌素 （STZ）

（美国 Sigma公司）；柠檬酸缓冲液；微量血糖仪

（美国强生稳豪型）．

50只 SD大鼠禁食不禁水 18h测空腹血糖；在

食物和水都供给的条件下测随机血糖．50只大鼠

未禁食禁水，将 STZ 溶于 0.1%柠檬酸缓冲液

（ph4.4），行腹腔注射 50 mg/kg，72 h 后行静脉采

血，微量血糖仪测定血糖[3]，称体重．

采用 SPSS统计软件，采用配对 检验和非参

数的统计方法 -配对秩和检验， ＜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造模 72 h后大鼠出现饮水增加、进食增加，

尿量增加的情况，部分 SD大鼠毛发有脱落，大鼠

体重有减少．50只大鼠造模后，72 h内有 2只死

亡，死于低血糖，死亡之前进食、进水减少，随

机血糖分别 1.7 mmol/L，2.3 mmol/L．大鼠死亡后

组 别 造模前 造模后

只数（n） 48 48

体重（g） 386.2±68 379.5±69

随机血糖（mmol/L） 6.1±1.8 24.7±9.0**

进行大鼠尸体解剖未发现重要脏器受损．其他 48

只 SD大鼠血糖大于 16 mmol/L，造成糖尿病模型，

其体重和血糖指标见表 1．血糖升高明显，有统计

学意义（ ＜0.01），造模 3 d内体重有下降，但无

统计学意义（＝0.053）．

表 1 SD大鼠造膜前后体重对比

3 讨论

本实验组经过数次造模实验研究，从护理的角

度将实验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对策如下：（1）

称 STZ 时以 mg为单位，需在密闭电子天平中进

行，以免 STZ形成气溶胶，污染空气，同时避免

了 STZ流失；（2）进行腹腔注射，在进行柠檬酸

钠灭菌缓冲液配液时，进行消毒灭菌即可，如进行

高压蒸汽灭菌，液体挥发较多，可能改变缓冲液的

pH 值，影响药物效果；（3） STZ 配液时速度要

快，以免药物降解，整个过程在冰盒上进行，配液

后用过滤器（过滤器孔径 2um）进行过滤，滤出杂

质，保证注射安全；（4）在进行腹腔注射时，要

注意进针角度，要提起腹壁，30°进针，以免损伤

重要脏器，进针后注射前先回抽有无凝血，如有回
血说明进入大血管或重要脏器，即停止注射，拔针

后用纱布按压注射部位；（5）造模前后不用禁食

禁水，以免造模后 B细胞破坏释放大量胰岛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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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白细胞减少等血液系统表现；头晕头痛、

抽搐、意识障碍、肢体无力等神经系统症状．由此

可见其临床表现多样，无特异性，就诊科室众多．

因此临床医师在工作中，应认真询问流行病学资

料，对有静脉吸毒史及非婚异性性行为及同性性行

为等人群，出现发热、消瘦、腹泻、咳嗽等表现应

常规进行 HIV抗体的检测．此外有部分患者因手

术前常规检测确诊为 HIV /AIDS，因此在高流行地

区的综合医院，加大 HIV抗体的筛查力度，可以

尽早发现 HIV/AIDS患者，避免误诊、漏诊．

真菌感染是艾滋病患者条件致病菌所致机会性

感染中最常见的病因[4]．本组资料亦显示，机会性

感染中口腔真菌感染、真菌性食道炎、隐球菌感

染、马尔尼菲青霉菌感染、真菌性肺炎等真菌感染

共有 21 例（感染率 13.82%，14/152），为最主要

的机会性感染．其次是细菌性肺炎、肺孢子虫肺

炎、颅内占位、结核、带状疱疹、弓形虫感染等．
目前认为外周血 CD4+T淋巴细胞水平是体现

机体免疫状态的重要标志．当 CD4+T淋巴细胞＜

200个 /滋L时，预示着进入艾滋病期．当 CD4+T＜

50个 /滋L时，预示疾病进入晚期[5]．本组资料中有

63例患者 CD4+T淋巴细胞＜200个 /滋L，进入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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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禁食不禁水，对于腹腔注射笔者多次造模

发现，不禁食禁水，并不影响造模的成功率，而

且降低了死亡率；（6）为维持糖尿病大鼠生存，

当血糖高于 30 mmol/L，予甘精胰岛素 10 u/kg皮下

注射，同时予与短效胰岛素 10 u/kg皮下注射．血

糖在次日降到 20 mmol/L．

本次造模实验，造模后有 2只 SD大鼠死亡，

大鼠死亡后进行大鼠尸体解剖未发现重要脏器受
损，无腹腔内出血，说明本研究组在腹腔注射中

未误入血管，没有刺伤腹腔内脏器官．这 2只大

鼠死亡考虑 STZ破坏胰腺组织，大量胰岛素释放，

同时大鼠进食不足有关，在今后造模过程中应加

强血糖监测，观察进食、进水情况，是否有活动

减少，发现血糖偏低可灌服葡萄糖水．

护理人员参加基础课题研究的机会并不多，

本课题组的造模过程护理人员参加了药物配置、

注射和血糖测量、动物观察，将遇到的问题进行

总结，想对策，以期对今后 SD大鼠用 STZ造糖尿

病动物模型有一点借鉴作用，提高护理人员的科

研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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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期，其中有 32例患者 CD4+T＜50个 /滋L，为晚

期艾滋病患者，多并发严重的机会性感染，治疗

困难，甚至失去抗病毒治疗的机会，因此应加大

HIV抗体的筛查力度，尽早发现 HIV/AIDS患者，

使其得到及时的治疗，避免出现严重机会性感染

及肿瘤，延长生存期及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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