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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于 年 月对贻贝富硒提取物中硒生物活性进行了初步探讨∀ 大

鼠按体重随机分为三组 分别饲喂基础饲料 添加亚硒酸钠饲料和贻贝提取物饲

料 实验 周后测每组鼠体重并进行代谢实验 收集 尿及粪 测定硒含量

实验 周后处死大鼠 分析血及肝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 2°¬ 活性和硒含

量∀ 结果表明 贻贝提取物组鼠血及肝中 ≥ 2°¬活性和硒含量高于缺硒组 差

异显著 饲贻贝提取物和亚硒酸钠对提高 ≥ 2°¬活性的影响无显著差异 但饲

贻贝提取物组鼠血及肝硒含量显著高于亚硒酸钠组 且贻贝提取物能有效地促

进大鼠的生长∀

关键词  贻贝富硒提取物 亚硒酸钠 硒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Ξ  自 年 ≥ 等在发现缺乏维生素 ∞ 的

饮食中微量硒可以防止营养性肝坏死以来≈ 一些学

者的研究揭示 硒是人类和动物必需微量元素之一 是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 2°¬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该酶具有保护生物膜不受脂质过氧化物和自由基损害

的作用∀ 许多动物实验证实硒有防癌!抗癌和抗衰老

等作用≈ ∗ ∀ 人体硒来源主要通过食物摄入 故食物

中硒含量已引起广泛重视∀ 在海洋生物中硒含量十分

丰富 是人类可获取的一个重要的硒源 特别是贻贝

中含量丰富∀ 富硒贻贝提取物是青岛海洋大学海洋药

物与食品研究所研制的一种富硒功能食品 本文主要

对此贻贝富硒提取物硒生物活性进行研究∀

 材料和方法

1 1 主要材料

 贻贝提取物 由青岛海洋大学海洋药物

与食品研究所提供∀

 实验动物  年幼雄性大鼠 只 体重约

∀

1 2 方法

 硒含量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精确

称取样品于凯氏烧瓶中 加入硝酸!高氯酸混合液 加

∗ 粒玻璃珠 静置 次日 于砂浴上加热 当剧

烈反应后溶液变为清亮无色并伴有白烟出现 继续加

热至溶液呈现淡黄色 立即取下 冷却后再加浓盐酸

继续加热 将此消化液用重蒸水移至 容

量瓶中 并稀释至刻度 上机测定∀

 ≥ 2°¬活性测定≈  ⁄° 偶联法∀

 动物实验  将 只雄性鼠分为基础饲

料!亚硒酸钠!贻贝提取物 组 每组 只 分别饲基

础饲料 含硒 ≅ 基础饲料加亚硒酸钠 含

硒 ≅ 基础饲料加贻贝提取物 含硒

≅ 实验期间大鼠自由摄食和饮蒸馏水 共 周∀

在实验 周后 测每组鼠体重及硒摄入量 然后 进行

代谢实验 收集 的尿及粪 测定硒含量∀ 在实验

周后处死大鼠 采集血液 并测定其硒含量及 ≥ 2°¬
活性∀ 切取肝脏 分析其 ≥ 2°¬活性 同时测定硒含

量∀

基础饲料组成中 总硒含量 ≅ 酵母!葡

萄糖!玉米油!纤维素!混合盐∀ 混合维生素分别为

∀

海洋科学

Ξ 本课题经费由山东省科委资助 编号鲁科技
号∀
收稿日期 年 月 日



 结果

2 1  饲料硒对大鼠血及肝 Γ ΣΗ −Πξ 活性和硒

水平的影响
从表 实验结果可知 基础饲料组血及肝 ≥ 2

°¬活性和硒水平比其他二组低 差异极显著 而亚硒

酸钠组 贻贝提取物组 ≥ 2°¬活性二者无显著性差

异 贻贝提取物组对血硒及肝硒水平的影响高于亚硒

酸钠组 差异显著∀

表 1 饲料硒对大鼠血及肝 Γ ΣΗ −Πξ 活性和硒水平的影响

Ταβ 1 Εφφεχτσ οφ διεταρψ σελενιυµ ον γλυτατηιονε περοξιδασε αχτιϖιτψ ανδ σελενιυµ χοντεντ ιν βλοοδ ανδ λιϖερ οφ

τηε ρατσ

组别 硒含量 ≅ ≥ 2°¬活性 Λ #

血 肝 血 肝

基础饲料 ? ϖ ϖ ? ϖ ϖ ? ?

亚硒酸钠 ? 3 ϖ ? 3 ϖ ? 3 ? 3

贻贝提取物 ? 3 ? 3 ? 3 ? 3

注 分析结果表示为 Ξ ? Σ 样品数 ν ∀

3 Π 与基础饲料组相比 ϖ Π ϖ ϖ Π 与贻贝提取物组相比∀

2 2 饲料硒在大鼠体内的吸收与存留
结果见表 2∀

表 2 三组饲料硒在大鼠体内利用率

Ταβ 2 Σελενιυµ υτιλιζατιον ρατε οφ τηρεε κινδσοφ διετ

组别 摄入硒 尿硒 粪硒 利用率

Λ Λ Λ

基础饲料

亚硒酸钠

贻贝提取物

注 利用率 摄入硒 粪硒 尿硒 摄入硒∀

2 3 饲料对鼠体重的影响
结果见表 ∀

表 3 补硒 4 周后大鼠体重

Ταβ 3 Βοδψ ωειγητσ οφ τηε ρατσ ιν διφφερεντ γρουπσ

组别 平均摄食量 体重

基础饲料 ? 3 3

亚硒酸钠 ? 3

贻贝提取物 ?

注 平均摄食量为 周内每只大鼠平均摄食量∀分析结果表示

为 Ξ ? Σ 样品数 ν ∀ 3 Π 3 3 Π 与贻贝

组相比较∀

从表 可见 不同饲料对大鼠的生长有一定影响

饲贻贝提取物组大鼠平均体重为 ? 高

于亚硒酸钠组和基础饲料组 差异显著或极显著∀

 讨论

据研究 硒吸收与尿的排泄即生物转化过程有关∀

为此 本文通过代谢实验对饲料中硒的营养利用性进

行观察 结果表明 贻贝提取物组硒在体内的利用率较

高∀ 但各种硒化合物代谢是复杂的 不能将简单的吸

收测定与生物利用等同 需要更精细的研究方法以测

定食物中硒的营养利用性∀

血硒与饮食硒摄入量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存在相关

性∀肝硒是体内最大的硒储存库 并随摄入量的变化而

变化∀因此 肝硒和血硒是一个重要的短期体池硒有效

的指标∀ 本文采用大鼠血硒和肝硒作为指标 观察不

同饲料硒吸收情况∀结果表明 贻贝提取物对机体组织

硒含量的提高效果显著∀ 贻贝提取物比亚硒酸钠更易

在体内同化 在体内组织中的保存量显著高于亚硒酸

钠组 具有较好的补硒效果∀这可能是贻贝中的硒以有

机态存在 易于生物利用的结果∀

一般纠正缺硒的方法是利用无机硒化合物制成的

口服制剂∀许多研究揭示 有机硒化合物毒性低于无机

硒化合物 有机结合形式的硒在激发免疫反应 抑制大

鼠诱发性肺癌等方面均较亚硒酸钠等无机硒化合物显

著∀ 而贻贝中硒大部分存在于蛋白质和氨基酸中≈

即以有机硒形式存在∀ 另外 表 实验结果表明 贻贝

提取物能有效地促进大鼠生长∀由此可见 贻贝富硒提

取物是一种营养价值和利用率较高的补硒功能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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