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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猕猴桃果汁润肠通便功能进行了动物试验研究。猕猴桃果汁在 & @ 动物试验中，能明

显促进便秘小鼠的小肠推进运动，缩短便秘小鼠的首次排便时间和增加其所排粪便量，提示猕猴

桃果汁具有润肠通便功能，是一种当今较为理想的通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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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社会老龄化，现代生活节奏和饮食习惯的

改变，便秘这一影响现代人生活质量的常见疾病越

来越受到重视。便秘严重者可导致电解质和酸碱

平衡紊乱，引起痔疮、下肢静脉曲张等疾病。由于

种族、排便习惯、饮食结构、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对

便秘的概念和诊断差异很大，其精确发病率无法统

计。在美国，仅以便秘为主诉就诊的患者就已超过

"4% 万，还有更多的服用轻泻剂的患者［$］。国内戴

菲等［"］用自评问卷方式（AFC02%）对 $ 4/4 名健康人

群进行调查，便秘总患病率为 2\ $1]，其中男性为

&\ "1]，女性为 $$\ %3]，#% 岁以上者为 $3\ 13]。

便秘多由饮食、排便习惯不良、肠道蠕动减退、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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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减退而逐渐形成，一般可以采取增加摄入膳食纤

维、食用具有润肠通便作用的功能食品等方法来舒

解［!］。

猕猴桃又名“ 奇异果”、“ 基维果”、“ 长寿果”、

“美容果”，多食有预防感冒、便秘、高血压及抗衰老

等作用［"］。根据国际科技文献发表的数据和美国

食品药物管理局（#$%）颁布的优良［ & ’() $*（人

体每天需求量度 $+,-. *+-/0）］和优秀（ & 1() $*）

营养含量的定义，被誉为“ 水果之王”的猕猴桃的

*2 及膳食纤维含量均达到优秀标准，而目前对膳食

纤维在防治便秘方面的作用已成定论［3］。作者主

要研究猕猴桃果汁的润肠通便功能，依照《 保健食

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1((! 年版）进行了动物

试验，并探讨了其作用机理。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猕猴桃果汁样品由湖南老爹农业科技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为浅绿色粘稠液体，将样品置沸

水浴中减压浓缩一倍，然后用蒸馏水配成所需浓度

供试验用。人体口服推荐量为每人 1"3 45 6 7，按每

人 8( 9: 体重计算，折合为 " 45 6（9:·;<）。

!# $" 实验动物与分组

清洁级（!级）昆明种雄性小白鼠 ’’( 只，体重

为 ’= > 11 :，由广西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桂动

许字 ? 1((( & 第 ((’ 号）提供。实验动物房合格证

号：桂医动字第 1!((! 号。设 1(、"(、=( 45 6（9:·

;<）（分别相当于人体推荐量的 3、’(、1( 倍）! 个剂

量的实验组，同时设便秘模型对照组和阴性对照

组，每组 ’( > ’1 只动物。采用灌胃法给予受试物，

按每次 (@ 1 45 6（’( :·;<）（ 每天灌 1 次）的容量

灌胃。

!# %" 仪器与试剂

主要仪器有手术剪、眼科镊、直尺、注射器、扭

力天平等；主要试剂有印度墨水、复方地芬诺酯片

（江苏常州武进制药厂生产，批号：1((’(!(’）等。

!# &" 试验方法

!# &# !" 检验依据 " 《 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

范》（1((! 年版）中的润肠通便功能检验方法。

!# &# $" 小肠推进试验" 各实验组按 (@ 1 45 6（’( :
·;<）经口给予受试物，1 个对照组给予等量的蒸

馏水，每天灌胃 1 次，上下午各一次，连续给受试物

A 7。末次给样的当天下午，各组动物禁食 ’8 B（ 饮

水不限），给予模型对照组和 ! 个实验组剂量为 3
45 6（9:·;<）的复方地芬诺酯溶液（(@ 1 45 6（’( :

·;<）），阴性对照组给予蒸馏水。!( 4,C 后，! 个

剂量组给一次含相应受试物的墨汁，模型对照组和

阴性对照组给予墨汁（含 1)的印度墨水）。给予墨

汁 13 4,C 后颈椎脱臼处死动物，打开腹腔分离肠系

膜，剪取上端自幽门、下端至回盲部的肠管，置于托

盘上，轻轻将小肠拉成直线进行测量。肠管长度为

“小肠总长度”，从幽门至墨汁前沿为“ 墨汁推进长

度”。按下列公式计算墨汁推进率（!），并进行数据

转换（!）后再统计分析。

墨汁推进率（!）D（墨汁推进长度 6 小肠总长度）E

’(()；! D F,CG’
!!。

!# &# %" 排便时间、排便频率和排便量测定 " 给受

试物方法同小肠推进试验。末次给样的当天下午，

各组动物禁食 ’8 B（饮水不限），然后便秘模型对照

组和 ! 个实验组灌胃给予 ’( 4: 6（9:·;<）剂量的

复方地芬诺酯（(@ 1 45 6（’( :·;<）），阴性对照组

给予等量的蒸馏水。给复方地芬诺酯 !( 4,C 后，模

型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小鼠给予墨汁灌胃，! 个剂

量组给一次含相应受试物的墨汁，同时开始计时。

每只动物均单独饲养，并供给饲料和饮水，观察记

录每只动物首次排黑便所需时间、8 B 排便粒数并

称重。

!# ’"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用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处理。如试验

数据方差不齐，则改用秩和检验统计分析。

!# (" 结果判定

在小鼠便秘模型成立前提下，8 B 排便粒数和

称重结果任一项结果阳性，同时小肠运动试验和排

便时间任一项结果阳性，可判定该受试物具有润肠

通便功能。

$" 试验结果

$# !" 样品对动物体重的影响

从表 ’ 可见，各剂量组小鼠在试验前和试验结

束时的体重与阴性对照组及模型对照组比较，差异

均无显著性意义（! & (@ (3），表明该样品对小鼠体

重增长无影响。

$# $" 样品对小鼠小肠推进运动的影响

由表 1 可见，便秘模型对照组小鼠的墨汁推进

率显著低于阴性对照组（! ? (@ (’），表示便秘模型

成立。各剂量组小鼠的墨汁推进率均高于模型对

照组，经数据转换后统计分析，高剂量组与便秘模

型对照组的差异有极显著性意义（! ? (@ (’），表明

该样品具有促进小鼠的小肠运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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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组动物实验前后的体重比较（! # "）

$%&’ !" ()*+,- ./01%2*3/4 *4 )%., +2/51 &)6/2) %47 %6-)2 %4*0%8’3 )91)2*0)4-（（! # "）

剂量组 !
（"# !（$%·&’））

试验 ( 组

动物数 ! 只 初始体重 ! % 结束体重 ! %
试验 ) 组

动物数 ! 只 初始体重 ! % 结束体重 ! %
*+ (+ (,- . / +- , )0- ( / (- 0 () )+- ( / (- ( )0- ) / (- (

0+ (+ (,- * / +- , )1- , / (- ) () )+- ( / (- ( )0- ) / (- 1

)+ (+ (,- * / +- , )0- + / +- * () )+- ) / +- , )0- 1 / (- )

阴性对照 (+ (,- , / (- 1 )0- ( / (- ) () )+- + / +- . )0- 2 / (- 1

模型对照 (+ (,- * / +- , )0- + / (- ) () )+- + / +- . )0- 1 / (- 2

3 注：表中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4 +5 +2）。

表 :" 受试物对小鼠小肠推进运动的影响（! # "）

$%&’ :" ;4658)4.)3 /6 7/3%+) /4 30%88 *4-)3-*4%8 0/-*8*-< /6 -,) 8*--8) 0*.)（! # "）

剂量组 !（"# !（$%·&’）） 动物数 ! 只 墨汁推进率 ! 6 转换值 " ! 值

*+ (+ 22- 7 / ((- 0!! +- *0 / +- () 8 +- +(

0+ (+ 2+- * / 0- 0 +- ., / +- +0 4 +- +2

)+ (+ 0*- * / .- , +- .. / +- ** 4 +- +2

阴性对照 (+ .7- 0 / *- )!! (- +. / +- (+ 8 +- +(

模型对照 (+ 0(- * / 7- 2 +- .+ / +- +. 9

3 注：(5!!表示墨汁推进率直接与便秘模型对照组比较，! 8 +5 +(；)5 表中的 ! 值为各组的墨汁推进率转换值 ! 与便秘模型

对照组比较差异的 ! 值。

表 =" 受试物对小鼠排便时间、排便频率和排便量的影响（! # "）

$%&’ =" ;4658)4.)3 /6 7/3%+) /4 -,) 0*.) 7)6*.%-*/4 -*0)，62)>5)4.< %47 >5%4-*-<（! # "）

剂量组 !
（"# !（$%·&’））

动物数 !
只

首便时间 !
":; ! 值

粪便粒数 !
粒

! 值
粪便

称重 ! % ! 值

*+ () )+- ( / 1,- + 8 +- +2 )7- ) / *- (( 4 +- +2 +- 7, / +- ). 8 +- +(

0+ () )+(- 1 / 27- 1 8 +- +2 ))- 2 / ,- 77 4 +- +2 +- 1, / +- )( 4 +- +2

)+ () )++- 7 / 10- 2 8 +- +2 )2- ( / ,- +* 4 +- +2 +- 0, / +- (. 4 +- +2

阴性对照 () (+,- 1 / )+- , 8 +- +( 1)- , / ()- 0, 8 +- +( +- 7+ / +- 0) 8 +- +2

便秘对照 () )2)- * / 1(- ( 9 (7- . / 7- 70 9 +- ). / +- (+ 9
3 注：(5 表中 ! 值为各组与便秘模型对照组比较差异的 ! 值；)5 粪便粒数和粪便称重为计数 7 < 内小鼠的粪便量。

3 3 由表 1 可见，便秘模型对照组的小鼠首便时间

大于阴性对照组（! 8 +5 +(），而粪便的粒数及粪便

量均小于阴性对照组（! 8 +5 +( 或 ! 8 +5 +2），说明

便秘模型成立。各剂量组的首便时间比便秘模型

对照组的缩短，且与其的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8
+5 +2）；各剂量组粪便粒数大于便秘模型对照组，但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4 +5 +2）；各剂量组粪便量均

大于便秘模型对照组。其中的高剂量组与便秘模

型对照组的差异有极显著性意义（! 8 +5 +(）。以上

结果表明，该样品能明显缩短便秘小鼠的首便时

间，并增加其所排粪便量。

:? =" 结果判定

分别经口给予小鼠 )+、0+、*+ "# !（$%·&’）

（分别相当于人体推荐量的 2、(+、)+ 倍）剂量的猕

猴桃果汁连续 . =，能明显促进便秘小鼠的小肠推

进运动，缩短便秘小鼠的首次排便时间和增加其所

排粪便量。可判定，猕猴桃果汁具有润肠通便功

能。

=" 讨" 论

整个消化系统中，小肠担任消化、吸收的重任，

大肠则负责清扫的善后工作。小肠留下来的泥浆

般的液体食物残渣通过大肠时，水分会被渐渐吸

收，而剩余的成为粪便排出体外。随着人们越来越

多的食用精细加工食物，所摄入的膳食纤维越来越

少，致使肠道内的粪便体积长期处于低水平，削弱

了肠道自然排便反射，让消化废物长期滞留肠道，

当其中的水分被肠道过于吸收后，粪便变得过于干

硬，难以排出，就形成了便秘［7］。

大量研究显示，膳食纤维对改善便秘具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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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辅助效果［! " #］，猕猴桃果汁的通便机制与其富含

膳食纤维有关。猕猴桃果汁膳食纤维平均质量分

数为 $# %& ’ &［(］，被 )*+ 认为是最优质的食用纤维

源。膳食纤维在人体口腔、胃和小肠不被消化吸

收，从而增大了肠内容物的体积，维持肠道内正常

内压，使大便蓬松软化，肠道较易推动食物残渣，有

效清除肠道褶皱里的废物和垃圾，将营养吸收完后

的废物移走，从而起到促进肠道的蠕动，缩短肠内

容物通过肠道的时间，以达到改善功能性便秘，排

便通畅。进入大肠内的纤维还能被肠内细菌部分

地、选择性地分解与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降低肠

道内环境的 ,- 值［$.］，改变消化系统中的菌群［$$］，

刺激了肠道粘膜，加快粪便的排泄。膳食纤维结构

中充满缝隙，持水性很强，进入肠道后会吸纳比其

本身大 / 0 $. 倍的水分，这种强亲水性能增加机体

排便的体积和速率，减轻直肠内压力，促进肠道功

能正常化，预防便秘以及长时间便秘引起的痔疮和

下肢静脉曲张等疾病［$1］。

排便异常不仅可使患者产生生理及心理不适，

而且可引起诸多并发症，添加适宜的膳食纤维可改

善功能性排便异常。猕猴桃果汁富含膳食纤维，且

经济、实用、易于推广应用，无疑是一种促进润肠通

便的最佳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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