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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糖尿病占台灣十大死亡疾病第五名，其中又以第二型(非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居多。很多

的中草藥都強調降低血糖值，可有效控制糖尿病的症狀。本實驗主要想探討由後天飲食造成

第二型糖尿病的老鼠體重及血糖值是否能藉由每天食用荖葉而獲得改善。將老鼠分成對照組、

肥胖組和添加荖葉組，利用 40%高脂飼料控制體重，誘發老鼠高血糖症狀，經食用荖葉汁液

的 40 天內，體重可獲得顯著的控制(P<0.05)；另外在血糖控制方面，在食用荖葉汁液二週後

血糖值就下降約 33%，之後持續食用添加荖葉的飼料，血糖值可有效獲得控制(P<0.05)。 

 

壹、研究動機 

某日父親有個印尼華僑身分的朋友到家中用餐，父親注意到朋友在享用晚餐前會喝一罐

自製飲品，在餐中也有多次飲用。在父親詢問下得知，這位朋友有糖尿病的症狀，飲用荖葉

汁液來控制血糖已數月，身體並無不適。父親的朋友還說，有一次他在宴會中忘記飲用荖葉

汁液，餐後的血糖值便急速的上升，趕緊再喝荖葉汁液，經過幾天的服用，血糖值就有控制

下來。這現象引起我的好奇，是否荖葉中含有些特殊成分可以調控血糖，因而可以控制糖尿

病患者的症狀。根據文獻發現治療糖尿病藥用植物之抗氧化活性和它們的降血糖活性間存在

著高度的正相關性，且這種關係性可能與它們的總多酚類含量相關(洪心容。2008)。荖葉的成

分主要有簍葉酚（betelphenol）、烯丙基焦性兒茶酚（allylpyrocatechol）、β-穀固醇胡椒酚

（chavicol）、丁香油酚（eugenol）等，其富含酚類成分。因此引發我們想探討荖葉與降血糖之

間的關係。 

在高中課程中有提到第二型糖尿病，是因先天體質，加上肥胖、缺少運動、壓力等，導

致血糖代謝異常。與老師談論過後，再參考其他實驗，發現一般要探討這種生理實驗大都以

老鼠為實驗對象，於是便決定觀察添加荖葉汁液對肥胖老鼠血糖值的影響。 

 

貳、 研究目的 

一、觀察老鼠的生活習性 

二、添加荖葉汁液對老鼠體重的影響 

三、添加荖葉汁液對老鼠血糖值的影響 

四、添加荖葉汁液對老鼠紅血球外型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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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專門老鼠飼養籠 

二、好輕鬆血糖計 

 三、動物專用採血針 

四、果汁機 

五、電動天平 

六、加熱器 

七、複式顯微鏡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老鼠的購買與分組: 

           自國家實驗研究室實驗動物中心分兩批購買四週大的C57BL/6JNarl老鼠，於常

溫有日夜變化的實驗室，利用專門飼養籠(如圖一)飼養，先以正常飼料飼養一週 ，

初始公鼠體重平均約為 19～23公克，母鼠平均約為 14～18公克，待其適應環境後，

再依飼料隨機分為兩大組，分別為對照組(n=12)及肥胖組(n=11)，之後再飼養兩週，

待肥胖組老鼠的血糖值連續兩次都超過 250mg/dl，表示成功誘發糖尿病老鼠(張瓊

文。2004)，建立高脂老鼠的模式後，再將肥胖組的老鼠隨機分成兩組，一組為肥

胖組，一組為添加荖葉組(n=12)，所以從第七週開始將荖葉(如圖二)的汁液混入肥

胖飼料餵食肥胖老鼠。 

 

 

 

 

 

  

圖(一)利用專門飼養籠分組飼養老鼠             圖(二)荖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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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飼料的配置: 

    (一).對照組以Lab  Diet 5001 飼料為主(如圖三)，其配方如附件(一) 

    (二).肥胖組依 40%脂肪飼料的配方(如附件二)予以簡化配置而成(以下簡稱為肥胖飼 

        料， 如圖四)， 方式如下： 

          1. 秤 500 公克 No.5001 顆粒飼料。 

           2. 分 3 次放入磨碎機(貴夫人牌)磨成粉狀。 

           3. 注意磨粉時上面加塑膠鉆板蓋上壓住，避免粉塵外溢。 

           4. 將磨好的粉狀飼料倒入塑膠盆備用。 

           5. 秤 135 公克牛油，放入燒杯後置於加熱器(Heater)，加熱器平台上放錫箔避免 

牛油溢出污染加熱器。 

           6. 用 200ml 的燒杯量 162.5 毫升的橄欖油。 

           7. 將加熱溶化牛油及橄欖油倒入磨好的粉狀飼料倒入塑膠盆，用手攪拌 

             均勻即成 40 %高脂飼料。 

           8. 取保鮮膜分成 10 片，將攪拌好的 40 %高脂飼料揉成球狀，每球約 80 

             公克，用保鮮膜包覆，最後置於冰箱冷凍庫使飼料球硬化，以利日後 

             餵食。 

 

 

 

 

 

圖(三)、正常飼料                       圖(四)、肥胖飼料 

(三). 添加荖葉組: 考量老鼠可能不完全食用荖葉的狀況，所以將荖葉打成汁液，混 

     入肥胖飼料。其方法是將 300g的荖葉洗淨，以果汁機打碎成汁，取其所有汁

液(不過濾)煮沸後混入肥胖飼料拌勻，之後將其放進培養皿中定型，再放入冷

凍庫保存，以保持荖葉效果，食用前予以退冰即可。 

  三、老鼠做記號:以老鼠尾巴上的特徵辨識，若無明顯特徵，則於尾部用不同顏色的奇異筆 

      作記號，然後每隔 2 天重新上色，以免顏色脫落。此一步驟方便記錄同一隻老鼠的體 

      重及血糖值變化。每週記錄體重及生活狀況，每兩週測量血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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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鼠血糖的測量:操作前先予以禁食八小時後，採血測血糖。採血的方法是將實驗鼠置 

    於玻璃瓶中，將棉花沾乙醚置於玻璃瓶中，當其麻醉後，以動物採血針(如圖五)刺向老鼠 

    臉頰處 (如圖六)，當血液滴出後，以好輕鬆血糖計測血糖值。 

 

 

     圖(五)、動物採血針                   圖(六)、動物臉頰採血位置                              

 

五、統計學分析  

    所有數據應用SPSS 軟體進行統計學分析。組間比較採用單因子ANOVA分 

析，P<0.05 在統計學上表示有差異。 

六、觀察老鼠紅血球 

    (一)利用推片法(如下圖七)： 

        1.取一滴老鼠血液於玻片上，沾取適量的血液於第二塊玻片兩端上 

    2.將玻片上下移動，使血液變成一線，呈 45 度角平穩移動，推成平面 

    (二)染色及觀察 

 
       1.加 Liu A Solution(約 1-2ml)。 
 
       2.再將 Liu B Solution 滴加於 A 液上面(滴加之量約 A 液的兩倍)，以嘴吹出微風使液面 
 
        產生漣漪狀，使兩液充分混合，染色 30 秒。 
 

       3.用蒸餾水清洗，之後保持玻片乾燥，然後利用複式顯微鏡觀察並拍照。 
    

 

圖(七)、推血片圖示 

採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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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老鼠生活習性觀察:飼養過程中發現老鼠習慣於飼養籠的角落進行排泄(如圖八)。每個星

期我們將飼養籠重新清潔整理後，總會發生為爭地盤打架的情形，尤其以公鼠的打鬥特

別明顯。 

 

 

 

 

 

                  

圖(八) 、角落排泄 

二、公母老鼠混養結果:本實驗的老鼠分兩批購入，第一批老鼠四週大，飼養於專門的飼養籠

內，平均一籠放置 3 隻老鼠，以一公兩母或二公一母混養的方式進行觀察實驗，發現四

週大的小鼠已具有繁殖能力，在混養一週內，每隻母鼠平均生下了 3 至 5 隻小鼠，但因

為沒有做成鼠與幼鼠分離的動作，所以小鼠接連在兩天內死亡或被咬掉頭部而死亡，因

此第二批老鼠改成以公母分開飼養的方式繼續進行實驗。 

三、餵養高脂飼料對老鼠的影響:五週大的老鼠，進行高脂飼料的餵食初期，發現老鼠有拉稀

及體重下滑的傾向，之後待老鼠適應高脂飼料後，體重開始增加(如表一) 。另外每次清

理肥胖組的籠子時，底部總是非常油膩，而且排泄物中有血的痕跡，添加荖葉組的老鼠

只有一籠老鼠在排泄物中有血的痕跡，而且底部較不油膩，而控制組的老鼠並無此狀況。

肥胖組飼養到第十週發現開始有掉毛的現象(如圖九)，而且掉毛的狀況越來越嚴重。添加

荖葉組剛開始雖然也有掉毛，但是狀況似乎有改善，對照組則皆正常無掉毛。本實驗結

束後，將老鼠繼續利用正常飼料飼養(此時老鼠已超過一歲)，結果發現有一隻肥胖組的老

鼠嚴重脫毛(如圖十)。 

 

 

 

                        

                             

         圖(九)、肥胖組老鼠掉毛情況                圖(十)肥胖鼠嚴重脫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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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鼠體重的變化: 本實驗的老鼠分兩批購入，利用第二批老鼠測量體重，從 100 年 2

月 25 日購入四週大的老鼠，飼養於專門的飼養籠內，平均一籠約放置 4-5 隻老鼠，

以公母分開飼養的方式進行實驗，從 100 年 3 月 4 日(五週大) 開始進行第一次體重測

量，老鼠從五週起到二十二週的體重變化結果如表一到表三，從體重曲線變化圖(如

圖十一)發現肥胖組體重持續增加，而添加荖葉組體重與對照組相似。利用SPSS的軟

體，以ANOVA的統計方法分析(如表五及表六)，發現以肥胖組和添加荖葉組作分析，

發現兩者有顯著差異(P<0.05)。 

 

                   圖(十一)、老鼠體重變化曲線圖 

   表五、單因子分析(前 40 天體重差) 

描述性統計量 

var001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下界 上界 

對照組 12 5.1725 1.18840 .34306 4.4174 5.9276 2.40 6.90 

肥胖組 11 6.4791 1.44413 .43542 5.5089 7.4493 3.77 8.84 

添加荖葉組 12 4.9415 1.86352 .53795 3.7575 6.1256 2.79 8.84 

總和 35 5.5040 1.62846 .27526 4.9446 6.0633 2.40 8.84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var001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15.574 2 7.787 3.341 .048 

組內 74.590 32 2.331   

總和 90.16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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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六、單因子分析(前 40 天體重差) 

                                        描述性統計量 

var001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下界 上界 

肥胖組 11 6.4791 1.44413 .43542 5.5089 7.4493 3.77 8.84 

添加荖葉組 12 4.9415 1.86352 .53795 3.7575 6.1256 2.79 8.84 

總和 23 5.6769 1.81687 .37884 4.8912 6.4626 2.79 8.84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var001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13.568 1 13.568 4.825 .039 

組內 59.055 21 2.812   

總和 72.622 22    

 

五、老鼠血糖值的變化:從 100 年 3 月 15 日(第七週)開始進行第一次血糖值測量，從表四結果

發現對照組飯後血糖平均約在 117mg/dl，為正常血糖；肥胖組血糖平均約 291mg/dl，為

高血糖；添加荖葉組血糖平均約 316mg/dl，為高血糖。血糖值變化曲線圖(如圖十二)發現

食用荖葉汁液二週後血糖值就下降約 33%，之後持續食用添加荖葉的飼料，以肥胖組和

添加荖葉組作分析(如表七及表八)，發現兩者有顯著差異(P<0.05)，血糖值可有效獲得控

制。 

                

                        圖(十二)、老鼠血糖值變化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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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單因子分析 (前 40 天血糖差) 

描述性統計量 

var001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下界 上界 

對照組 12 -.6117 12.82888 3.70338 -8.7628 7.5394 -13.00 23.73 

肥胖組 11 -31.2418 32.19502 9.70716 -52.8707 -9.6129 -62.00 41.00 

添加荖葉組 12 -140.4917 20.52928 5.92629 -153.5354 -127.4480 -178.00 -106.00 

總和 35 -58.1971 65.49938 11.07142 -80.6970 -35.6973 -178.00 41.00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var001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129054.193 2 64527.097 122.824 .000 

組內 16811.542 32 525.361   

總和 145865.736 34    

 

表八、單因子分析(前 40 天血糖差) 

描述性統計量 

var001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下界 上界 

肥胖組 11 -31.2418 32.19502 9.70716 -52.8707 -9.6129 -62.00 41.00 

添加荖葉組 12 -140.4917 20.52928 5.92629 -153.5354 -127.4480 -178.00 -106.00 

總和 23 -88.2417 61.60753 12.84606 -114.8828 -61.6006 -178.00 41.00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var001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68499.560 1 68499.560 95.892 .000 

組內 15001.159 21 714.341   

總和 83500.71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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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紅血球外型變化:在實驗最後用推血片方式，利用複式顯微鏡觀察三組紅血球變化 (如

圖十三~圖十八)，不過無法看出紅血球外型的差異。但套用顯微拍照軟體得知單一個

紅血紅半徑約 3.2 微米，面積 32.2 平方微米。從 1000 倍的倍率下可清楚看見雙凹圓盤

的紅血球外型。 

 

 

 

 

 

  

     圖十三、對照組紅血球外型 (400X)         圖十四、對照組紅血球外型 (100X) 

 

 

        

 

 

 

       圖十五、肥胖組紅血球外型 (400X)        圖十六、對照組紅血球外型 (1000X)        

 

 

 

 

 

 

     圖十七、添加荖葉組紅血球外型 (400X)    圖十八、添加荖葉組紅血球外型(1000X) 



10 
 

陸、討論 

一、在老鼠生活習性觀察方面，發現公鼠飼養在一起時容易有打鬥現象，可能因為老鼠

屬於發情期，在可交配期間睪固酮含量較高，容易引發打鬥，爭配偶或爭食物地盤

的現象。至於懷孕母鼠會吃掉幼鼠，可能是因為剛生產完的母鼠較神經質，加上我

們做實驗時有些人為的干擾，而且飼養籠空間有限，導致母鼠有不安的感覺，因此

容易吃掉自己的幼鼠。原本公母混養是為了模擬正常生物生存在一起的狀況，可是

因為老鼠繁殖力太強，當公母混養時容易因生產而耗費太多的體力，而且怕影響後

續實驗結果，因此第二批老鼠皆以公母分開飼養處理。 

二、1979 年美國糖尿病學會首先提出了現在通用的糖尿病分類主要分成第一型(胰島素依

賴型)糖尿病、第二型(非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及其他情況所引起的糖尿病。從文獻

中發現從化學藥物誘發糖尿病的動物模式中，以 Streptozotocin (STZ) 會選擇性地破壞

胰臟β細胞，誘發高血糖，所以 STZ 是公認誘發第一型糖尿病重複性很高的藥劑

(Dong et al., 2006)。不過本實驗主要想探討由後天飲食造成第二型糖尿病的老鼠的血

糖值是否能藉由食用荖葉而獲得有效的控制。由文獻中得知可以高油飼料誘發胰島

素阻抗與高血糖動物，使實驗動物產生肥胖與高血脂之病徵( Lazar, MA. 2005)。目前

已知高脂飼料除誘使實驗鼠（C57BL/6J 小鼠）出現肥胖的症狀外，並會促使出現慢

性發炎症狀 (Wellen & Hotamisligil, 2005)。這說明本次肥胖組老鼠皮膚有發炎及脫毛

的現象主要可能是因長期食用高脂飼料所引起，而且一般糖尿病患者皮膚若有傷口

不易癒合，這與肥胖鼠因為被動物採血針刺破傷口後容易引起感染，導致傷口不易

癒合有關係。 

三、本實驗從二十二週結束後，所有老鼠仍繼續利用正常飼料飼養，其中一隻原本為肥

胖組的老鼠嚴重脫毛，但同一籠的老鼠脫毛現象反而有改善。整體而言，我們觀察

到改吃正常飼料後，大部分的肥胖鼠脫毛現象皆有改善，但有兩隻反而更嚴重。這

應該與老鼠個別體質差異有關係。 

四、本實驗利用 C57BL/6J 小鼠食用 40%高脂飼料兩週後，挑選老鼠血糖值超過 270mg/dL 的

老鼠繼續後續實驗。以美國糖尿病學會的標準來說，正常(無懷孕)成人空腹血漿中葡萄糖

的濃度(簡稱血糖)是<115 mg/dl；飯後兩小時血糖是<140 mg/dl。而老鼠的血糖值於禁食後

若超過 250mg/dL 則為糖尿病老鼠，為了讓老鼠有效的食用荖葉，將將荖葉打成汁液煮沸

後混於肥胖飼料之中來進行餵食，持續測量體重及血糖值。從 SPSS 的統計軟體中的

ANOVA 分析，發現在前 40 天中體重比較中，肥胖組與添加荖葉組的體重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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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顯示荖葉確實可有效控制體重。ANOVA 分析，發現在前 40 天血糖比較中，肥

胖組與添加荖葉組的血糖值有明顯差異(P<0.05)，顯示荖葉確實可有效控制血糖。根據文

獻發現治療糖尿病藥用植物之抗氧化活性和它們的降血糖活性間存在著高度的正相關性，

且這種關係性可能與它們的總多酚類含量相關(洪心容。2008)。荖葉的成分主要有簍葉酚

（betelphenol）、烯丙基焦性兒茶酚（allylpyrocatechol）、β-穀固醇胡椒酚（chavicol）、丁

香油酚（eugenol）等，其富含酚類成分，那到底是荖葉中何種成分對體重及血糖有此功

效，目前從實驗中並無法證實，只能推測可能與荖葉富含酚類有關，其詳細機制仍需進

一步研究。 

五、荖葉 Betel leaf，學名 Piper betle Linn，又名枸醬，土蔞藤，或稱為蔞葉，屬胡椒科（Piperaceae）

胡椒屬藤類植物，為多年生常綠作物，其莖具攀緣性，原產於印度和馬來西亞等熱帶地

區。荖葉一般最常聽到的是包檳榔食用，但因為吃檳榔容易引發口腔癌，因此大家正積

極在開發荖葉的新功能。近年來在醫療保健方面有許多相關之研究。在除口臭方面，研

究發現荖葉乙酸乙酯萃出物會隨著 pH 值的增加而增加其除臭率 (蕭進治。1999)。在護肝

面，發現荖葉萃取物對於四氯化碳（CC4）所造成的肝纖維化及血液中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成份都有抑制的現象，同時高濃度

萃取物更有效減少肝細胞空泡的形成(楊舜傑。2006)。在抑菌方面，荖葉之甲醇抽出物對

八種微生物之抑制十分顯著(郭玫君、馮惠萍。2005)。荖葉含有許多酚類化合物，其中如

對苯二酚（hydroquinone；HQ）等化合物，具有去色素化的效果，但是若使用劑量過大反

而會誘發過度色素化 (賴慧芬。2003)。可是對於荖葉是否有降血糖功能，並無實驗資料，

從本實驗結果，或許可思考荖葉在降血糖方面的可行性。 

 

柒、結論 

一、在體重控制方面:利用 40%高脂飼料誘發老鼠高血糖情況下，在食用荖葉的 40 天內，體

重可獲得顯著的控制(P<0.05) 

二、在血糖控制方面，在食用荖葉二週後，血糖值就下降約 33%，之後持續食用添加荖葉的

高脂飼料，血糖值可有效獲得控制(P<0.05)。 

三、長期食用高脂飼料，導致老鼠有掉毛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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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對照組老鼠體重表(單位:g) 

 
  對照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日期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平均 

特徵 多白 白         白 銀           

100/3/4 21.8 19.1 20.1 21.37 20.32 20.3 14.6 17.4 16.3 15.4 17.64 15.4 18.31  

100/3/11 23.1 20.2 21.4 22.35 21.59 21.6 15.7 19.6 17.9 16 19.25 16.9 19.63  

100/3/18 23.86 21.6 22.51 23.69 22.37 22.1 16.53 20.18 19.77 16.97 20.3 18.3 20.69  

100/3/25 24.56 21.4 22.77 24.41 23.46 23.8 16.9 19.97 23.15 17.14 21.08 20.4 21.59  

100/4/1 26.45 24 24.53 24.99 23.51 24.22 18.33 20.34 17.94 20.9 22.38 20.8 22.36  

100/4/8 26.56 23.9 24.82 25.98 24.82 25.3 19 20.6 21.6 18.6 22.53 20.3 22.83  

100/4/15 27.9 24.6 25.7 25.86 26.31 25.8 18.5 21.3 19 22.1 22.5 21.5 23.42  

100/4/22 27.9 24.8 25.9 26.45 25.69 25.6 19.2 21.3 18.7 22.3 22.33 21.6 23.48  

100/4/27 28.9 25.2 26.18 27.18 26.12 26.5 19.3 22.1 19.1 22.7 24.63 21.75 24.14  

100/5/4 30.5 26.4 27.7 27 27.34 27.3 19.43 21.85 19.08 22.85 25.29 20.76 24.63  

100/5/11 30.9 26.8 27.88 27.3 27.91 27.8 18.51 20.62 18.36 20.3 24.64 20.7 24.31  

100/5/18 31.97 26.9 27.8 27.27 28.64 28.6 18.29 20.7 18 21.04 24.19 23.2 24.72  

100/5/25 31.97 27.6 28.7 28.02 28.93 27.9 21.2 24.85 20.7 24.7 24.9 22.3 25.98  

100/6/1 31.4 26.8 27.9 28 29.53 28.1 20.3 22.6 19.5 23.5 25.7 23.2 25.54  

100/6/8 31.25 26.5 29.05 28.6 29.78 27.6 20.2 23.6 20 24.2 25.83 23.6 25.85  

100/6/15 31.8 26.6 28.4 29.68 30.17 28.3 20.8 23.6 20.1 23.8 25.1 23.1 25.95  

100/6/22 32 26.8 28.3 29.6 31.54 28.7 18.5 23.3 18.2 22.8 25.35 24.5 25.80  

100/6/29 32.6 27.4 29 30.8 31.73 29.4 20.7 23.5 20.1 23.5 25.16 24.8 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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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肥胖組老鼠體重表(單位:g) 

  

  肥胖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日期 母 母 母 母 母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平均 

特徵 中白 紅 銀 藍   中白 紅 銀 藍       

100/3/4 15.2 15.73 17 15.6 15.9 23.2 23.5 21.7 22.66 21.5 22.4 19.92  

100/3/11 14.2 15.1 16.8 14.9 15.2 24.8 24.24 22.62 25.27 22.34 23.6 20.49  

100/3/18 17.5 16.4 18.9 15.9 17.6 26.2 25.95 23.24 25.4 25.2 25.3 22.01  

100/3/25 18.2 17.18 19.19 17.25 18.36 27.9 27.1 24.2 27.26 25.27 27.4 23.11  

100/4/1 19.22 18.8 20.69 20.99 19.44 24.66 27.5 25.03 28.43 26.73 26.66 23.89  

100/4/8 20.3 19 20.8 19.08 20.6 30.4 29.8 26.2 29.8 28.2 26.4 25.03  

100/4/15 21.2 19.4 21.5 20.8 20.7 30.73 30.1 26.59 30.91 28.41 25.73 25.49  

100/4/22 22 19.5 22.6 22.22 21.6 30.4 31.71 27.93 31.5 28.8 27.4 26.37  

100/4/27 22.6 20.3 23.6 23.6 22.9 33.5 32.2 29.09 33.5 30.4 29.5 27.86  

100/5/4 23.2 21.3 24.9 24.5 23.9 35.18 34.58 31.2 33.8 29.6 31.2 29.02  

100/5/11 24.5 22.6 25.3 26.6 24.1 36.5 36.59 33 35.7 30.68 32.5 30.36  

100/5/18 25.9 23.8 26.1 26.8 25.9 36.25 37.01 31.67 36.44 31.99 32.25 30.82  

100/5/25 26.9 24.9 27.9 27.5 26.1 36.9 39.8 32.1 37.59 28.3 34.9 31.60  

100/6/1 27.2 25.9 28.2 28.6 27.8 38.8 41.4 33.6 35.1 30.3 36.7 32.64  

100/6/8 28.2 27.2 29.6 29.3 28.9 39.41 42.22 34.4 39.6 39.37 38.41 34.84  

100/6/15 29 29.3 31.2 30.3 30.9 39.7 43.5 35.3 37.6 34.2 37.7 34.97  

100/6/22 30.2 30.6 32.9 31.6 32.2 39.7 42.8 36.4 36.6 33.5 38.4 35.47  

100/6/29 32.3 32.6 35.6 33.5 34.9 41.55 44.2 36.4 35.6 33.7 37.8 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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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添加荖葉組老鼠體重表(單位:g) 

  添加荖葉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日期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平均 

特徵 紅 白 藍       二白 黑 藍 短白 長白    
100/3/4 15.73 17.2 15.6 15.8 16.75  14.98  21.97 19.93 20.3 21.26 21.6 21.2 18.5267 

100/3/11 16.5 18.2 16.4 16.3 17.28  15.74  24.27 21.2 21 23.96 23.23 22.1 19.6817 

100/3/18 16.4 18.9 17.6 17.9 18.97  16.90  22.8 22.8 22.2 25.5 24.68 23.1 20.6458 

100/3/25 17.18 19.19 17.25 17.38 18.42  16.56  23.05 23.8 22.99 25.45 25.7 24.3 20.9392 

100/4/1 19.03 20.69 20.99 19.44 20.61  20.15  24.76 26.1 24.8 27.04 28.7 25.1 23.1175 

100/4/8 18.8 20.8 19.08 18.67 19.79  18.32  25.2 25.18 25.3 29.3 27.9 26.5 22.9033 

100/4/15 19.4 21.5 20.8 20.7 21.94  19.97  25.56 25.74 25.24 29.15 26.8 27.1 23.6583 

100/4/22 18.68 21.43 22.22 19.52 20.69  21.33  25.1 26.25 24.7 30.1 27.6 27.9 23.7933 

100/4/27 18.69 22.24 20.1 19.83 21.02  19.30  27.4 27.22 26.1 32.2 27.2 28.5 24.15 

100/5/4 19.7 22.6 21.1 21.5 22.79  20.26  27.5 28.03 25.9 32.8 27.3 29.22 24.8917 

100/5/11 20.3 23.9 22.3 22.1 23.43  21.41  27.21 33 25.1 33.36 27.4 30.14 25.8042 

100/5/18 17.85 21.97 20.66 20.22 21.43  19.83  27.8 28.14 27.8 34.82 28.1 31.85 25.0392 

100/5/25 19.7 22.8 22 21.3 22.58  21.12  28.28 29 27.6 34 28.4 31.2 25.665 

100/6/1 19.5 21.4 18.6 20.6 21.84  17.86  26.4 29.4 24.5 30.2 30.2 32.1 24.3833 

100/6/8 20.9 23.9 22 21.9 23.21  21.12  31.1 30.1 28.66 33.96 31.1 32.3 26.6875 

100/6/15 20.7 24.1 22.1 21.3 22.58  21.22  31.1 31.1 28.2 32.9 29.5 31.9 26.3917 

100/6/22 21 23.5 19.8 20.1 21.31  19.01  29.1 31.5 27.2 32 28.8 32.6 25.4933 

100/6/29 21.3 23.8 20 20.1 21.31  19.20  28.7 32.3 27.5 32.4 28.4 32.9 25.6592 



16 
 

  表四: 老鼠餵食後血糖紀錄表(單位:mg/dl) 

 對照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平均 

日期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特徵 白 銀         多白 白           

100/3/15 114 121 121 132  121 114  123 102 121 112  115  108  116.96  

100/4/1 117 106 123 116  106 116  132 112 115 120  127  102  115.93  

100/4/26 123 111 108 121  108 102  120 123 123 109  139  109  116.35  

100/5/10 126 112 111 122  116 104  118 125 125 107  141  111  118.28  

100/5/25 139 122 108 133  115 102  131 113 112 119  128  100  118.42  

100/6/10 122 114 107 124  124 101  125 114 120 114  129  107  116.68  

 

  肥胖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平均 

日期 母 母 母 母 母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特徵 中白 紅 銀 藍   中白 紅 銀 藍       

100/3/15 303 334 310 334 295 289 253 256 334 246 249  291.14  

100/4/1 306 312 286 305 246 268 295 231 315 246 230  276.41  

100/4/26 312 296 294 281 236 258 294 194 281 191 222  259.90  

100/5/10 296 296 285 292 245 248 292 185 292 186 213  257.30  

100/5/25 298 286 281 315 223 257 269 231 256 223 221  260.00  

100/6/10 311 289 288 302 221 239 286 188 276 198 206  254.87  

 

  添加荖葉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平均 

日期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特徵 銀 紅 白 藍     二白 黑 藍 長白 短白     

100/3/15 356 360 332 302 298 295  303 332 302 289  295 323  315.60  

100/4/1 192 195 210 236 173 160  179 275 216 239  192 231  208.19  

100/4/26 178 192 182 175 156 157  182 194 158 169  189 169  175.11  

100/5/10 166 210 186 172 152 172  173 185 160 161  203 171  175.95  

100/5/25 135 120 127 158 120 98  175 167 175 145  192 187  150.00  

100/6/10 151 126 145 126 129 103  172 164 152 143  182 163  1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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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評語】040722 

探討荖葉是否可以降低第二型糖尿病之血糖。 

1. 建議換成別種類似之植物。 

2. 建議可換成 db/db mice model to study。 

3. 數據之整理不可有取捨自己想要的結果。 

4. 餵荖葉或其他類似葉片宜用灌食才知道到底餵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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