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报人：邓大鹏

时间：2018.8.18

读书报告





研究背景1

材料与方法2

结果分析3

结论4

思考5

CONTENTS



Part1



石斑鱼，是一种肉食性鱼类，生长速度快，具有重要的

市场经济价值。研究表明，高碳水化合物的膳食会导致过多

的肝糖原沉积，影响肝脏的正常功能。葡萄糖耐量试验，可

通过检测血浆葡萄糖变化，来研究鱼类利用碳水化合物的能

力。

本文旨在研究急性高血糖应激对石斑鱼血糖、糖原含量

以及糖原合成酶和磷酸化酶表达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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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石斑鱼（80.4±2.1g）

禁食24h，注射葡萄糖(0.5mg/g)或等体积的PBS

注射0、1、3、6、12、24和48h后抽血，
取肝脏和肌肉组织

糖
原
含
量

血
浆
葡
萄
糖

同
源
性
分
析

糖
原
合
成
酶

糖
原
磷
酸
化
酶

系
统
进
化
树



Part3





糖负荷后，血糖水平先升高后降低，恢复到基础水

平需12h，说明石斑鱼的葡萄糖清除率低。

血浆葡萄糖含量



肝糖原和肌糖原含量

肝脏 肌肉

肝糖原达到峰值的时间比肌糖原早，说明在维持

葡萄糖稳态中，肝脏起主导作用。



同源性分析



与硬骨鱼类(如斑马鱼、大黄鱼等)的同源性

为89-95%,与人的同源性为78-83%.



系统发育树分析
GS GP

与哺乳动物相比，石斑鱼GS和GP与其他鱼类的节点支持率高。



糖原合成酶GS

肝脏 肌肉

肝脏GS和肌肉GS表达量分别在12h和24h显著

升高，说明石斑鱼通过上调GS的表达量促进葡萄糖

转化为糖原，来调节葡萄糖稳态。



糖原磷酸化酶GP

肝脏 肌肉

糖负荷后，肝脏GP和肌肉GP表达量在24h时显著

升高，表明在一定程度上糖原的变化与GS的表达量是

一致的。



Part4



1.糖负荷后，石斑鱼血糖急剧升高，且需12h才

能恢复到基础水平，表明石斑鱼具有葡萄糖不耐症

和葡萄糖清除率低的特点。

2.糖负荷后，石斑鱼可通过调节GS和GP的表达

量，来维持血糖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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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涉及的网址和软件，以及实验

结果为以后论文的写作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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