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生物技术研究                                                                          2024 年第 2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Research                                                       https://jmbr.oajrc.org/ 

- 1 - 

高胆红素血症动物模型构建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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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已经有很多种方法和动物种类可以构建高胆红素血症模型，如通过腹腔注射或者静脉注射

胆红素、利用基因基因编辑技术构建基因缺陷动物模型、利用化学药物注射诱导、利用延髓直接注射胆红素

的方法等。为了更深层探究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病机制以及改善和优化其治疗方法，本文收集并总结了高胆红

素血症各类动物模型的构建方法以及优缺点，为高胆红素血症模型的建立提供了参考，对后续临床研究高胆

红素症机制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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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many methods and animal species to establish animal models of  hyPerbilirubinemia, 
such as abdominal or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bilirubin, the use of gene defective animal models, the use of chemical 
injection induction, and the direct injection of bilirubin into the medulla oblongata and so on.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athogenesis of hyperbilirubinemia and improve and optimize its treatment methods, This paper collected 
and summarized the construction method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animal models of 
hyperbilirubinemia,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yperbilirubinemia model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ubsequent clinical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treatment of hyperbilirubin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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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红素是生物机体内铁卟啉化合物的主要代谢

产物之一，机体内含有卟啉的化合物主要为血红蛋

白、肌红蛋白、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及细胞色素

等[1]。体内的胆红素大部分来自血液循环中红细胞

代谢后的废弃物，红细胞的生命周期为 120 天，当

红细胞衰老时经过脾脏消化处理，血红蛋白氧化还

原最终形成胆红素；小部分来自骨髓中未分化成熟

的红细胞血红蛋白；还有极少部分来自肝脏中的游

离血红素和含有血红素的蛋白等旁路性胆红素[2]。 

机体内游离胆红素参与了血液循环，并且附着

于血液中白蛋白上，形成胆红素与白蛋白相结合的

复合物，借由循环运输到肝脏。胆红素-白蛋白复合

物被肝细胞微突摄取，将白蛋白与胆红素分离，胆红

素进入肝细胞后，被胞浆载体蛋白携带并转运至光

面内质网的微粒体内[3]；胆红素在内质网微粒体内

经由葡萄糖醛酸转移酶催化作用，与葡萄糖醛酸基

相结合形成结合胆红素，随后结合胆红素从肝细胞

中排出经由胆总管进入肠道，进入肠腔后，经肠道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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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脱氢还原为尿胆原，大部分随粪便排泄物排出体

内[4-5]。小部分经回肠下段或者结肠重吸收，通过门

静脉血回到肝脏，转变为胆红素，或未经转变再随胆

汁排入肠内[6]。 
胆红素在临床医学上是判定黄疸十分重要的依

据，同时也是肝脏功能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常人每天

机体产生的胆红素大概为 250~350mg，血清中胆红

素超过一定指标时，可能会出现肝脏病变、胆管阻塞

一系列症状，血清中胆红素数值的高低代表异常严

重程度，当机体内胆红素超过正常数值时即被判定

为高胆红素血症[7-9]。 
高胆红素血症多见于新生幼儿，其可能是生理

性诱发产生，也可能是由特殊的原发疾病引起。新生

幼儿高发高胆红素血症的病因比较多，胆红素产生

增加、胆红素的排泄减少或者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引

起[10]。除与新生儿期的代谢特点有关外，围产因素

如缺氧、酸中毒、头颅出血、血肿等亦加重黄疸，成

为高胆红素血症的重要发病因素[10-11]。因新生儿血

脑屏障发育不成熟，极易发生高胆红素脑病，造成神

经系统的不可逆性损害，甚至死亡[12]。新生儿黄疸

的出现是多种疾病的征象，研究新生儿高胆红素血

症的病因并及时发现与治疗可以减少婴儿高胆红素

血症的发生，保障婴儿的健康。 
1 常见的高胆红素血症造模动物种类 
目前，成熟且稳定的高胆红素血症动物模型仍

在不断研究中，很多方法虽然能成功建模， 
但是存活率不高，有研究发现利用大剂量 D-氨

基半乳糖胺（D-Gal）能造成急性肝衰竭，虽然能够

让胆红素急速上升，但是动物存活时间短[13]。常见

的用于高胆红素血症造模的动物 
有小香猪、小鼠、大鼠、豚鼠、兔、猕猴等动物

[14-19]，研究不同种类的动物模型其共同目的都在于

如何能建立一个模型稳定且存活周期长的动物模型，

为研究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病机制及治疗方法提供一

个稳定的基础。 
2 高胆红素血症动物模型建立及优缺点 
2.1 大鼠高胆红素血症模型的构建 
根据目前对高胆红素血症模型的研究发现，大

鼠是首选的动物模型。针对大鼠的高胆红素血症模

型，构建的方法主要为鼠基因敲除、腹腔注射胆红素

或盐酸苯肼、静脉注射胆红素以及小脑延髓池注射

胆红素等方法。这里我们根据近几年国内外的研究

成果对大鼠高胆红素血症模型构建进行了总结与整

理。 
有研究人员利用 CRISPR/Cas9 基因技术成功构

建了 Slco1b2 基因敲除大鼠模型，该模型呈现出高

胆红素血症疾病特征，可以作为研究高胆红素血症

相关疾病的疾病模型，同时还可以运用于大鼠的药

代学动力研究[20]；也有研究对 7 日龄的 SD 大鼠腹

腔注射不同浓度的胆红素来构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

症动物模型，在干预 24 h 后通过测定血清和脑中血

清胆红素水平和 S-100β，HE 染色观察神经细胞变化

等指标来评价模型的可行性和稳定性，发现腹腔注

射 50 mg/kg 胆红素可成功建立大鼠高胆红素血症模

型[21]；也有研究通过构建 Gunn 大鼠使其缺乏尿苷

二磷酸-葡萄糖醛酸基转移酶 1，从而可以通过注射

磺二甲氧基辛使其游离胆红素增加而导致急性高胆

红素血症，但是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可能在于基因突

变存在一些未知的风险并且费用昂贵[22]。还有在 9 d
大的 SD 大鼠颈静脉直接注射胆红素溶液构建模型，

虽然短时间能达到很高的胆红素水平，但是胆红素

体内存留时间过短且对7d幼龄大鼠颈静脉注射操作

需要很高的水平才能达到，可见此模型具有一定改

善和优化的空间[23]。也有研究通过皮下注射或者腹

腔注射盐酸苯肼来构建高胆红素血症模型[24-25]，成

功模拟了溶血造成的急性高胆红素血症，但是因盐

酸苯肼是有毒化学药物，在损伤红细胞的同时，还损

伤了别的细胞及免疫系统；还有研究通过新生大鼠

小脑延髓池直接注射胆红素来构建疾病模型，该方

法可以避开血脑屏障从而直接研究胆红素的神经损

伤作用，但是延髓池注射本身就是一种外伤性的神

经损伤，操作较为复杂且容易诱发脑出血，造模成功

率较低[26]。综合可以得出结论，已经有很多研究设

计了不同的方法构建大鼠的高胆红素血症模型，但

是在操作难度、稳定性、安全性及胆红素的浓度维持

等方面仍然需要继续完善和改进。 
大鼠作为高胆红素血症动物模型的首选动物，

在药代动力学和毒理学研究中具有许多优势，其体

积大，易于处理，血容量充足，耐受性强。大鼠模型

更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药物或化合物在体内的吸收、

分布、代谢和排泄情况。 
2.2 小鼠高胆红素血症模型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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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验室构建了Ugt1基因突变的小鼠使其出生

后不久即为高胆红素血症且出现严重的黄疸，若不

治疗会在两周内因胆红素神经毒性死亡，此方法虽

然能构建但为致死模型且因基因突变个体差异而不

好控制同一变量[27]；也有研究通过对昆明小鼠腹腔

注射胆红素（150 mg/kg）制备高胆红素血症模型，

24 h 后通过眼球取血检测模型组小鼠血清中 AST、
ALT、TBA、TBIL 含量均显著升高来证明模型的成

功建立，但是此模型会造成小鼠肝损伤，如果要专门

研究肝的影响可能需要更换方法[28]； 
同样，在小鼠模型中也有研究通过对 7 日龄新

生小鼠腹腔注射不同浓度的盐酸苯肼溶液来建立溶

血性高胆红素血症小鼠模型，通过小鼠脑组织细胞

病理变化、氧化应激、神经元特异性损伤指标的改变

和炎症反应来判断模型是否构建成功，并且能够较

好的模拟新生儿溶血致高胆红素血症病理生理过程，

但是在低剂量时 TNF-α处于下调趋势与理论趋势相

反，其在剂量上的选择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讨论和研

究[29]；也有研究将胆红素直接注射到小鼠的小脑延

髓池中建立高胆红素血症模型，但小鼠体积更小，操

作比大鼠更为精细和复杂，且注射延髓池也是一种

神经损伤，容易诱发脑出血[30]； 
针对高胆红素血症的小鼠模型，目前大多数研

究都采用腹腔注射胆红素或者盐酸苯肼溶液来建立

模型[31-32]，因为腹腔注射属于最基础的小鼠给药方

式，且不会对小鼠造成额外的伤害，但是关于剂量和

药物浓度的选择，因不同种类小鼠和不同年龄的小

鼠安全剂量和模型成功建立的指标不一致，需要进

行梯度浓度的摸索后再进行下一步试验。 
2.3 猪的高胆红素血症模型 
猪虽然不是高胆红素血症的常用模型，但是新

生猪来源广泛容易获得，且品系稳定，七日龄的猪体

重接近新生婴儿的体重，为此也有一些研究应用猪

作为新生儿黄疸及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研究。有

研究通过静脉注射自制的兔抗猪红细胞血清引发 7
日龄纯种大约克白猪的溶血性黄疸及高胆红素血症，

模拟了溶血性黄疸的病理生理过程，在注射兔抗猪

血清约 8 h 后新生仔猪出现肉眼可见的黄疸且尿色

变黄，48 h 血清胆红素水平达到峰值，但猪对胆红

素的处理能力较大，在 72 h 后体内胆红素水平就开

始降低，故应用此模型时研究时间最好以注射 48 h

为窗口期[33]；有研究利用低剂量的 D-氨基半乳糖胺

静脉注射到纯系巴马香猪体内并结合胆总管结扎手

术建立稳定、成活率高的高胆红血素症动物模型，为

临床研究提供实用可靠的模拟高胆红血症的动物模

型[34]。 
2.4 豚鼠的高胆红素血症模型 
豚鼠的高胆红素血症模型主要用于高胆红素血

症对听觉神经和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因为豚鼠的周

围听觉系统中内耳的螺旋神经节较其他部位易受胆

红素毒性损害[35]。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对新生豚鼠

腹腔注射胆红素的方式来构建胆红素血症模型，通

过观察其行为改变及耳蜗毛细胞和螺旋神经节等结

构的形态学变化来判断其影响[36]。 
2.5 兔的高胆红素血症模型 
兔的红细胞酶活性已被用用人类常用模型中以

及兔体型较大，易于操作，适合在数周内采血[37]。高

胆红素血症家兔模型可以作为研究清除血液中胆红

素药物的稳定模型，有研究表明通过口服苯肼溶液

（10 mg/kg）和腹腔注射熊去氧胆酸溶液（10 mgkg-1 

体重）可以诱导新西兰白化兔高胆红素血症，证明口

服榆叶提取物可以有效减少血液中胆红素[38]；同时，

也有研究通过新生兔腹腔注射胆红素溶液研究新生

儿高胆红素血症导致的脑损伤机制[39-40]。 
2.6 猕猴的高胆红素血症模型 
新生猕猴存在与人类相似的生理性黄疸过程，

在血液组成及胆红素代谢方面与人类婴幼儿相似[41],
同时猕猴的生理性黄疸期多在出生 2~3 天,可用于胆

红素脑病研究。可采用 3 日龄猕猴下肢静脉注射盐

酸苯肼方法建立新生猕猴高胆红素血症模型。当实

验组猕猴出现溶血、贫血及黄痘的表现，同时与对照

组相比血清胆红素明显升高（P<0.01），血红蛋白水

平明显减低（P<0.01）,则表明达到高胆红素血症诊

断标准，成功建立了猕猴的高胆红素血症模型[42],为
开展高胆红素血症及核黄疽研究提供实验参考。 

3 总结与展望 
高胆红素血症在临床上是新生幼儿常见疾病之

一，发病率高，未及时有效治疗可引起胆红素脑病、

感音神经性耳聋、眼球运动障碍、牙釉质发育不好等

严重并发症，其中高胆红素血症造成的脑部损伤可

能导致永久性的神经系统后遗症。人类疾病动物模

型广泛的用于人类疾病发病机制研究、防治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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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治疗药物的探索与研究。利用疾病动物模型

研究能有助于阐明人类疾病的发生机制，建立预防、

诊断和治疗的新方法，也更好的规避了以人类作为

实验研究对象的伦理局限性。建立人类疾病动物模

型可以更好地帮助科学家理解人类疾病的发生机制

以及疾病相关的信号通路、分子机制和相互作用的

关系。本文综述了常见的几种高胆红素血症动物模

型及其建立方法，对于后续建立高胆红血素症动物

模型，研究临床高胆红血素症发病机制及其治疗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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