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讨  论

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慢性进行性脑功能衰退行疾病

为老年期痴呆的主要类型 占老年期痴呆的 ∗ ∀病

理表现为大脑皮质萎缩 皮质神经细胞减少 大脑皮质和海

马中大量神经元缠结和老年斑 ∀其病因和发病机理仍不清

楚 近年认为主要于超氧自由基代谢紊乱 皮质胆碱能神经

元中乙酰胆碱转移酶活性降低 单胺类物质代谢改变 2 ×

系统活性改变 脑区神经肽水平降低等相关≈ ∀

现代研究发现谷氨酸 ∏能转运异常 引起 ⁄特有的

临床表现记忆缺失 ∀ ∏为兴奋性神经递质 激动海马 ≤

区 ⁄ 受体 可产生长时程增强现象 学习记忆产生的神

经元基础 ∀但大量 ∏对受体的过度激动作用 产生毒性损

害 并参与脑缺血引起的继发性神经细胞坏死 ∀喹啉酸是脑

内潜在的内源性兴奋性毒素 海马是对喹啉酸最敏感的脑

区 过量 ∏引起神经元突触后去极化 并刺激 ∏的释放

使 ⁄ 受体激活 导致 内流和 ≤ 内流 使大量海马

区神经元肿胀坏死 ⁄ 受体遭破坏 表现出学习记忆功

能障碍≈ ∀本实验中 ⁄大鼠在行为学上完全表现出痴呆的

基本表现 ∀

有文献报道一次给予当归芍药散 对大鼠皮质和纹状体

的 ∞ !⁄ ! 2 × 系统有促进作用≈ 大鼠服本方后 记忆获

得 !记忆消退有明显改善≈ 另有文献证实当归芍药散对动

物空间识别和报道回避反射有改善作用≈ ∗ ∀实验发现 脑

康泰胶囊具有显著调节脑组织中单胺类递质含量的作用 ⁄

模型大鼠海马的 ∞含量有显著性减少 2 × 含量也有较明

显减少 ∀给药后 脑康泰胶囊具有不同程度提高 ∞ !⁄ 和

2 ×含量及降低 2 含量的作用 ∀在 ⁄模型大鼠颞侧

脑组织中也发现 2 ×含量显著减少 给脑康泰后 2 ×含量

有一定提高 ∀实验中所观察到的单胺类递质的变化与相关

文献的报道基本一致 ∀

文献中对当归芍药散对下丘脑2垂体2肾上腺轴系统的增

强作用多有报道≈ 实验中我们发现脑康泰胶囊显著降低雌

激素水平 对雄激素无明显影响 因而脑康泰胶囊提高了雌

雄激素水平比例 而表现出相对增强雄性激素的作用 ∀与减

少甲状腺激素水平作用相协同 脑康泰胶囊综合表现出壮阳

和蛋白质正性合成的趋势 ∀

实验还发现脑康泰胶囊的作用以小 !中剂量组更为显

著 大剂量组作用稍差 与文献≈ 报道相一致 可能在大剂

量给药条件下 某些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药物如芍药等会表

现出一定的双向调节作用 其机理尚待进一步研究 ∀

参考文献

1 宋前流 宗瑞义 参归煎剂抗痴呆作用与谷氨酸的关系 中成药

Β

2 王静 杨军 孙志国 脑康泰胶囊对痴呆小鼠学习记忆能力的影

响 安徽医科大学学报 Β

3 孟家眉主编 神经内科临床新进展 第 版 北京出版社 Β

4 伊藤忠信 当归芍药散对小鼠脑内单胺类物质的影响 日本东洋

医学杂志 Β

5 鸟居冢和生 当归芍药散对摘除卵巢小鼠 !大鼠的免疫功能以及

记忆的作用 日本东洋医学杂志 Β

6 藤原道弘 当归芍药散对大鼠空间识别和被动回避反射障碍的

影响 和汉医学会志 Β

7 道尻诚助 当归芍药散对小鼠垂直及水平运动的影响 日本东洋

医学杂志 Β

8 罗唤敏 姚志彬 陈以慈 当归芍药散水煎剂对老年痴呆小鼠空

间学习记忆能力影响 中国老年学杂志 Β

9 杨军 魏守建 高丹屏 当归芍药散治疗老年痴呆症的药理研究

进展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Β

10 张秋华 柳倩 鞠宝兆 当归益智方对三氯化铝造型的痴呆小鼠

学习记忆的影响 中成药 Β

收稿日期

绞股蓝总皂苷对光化学诱导大鼠大脑中动脉栓塞性脑缺血损伤的保护

作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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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绞股蓝总皂苷 对栓塞性脑缺血损伤的保护作用 ∀方法 应用光化学诱导大鼠大脑中动脉栓塞模型

观察 预防性给药后脑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 ≥ ⁄ 活力 脂质过氧化产物 × ≥ 钠 !钾 !钙和水的含量以及缺血区范围的

变化 ∀结果 能缩小光化学反应后的缺血区面积 降低 × ≥含量 提高 ≥ ⁄活性 降低缺血区 !≤ ! 含量 升高

水平 ∀结论 对栓塞性脑缺血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

关键词  绞股蓝总皂苷 光化学反应 脑缺血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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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ροτεχτιϖε εφφεχτ οφ γψπενοσιδεσ ον βραιν ισχηεµια ινδυχεδ βψ πηοτοχηεµιχαλ οχχλυσιον οφ µιδδλε χερεβραλ αρτερψ

ιν ρατσ

∏ ∏ ≠ × ÷ × ÷± ∏ ∏ ετ αλ( ∆ιϖισιον οφ Χαρδιοπυλµοναρψ

Πηαρµαχολογψ, Ηενγψανγ Μεδιχαλ Χολλεγε , Ηενγψανγ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ΜΕΤΗΟ∆ :×

∏ ≤ ∏ ∏ × !≤ ! × ≥ ≥ ⁄

√ ΡΕΣΥΛΤΣ : ∏ ∏

!≤ ! × ≥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2 ∏

ΚΕΨ ΩΟΡ ∆Σ  

  脑栓塞 !脑卒中是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 临床上脑栓

塞多发生在大脑动脉某一分枝 尤以大脑中动脉最常见 ∀我

们曾在血栓诱导剂诱导大鼠栓塞性脑缺血模型上 探讨了绞

股蓝总皂苷 的抗血栓形成的作用 对栓塞

性脑缺血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我们新近又建立了光化

学诱导大鼠大脑中动脉脑栓塞模型≈ 这种模型具有脑栓塞

定位准确 易把握栓塞程度的优点 ∀本研究应用此模型 探

讨 的抗脑缺血作用 ∀

1  材料和方法

1 1  实验试剂 !药品与器材

绞股蓝总皂苷由湖南省医药工业研究所提供 ∀三苯基

四氮唑 ××≤ 瑞士 ƒ ∏ 公司产品 配成 的生理盐水溶液

避光保存 ∀玫瑰红 ≥ 公司产品 生理盐水溶解 浓度为

避光保存 ∀脑血栓形成仪 本室自制 ∀

1 2  实验动物

选用健康 • 大鼠 雌雄不拘 体重 ? 随机

分组 每组 只 ∀

1 3  实验方法与分组

1 3 1  光化学诱导大鼠大脑中动脉栓塞模型≈  参照

≤ 法≈ 并加以改进 ∀动物麻醉后手术暴露左侧颧弓喙

缘与颞骨融合处 嵌一中心含一直径为 窗孔的铝片

以便光束透照于颅骨表面 ∀大鼠左侧立体定位光照大脑中

动脉 后移至饲养笼喂养 后处死取脑组织 ∀

1 3 2  实验分组  ≠ 单纯梗塞组 舌下静脉注射玫瑰红

体重 假手术组 舌下静脉注射等量生理盐水 ∀以

上均循环 后 用本室自制脑血栓形成仪照射颅骨表面

≈ 组 分两个剂量组 # 和

# 于实验前 天每天腹腔注射 然后依单纯梗

塞组行手术处理和光照 ∀

1 3 3  梗塞区与对侧区的确定  光照处理后脑组织用 ××≤

染色 正常组织呈鲜红色 完全梗塞区不着色 ∀完全梗塞区

的右侧半球对应区为对侧区 ∀

1 4  检测指标

1 4 1  脑组织梗塞范围的计算  脑组织 ××≤ 染色后 计不

着色区面积为梗塞区面积 其范围用占同侧半球面积百分比

表示 ∀

1 4 2  脑组织中 × ≥含量及 ≥ ⁄活力测定  光化学反应

后 取梗塞区脑组织制成 匀浆 按硫代巴比妥酸法≈

测定脂质过氧化产物 × ≥含量 # 采用邻苯三酚

法≈ 测定 ≥ ⁄活力 # ∀

1 4 3  脑组织中 ! !≤ ! 含量测定  梗塞区脑

组织称其湿重后烘干至恒重 按水 湿重 干重 湿重

≅ 计算水含量 ∀用浓硝酸湿片法消化脑组织干样 原

子吸收光谱法测定 ! !≤ 含量 ∏ # ∀

1 5  统计处理

数据用 ξ ? σ表示 , τ检验 ∀

2  结  果

2 1  对脑组织梗塞范围的影响

光照 后 假手术组无梗塞 其它各组均有不同程度的

梗塞 ∀单纯梗塞组的梗塞区面积约占同侧半球面积 ?

ν 能缩小梗塞面积 见表 ∀单纯梗塞组

与 组的对侧区均未见梗塞 ∀

2 2  对脑缺血 × ≥含量及 ≥ ⁄活力变化的影响

光学化学反应后 梗塞区脑组织脂质过氧化产物

× ≥含量显著增高 同时伴随着 ≥ ⁄活力的明显降低 ∀

能减少 × ≥含量 提高 ≥ ⁄活性 见表 ∀

表 1  对光化学诱导大脑中动脉梗塞后梗塞区面积及其

≥ ⁄活性与 × ≥含量的影响 ν

组  别 梗塞面积 ≥ ⁄ # × ≥ #

假手术组     ?  ?

单纯梗塞组   ? ? 3 ? 3

# ? 3 ? 3 ? 3

# ? 3 ? 3 ? 3

注 与假手术组比较 3 Π 与单纯梗塞组比较 3 Π

2 3  脑缺血组织中 ! !≤ ! 含量变化

光化学反应后 梗塞区脑组织中水含量明显增高 脑

组织明显水肿 电解质紊乱 明显增高 降低 ≤ 含

量显著升高 ∀ 降低脑组织水含量 降低 !≤ 升高

水平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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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光化学诱导大脑中动脉栓塞后梗塞区脑组织中 ! !≤ 及 含量的变化 ν

组  别 ∏ # ∏ # ≤ ∏ #

  假手术组     ?     ?     ?     ?

  单纯梗塞组 ? 3 ? 3 ? 3 ? 3

  # ? 3 ? 3 ? ? 3

  # ? 3 ? 3 ? 3 ? 3

注 与假手术组比较 3 Π 与单纯梗塞组比较 3 Π

3  讨  论

在所有组织细胞生物膜中 脑组织含不饱和脂肪酸最

多 最容易发生脂质过氧化反应 对缺血缺氧最敏感 ∀因而

普遍认为自由基造成的脂质过氧化是缺血性脑组织损伤的

重要发病机制≈ ∀本实验发现大鼠光化学诱导大脑中动脉

栓塞后 脑组织 × ≥含量明显增多 ≥ ⁄等自由基清除

酶活性降低 ∀

实验结果显示光化学反应 后 脑组织 ≤ 含量显著

增高 脑组织出现钙超载 ∀ ≤ 超载在脑缺血损伤的病理生

理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 是神经细胞死亡的 / 最后共同通

路0≈ ∀钙超载可干扰氧化磷酸化过程 抑制能量代谢 促使

胞膜结构分解 破坏神经元骨架 还可激活血小板 形成微血

栓 增加梗死范围 ∀我们还发现在光化学反应 后脑组织

水含量显著增加 并随缺血时间延长而加重 ∀这可能与脑缺

血缺氧后 氧化磷酸化能力下降 ×°合成减少 使

泵功能降低 从而导致 潴留 内流减少 并造成电压

依赖性 ≤ 通道开放 引起钙超载 钙超载又可使血管内皮

细胞收缩而致血管源性脑水肿有关 其机制可能与 ≤ 超载

致神经元损害的机制类似≈ ∀我们以前的实验显示 能

有效地抑制血栓诱导剂诱导的大鼠脑栓塞形成 降低栓塞性

脑缺血所造成的脑血管通透性增加 对抗脑组织的脂质过氧

化≈ ∀此外 还能对抗氧自由基所致脑基底动脉痉挛 并

保护脑血管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 ∀本实验在定位更精确

的光化学诱导大鼠大脑中动脉栓塞脑缺血模型上进一步证

实 能防止脑栓塞形成 减轻栓塞性脑缺血所造成的脑组

织损伤 尤其能减轻因缺血而引起的水 !电解质紊乱 为临床

应用 防治脑栓塞 !脑卒中提供了实验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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