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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乌头碱 致心律失常和抑制心脏收缩的毒性作用∀方法 用 ∗ ≅ # 灌流蟾蜍心脏

观察 抑制蟾蜍心脏收缩和致心律失常的量2效反应∀ 结果 抑制心脏收缩作用早于致心律失常∀ 随浓度加大 心脏收缩

的抑制率增强 ƒ 测验 Π 室早和室颤潜伏期以及心抑潜伏期缩短 平均抑制速率加快 半平衡时间缩短∀ 结论 抑

制心脏收缩和致心律失常具有明显的量反应和时反应量2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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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有关文献报道 乌头碱 有较强的抑制动物呼吸和

致心律失常双重作用∀ 本课题组在抗心律失常研究中 经常

观察到 在致心律失常的同时 不同程度地对心脏收缩产

生抑制作用 且存在着明显的量反应和时反应量2效关系∀为

此 笔者利用蟾蜍离体心脏标本灌流技术 对 致心律失常

的毒性作用进行了剂量分析 并对 抑制心脏收缩作用的

量2效关系作了专一的研究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

1 1 药品 ∞ 药厂出品 分子量为 ∀用分析

纯无水乙醇按 溶解 ≤ 再配成 # 浓度备用∀

1 2  仪器 ≥ ≠ 2 三道生理记录仪 开封科仪厂产 ∀

• ≤ 电子微量蠕动泵 浙江新昌国泰仪器厂产 ∀

2  方法和结果

2 1  致蟾蜍心律失常的剂量分析 选 ∗ 蟾蜍

只 采用 ≥ ∏ 法制备离体心脏标本∀ 蛙心夹通过张力换能

器接三道记录仪 描记心脏收缩曲线 细铜丝缠绕心脏尖部

和底部 同步记录 ∞≤ 监测心率失常发生∀ 用前后对照 分

别观测不同浓度时的两者变化∀结果见表 ∀在 ≅

# 以下浓度仅出现频繁性室早 在此浓度以上 出现室

颤 并使心脏收缩抑制率 用药前收缩张力 最大抑制时收

缩张力 用药前收缩张力≅ 达 ∀ 方差齐性检验

后 经 ƒ 值分析各浓度组间心率失常发生率 室早和室颤潜

伏时间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两者均 Π 表明心率失

常发生率 室早和室颤潜伏时间具有明显的浓度依赖性∀

表 1 不同浓度 致蟾蜍心律失常的作用 ¬
θ? σ

浓度 ≅ ≅ ≅ ≅ ≅ ≅ ≅

抑制率 ? ? ? ? ? ?

心率失常发生率

室早潜伏期 ? ? ? ) ) )

室颤潜伏期 ≥ ) ) ) ? ? ?

2 2  抑制心脏收缩曲线的分析 同上方法 记录 种

浓度的蟾蜍心脏收缩反应曲线 由曲线可知 在 ≅

# 浓度 有先增强 后抑制心脏收缩的效应

尤以 ≅ # 浓度显著∀在 ≅ #

浓度 无先增强效应 仅表现为抑制心脏效应∀

2 3 抑制心脏收缩作用的量反应量2效关系 用 种浓度

分别对 ≥ ∏ 法制备的 只蟾蜍离体心脏灌流 观察

不同浓度对心脏收缩的抑制率 结果见表 ∀ 法显

示 ≅ # 浓度时各组抑制率方差不齐 Π

经 ƒ 值检验各浓度组抑制率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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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抑制率 ≠ 与对数浓度 ÷ 直线回归方程为 ≠ ≅ Π ∀

表 2 抑制心脏收缩作用的量效关系 ¬
θ? σ

浓度

#

抑制率 潜伏期 达峰时间 平均抑制速率 半平衡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4  抑制心脏收缩作用的时反应量) 效关系 对 种

浓度抑制心脏的潜伏期 达峰时间 抑制开始至最大抑制时

所需时间 平均抑制速率 心抑制张力与达峰时间之比 和

半平衡时间 抑制开始至最大抑制一半所需时间 进行观察

结果见表 ∀统计分析 ƒ χ检验 表明 各剂量组间潜伏时间具

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Π 潜伏期 ≠ 与对数浓度 ÷ 直

线回归方程为 ≠ ÷ Π ∀ 达

峰时间在低浓度 时有逐渐增强趋势 在高浓度时则明显

缩短∀ 平均抑制速率随浓度加大而增强 半平衡时间随浓度

加大而缩短∀ 达峰时间 平均抑制速率和半平衡时间各浓度

组间的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均为 Π ∀平均抑制

速率与浓度 半平衡时间与对数浓度的直线回归方程分别

为 ≠ ÷ Π ≠

÷ Π ∀

3  讨论

致心律失常常见于大鼠实验模型∀ 致蟾蜍心律失

常及其量) 效关系尚未见报道∀ 用蟾蜍心脏致心律失常 是

抗心律失常研究的简捷方法之一∀ 本研究表明 在 ≅

# 以下浓度 仅可引发室早 高于此浓度可诱发室颤∀

两者均呈现量) 效关系∀ 本研究资料对用 制做心律失常

实验模型 具有参考价值∀

致心律失常时 对心脏收缩有何影响的研究很少∀本

研究利用蟾蜍心脏灌流方法 对 抑制心脏收缩作用进行

了量效关系分析∀在 ≅ # 浓度 心肌抑制

作用随浓度加大而增强 呈现明显的浓度依赖性 随浓度增

加而频发室早∀ 总体观察是先抑制心脏收缩 后出现心律失

常 高于此浓度 心脏收缩明显被抑制 并在室早基础上继发

室颤的发生 最终产生完全性收缩抑制∀

对心脏收缩的抑制作用也存在着时反应量) 效关

系 表现为随浓度加大 心脏抑制的潜伏期和半平衡时间缩

短 平均抑制速率增强∀ 在 ≅ # 浓度时

有最初略增强 然后再抑制心脏收缩的效应 尤其在

≅ # 浓度明显 故出现达峰时间的搏动∀ 上述时

反应现象符合本作者所提时反应量) 效关系具有相对普遍

性的观点∀鉴于上述 可推测 抑制心脏收缩作用来自两个

方面 在低浓度时 可能是通过抑制心肌收缩力 使心脏收缩

减弱 在高浓度时 则可能是通过抑制心肌收缩力和继发室

颤 使心脏收缩完全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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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多糖的提取及其对活性氧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李贵荣 衡阳 南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摘要 目的 研究枸杞多糖 ° 的提取及其对活性氧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方法 ° 提取采用水煮醇沉法粗提 ° 滤

柱膜吸附洗脱精制 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枸杞多糖对 # 和 # 的抑制作用∀结果 粗品 ° 对 # 和 # 清除率分别可达

和 精品 ° 对二者的清除率分别可达 和 ∀ 结论 ° 对 # 和 # 均有良好的清除能力∀

关键词 枸杞多糖 羟自由基 超氧负离子自由基

Στυδψ ον ισολατιον οφ λψχιυµ βαρβαρυµ πολψσαχχηαριδε ανδ ιτσεφφεχτσ ον αντι−αχτιϖε οξψγεν φρεε ραδιχαλσ

∏ Χολλεγ ε οφ Πυβλιχ Η εαλτη Ν ανηυα Υνιϖερσιτψ Η ενγψαν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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