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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赛庚啶对大鼠垂体2性腺轴内分泌功能的影响 ∀方法  用放射免疫分析法 和电镜 观察赛庚啶对大鼠

垂体2性腺轴内分泌功能及垂体促性腺细胞 !卵巢 !睾丸细胞超微结构的影响 ∀结果  赛庚啶 # # 连续用药

可明显降低雌性大鼠血清卵泡刺激素 ƒ≥ !孕酮 ° 的含量 Π 而升高黄体生成素 的水平 Π ∀

# # 赛庚啶不但可引起雌性大鼠血清 ƒ≥ !雌二醇 ∞ !°的水平显著降低 升高 的含量 Π 及

而且使雄性大鼠血清 !× 的含量明显升高 Π ∀组织形态电镜观察 该药亦可引起大鼠卵巢细胞超微结构的退行

性改变 睾丸支持细胞呈分泌状态 而垂体促性腺分泌细胞则无明显变化 ∀结论  赛庚啶可抑制雌性大鼠 ƒ≥ !∞ !°的分泌

促进雌 !雄大鼠 及雄性大鼠 × 的分泌 其机制可能与赛庚啶直接影响靶器官的分泌细胞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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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庚啶 ≤ ≤ ≠ ° 为组织胺 和 2羟色胺

2 ¬ 2 × ≥ 受体阻断剂 有明显抗胆碱

和中枢抑制作用 ∀临床主要用于治疗晕动症及变态反应性

疾病等 ∀新近研究表明 该药尚有抗心律失常 !抗休克 !抗肿

瘤 !抗炎解热镇痛 !钙拮抗 !增进食欲等方面的药理作用 此

外还发现 ≤ ≠ °可影响垂体2甲状腺轴的分泌功能≈ ∗ ∀国外

临床研究发现 ≤ ≠ °可降低患者血清中 ≤ × 和皮质醇的

浓度 还可降低患者血清 ° 的水平 试用于闭经泌乳综合

征的治疗≈ ∀但 ≤ ≠ °对垂体2性腺轴内分泌功能的影响

尚未见研究报道 本实验系统研究了 ≤ ≠ °对雌 !雄大鼠血清

ƒ≥ ∞ ° × 等性激素含量的影响 并进行垂体促性腺

细胞 !卵巢及睾丸细胞超微结构的观察 以为临床合理用药

提供理论参考 ∀

1  材料和方法

1 1  药品与仪器

≤ ≠ ° 山东鲁抗辰欣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

ƒ≥ ∞ ° × 放射免疫分析试剂盒 由天津九鼎医学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ƒ × 型微机多探头放射免疫测

定仪 北京核仪器厂生产 型投射式电镜 日制产业

株式会社生产 ∀

1 2  动物

健康成年 ≥⁄大鼠 体重 ? α ⎯ 各半 由本院

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动物级别为普通实验动物质量标准

合格证号为鲁动质字 ∀

1 3  实验方法

1 3 1  ≤ ≠ °对大鼠血清 ƒ≥ ∞ ° × 含量的影响  选

健康成年大鼠 α ⎯ 各 只 依性别各随机分为 组 分别

≤ ≠ ° # # 及等容量生理盐水 连续用药

## ≤ ° ⁄ ∂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后 由颈总动脉取血约 室温放置 以 ≅

γ 离心 15 µιν ,分离血清后 ,分别测定其 ΛΗ ,ΦΣΗ , Ε ° × 的

含量 ∀

1 3 2  ≤ ≠ °对大鼠垂体促性腺细胞 !卵巢 !睾丸细胞超微结

构的观察  按上述实验方法分组给药 并于末次给药后

断头处死 迅速取出垂体 !卵巢和睾丸 以 # 戊二醛固

定 锇酸后固定 常规脱水 ∞ 包埋 切成 超薄切

片 铅2铀染色 2 电镜观察 并拍照 ∀

1 3 3  放射免疫测定 ƒ≥ × ° ∞  放射免疫分析操

作方法按药盒说明书进行 ∀

1 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以 ξ ? σ表示 均数差异用组

间 τ检验 ∀

2  结果

2 1  ≤ ≠ °对雌性大鼠血清 ƒ≥ ° ∞ 含量的影响 ∀

实验结果表明 ≤ ≠ ° # 可明显升高

雌性大鼠血清 的水平 Π 显著降低其 ƒ≥ °的

含量 Π ≤ ≠ ° # 不但可使血清 的水

平升高 而且可使 ƒ≥ ∞ !°的含量明显降低 与对照组比

较有显著性差异 Π 及 ∀见表

表 1  ≤ ≠ °对雌性大鼠血清 ƒ≥ ° ∞ 含量的影响 ξ ? σ ν

Ταβ 1  ∞ ≤ ≠ ° ∏ ƒ≥ ° ∞ ξ ? σ ν

组  别
剂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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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Λ ≅

≥ ? ? ? ?

≤ ≠ ° ? ? ? ?

? ? ? ?

注 与 ≥组比较 Π Π

Π Π √

2 2  ≤ ≠ °对雄性大鼠血清 ƒ≥ × 含量的影响见表 ∀

结果表明 ≤ ≠ ° # 对雄性大鼠血清

ƒ≥ × 含量均无显著影响 大剂量 # 可明

显升高其血清 !× 的含量 Π 而对 ƒ≥ 水平则

无显著影响 Π ∀

表 2  ≤ ≠ °对雄性大鼠血清 !ƒ≥ !× 含量的影响 ξ ? σ

ν

Ταβ 2  ∞ ≤ ≠ ° ∏ !ƒ≥ !×

ξ ? σ ν

组别
剂量

≅ ≅

ƒ≥

≅

×

Λ ≅

≥ ? ? ?

≤ ≠ ° ? ? ?

? ? ?

注 与 ≥组比较 Π

Π √

2 3  ≤ ≠ °对大鼠垂体促性腺细胞 !卵巢 !睾丸分泌细胞超微

结构的影响

≤ ≠ ° # 后电镜下观察 大鼠垂体促性

腺细胞 !卵巢 !睾丸分泌细胞的超微结构与对照组比较未见

明显异常变化 ∀大剂量 # ≤ ≠ ° 连续用药 后

电镜观察发现大鼠卵巢 !睾丸分泌细胞的超微结构与对照组

比较分别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 卵巢细胞主要表现部分线粒

体肿胀并有髓鞘样变化 电子密度高低不等 分泌颗粒减少

部分分泌颗粒内出现致密物 表明大剂量 ≤ ≠ °可引起卵巢

分泌细胞呈现退行性样改变 ∀睾丸支持细胞则表现为分泌

颗粒 !吞饮小凹 !吞饮小泡增多 部分分泌颗粒内可见大小不

等的致密物 粗面内质网 !核糖体丰富 表明 ≤ ≠ °可使睾丸

细胞呈现分泌样改变 ∀而垂体促性腺细胞与对照组比较则

无显著性变化 见图 ∀

图 1  对照组大鼠卵巢细胞

Φιγ 1  √ ∏

图 2  实验组大鼠卵巢细胞

Φιγ 2  √ ∏

3  讨论

国外许多研究已表明 脑内的 2 × 可参与神经内分泌

的调节 ≤ ≠ °为 2 × 受体阻断剂 可影响 ×≥ ! ≤ × 等许

多激素的分泌≈ ∀本实验发现 ≤ ≠ ° # 连续用药

可引起雌性大鼠血清 含量明显升高 与文献报道 ≤ ≠ °

可显著增加雌性大鼠 分泌脉冲的结果一致≈ 而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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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对照组大鼠睾丸细胞

Φιγ 3  × ∏

图 4  实验组大鼠睾丸细胞

Φιγ 4  × ∏

ƒ≥ °水平则明显降低 ∀ ≤ ≠ ° # 可引起雄性大鼠

血清 × 含量明显升高 雌性大鼠血清 含量亦明显升

高 而 ƒ≥ ∞ °的水平显著降低 同时电镜观察发现睾丸

支持细胞的超微结构呈分泌增强的改变 而卵巢细胞则呈退

行性变化 ∀结果提示长期大剂量应用 ≤ ≠ °可引起大鼠垂体

性腺轴的内分泌功能紊乱 导致大鼠血清性激素水平和性

腺靶器官分泌细胞超微结构的相应改变 ∀因此提示临床 对

长期大剂量应用 ≤ ≠ °的患者 尤其对生育期 !孕期的妇女应

定期检测血清 ƒ≥ ∞ ° × 水平的变化 以最大限度的

降低药物引起垂体 性腺轴内分泌功能方面的不良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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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聚糖肽注射液致严重过敏反应 1 例

于志英 刘世峰 孙彩艳 河南省新乡市中心医院 新乡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患者 男 岁 因患冠心病住院治疗 为增强机体免疫

力 于 年 月 日 应用甘露聚糖肽注射液

曾用名 多抗甲素注射液 成都利尔药业有限公司 批号

规格 支 加入 葡萄糖注射液

中静脉滴注 输入约 左右 患者突然出现咳嗽 !恶心 !

呕吐 呕吐物为胃内容物约 四肢皮肤瘙痒 睑结膜充血

水肿 ∀急查体 两肺闻及少量哮鸣音 未闻及湿啰音 心率

次 未闻及杂音 考虑为药物过敏 立即撤除该组液体

静脉注射地塞米松针 肌肉注射苯海拉明针 静

脉滴注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加入维生素 ≤ !

葡萄糖酸钙针 给予持续吸氧 ∀ 后患者

上述症状缓解 四肢皮肤瘙痒逐渐减轻 ∀未再使用甘露聚

糖肽注射液 再未出现上述症状 ∀

讨论 甘露聚糖肽 多抗甲素 注射液是从 型链球菌培

养液中提得的一种多糖 具有增强机体免疫活性 提高机体

应激和防御能力 ∀用于恶性淋巴瘤等多种肿瘤的辅助治疗

亦可预防上呼吸道感染 !支气管哮喘发作等 可治疗口腔炎 !

创伤性溃疡 ∀不良反应偶有2过性发热 ∀咳嗽 !恶心 !呕吐 !

四肢皮肤瘙痒 !睑结膜充血水肿等严重不良反应 少见报道

在此提示医护人员用药时密切观察引起注意 ∀

收稿日期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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