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果 提示苯环上碳链的长短对化合物的清除自由基有一定

的影响 短链 甲基 优于长链 丙基 ∀在对糖基取代基的

研究发现 半乳糖取代基作用最强 葡萄糖与甘露糖作用相

近 ∀化合物 与 结果提示 半乳糖苷的抗 # 作

用超过葡萄糖苷和甘露糖苷 ∀

3 2  化学物结构对清除 # 的影响

化合物 与 与 的结果提示 苯环上羟基取代基的

位置可以影响化合物的清除氧自由基 # 活性 取代基在

位上的化合物的作用强于 位上的化合物 ∀从受试化合物

与 结果 提示苯环上碳链的长短对化合物的清除氧自由

基有影响 短链 甲基 优于长链 丙基 ∀但两个化合物上

未有羟基取代基 与受试化合物 相比 清除氧自由基的能

力较弱 所以我们认为羟基取代基可以增强化合物的抗氧自

由基的作用 但由于此三个化合物的抗氧自由基作用均较弱

低于红景天苷 在化合物的结构改造方面应该放弃这方面

的思路 ∀在对糖基取代基的研究发现 半乳糖取代基作用最

强 葡萄糖次之 甘露糖作用最差 ∀受试化合物 与 !

与 结果提示 半乳糖苷的抗氧自由基作用均超过葡萄糖

苷 ∀从本研究的 个化合物中 认为 2 2羟基 苯乙基 2Β2∆2

吡喃半乳糖苷抗氧自由基的作用为最强 ∀

3 3  影响该类型化合物清除 #和 # 能力的因素

从本实验的结果可以认为影响因素包括 苯环上羟基的

引入 !羟基的位置 !苯环与糖之间碳链的长短 以及所连接的

糖的类型 综合本实验结果 提示糖基对化合物清除 #和

# 作用的影响最大 ∀下一步深入研究的目的 就是要从所

获得的初步研究信息入手 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合成系列化合

物 进行活性试验 以确定其构效关系 最终筛选抗自由基活

性最强的目标化合物 为新药研究奠定基础 ∀

参考文献

≈1 崔剑 李兆陇 洪啸吟 自由基生物抗氧化与疾病 ≈ 清华大

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 徐宝军 郑毅男 李向高 红景天属植物研究新进展 ≈ 中药

材

≈3 石力夫 蔡溱 曹颖瑛 等 中药女贞子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作

用 ≈ 药学实践杂志

≈4 叶于聪 陈钦铭 金凯平 等 红景天苷对培养心肌细胞缺氧后

再给氧损伤后的影响 ≈ 中国药理学报

≈5 李天威 孔乐凯 母敬郁 等 红景天苷对培养大鼠皮层神经细

胞 和 损伤的保护作用 ≈ 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

≈6 ∏ ≤ × ∏ ¬

2 ∏ ¬ ≈ 2

≤ ∏

≈7 °ƒ ƒ ° ƒ ετ αλ ∞ 2 2

√ ∏ ¬ ∏ 2

¬ ≈

≈8 陈士明 陆亚蒙 严小敏 等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产生与天

然药物的作用 ≈ 复旦学报 自然学报版

收稿日期 2 2

硝普钠对冰冻血小板表面 Χ∆62分子表达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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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硝普钠对冰冻血小板表面 ≤⁄ 分子表达的抑制作用 ∀方法  采用藻红素标记的抗 ≤⁄ 单抗 经流式细胞

仪分析血小板表面 ≤⁄ 分子表达的水平 ∀结果  浓缩血小板在含 ⁄ ≥ 及 Λ ≥ °的条件下经 ε 冰冻保存

一周后 ≤⁄ 分子表达较 ⁄ ≥ 组明显降低 Π 与 ⁄ ≥ 组接近 Π ∀结论  硝普钠可抑制冰冻血小

板表面 ≤⁄ 分子的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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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ΕΤΗΟ∆  ° 2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2

√ 2 ε ⁄ ≥ Λ ≥ ° √ ¬2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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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ΚΕΨ Ω ΟΡ ∆ Σ: √ ∏ ∏ ≥ ° ∏ ¬ ⁄ ≥ ≤⁄

  血小板制剂可用来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血小板减少症

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临床治疗技术

的发展 血小板的临床用量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由于血小板

寿命短 结构 !功能受多因素影响 如何在长期保存过程中保

持血小板的数量及功能 一直是输血医学的研究课题 ∀从

世纪 年代开始 人们已尝试用低温冰冻方法保存血小板

选用的低温保护剂主要有甘油 !⁄ ≥ ∀考虑到甘油洗脱较

困难 而 ⁄ ≥ 则较易进入细胞 并易从细胞中除去 因而趋

向使用 ⁄ ≥ ∀

血小板的贮存损伤主要是由于血小板在体外发生了活

化 在体内血小板的活化则受到第二信使系统的抑制 ∀硝普

钠在临床上常规用于解除高血压危象 !高血压脑病出血 !急

性血管球性肾炎等 ∀硝普钠可刺激 ° °的生成 ≈ ∀

≤ 等 ≈ 向 ε 液体保存的血小板中加入含硝普钠的第

二信使效应剂混合物 使血小板在 ε 保存至 时的各种功

能活性均不亚于 ε 保存了 的血小板 ∀本实验初步观察

了硝普钠对冰冻血小板表面 ≤⁄ 分子表达的抑制作用 为

开展低浓度 ⁄ ≥ 冰冻保存血小板研究提供实验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1  药品与试剂

藻红素 °∞ 标记抗 ≤⁄ 单抗 °∞ 标记的鼠

° 公司 硝普钠 ≥ ∏ ∏ ≥ ° 北京

双鹤现代医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批号 ⁄ ≥

∞ ≤ 公司

1 2  仪器

低温离心机 公司 ∞ ÷ 流式细胞

仪 ≤ ∏ 公司 ∀

1 3  全血采集

用 ≤⁄2 抗凝的四联袋采集 全血 在制备 °≤

前 静置于室温 ∀

1 4  白膜回浆法制备浓缩血小板 ≈

将采后 的全血进行离心 ε

把血浆 !白膜层分别挤入不同的卫星袋中 再将红细胞保存

液转移到压积红细胞中制成晶体盐红细胞悬液 然后将大约

∗ 血浆挤入白膜中 ∀将白膜置于血小板保存装置中

振荡保存 ∗ 然后将白膜进行轻离心

ε 上清挤入空袋 即制成浓缩血小板 ∀

1 5  实验分组

将同一献血者来源的浓缩血小板分成 份 每份

分别作为新鲜组 ! ⁄ ≥ 组 ! ⁄ ≥ 组 ! ⁄ ≥

Λ ≥ °组 ∀

1 6  血小板冰冻保存

分别采用终浓度为 ⁄ ≥ ⁄ ≥ ⁄ ≥

Λ ≥ °在 ε 冰冻保存浓缩血小板 周 ∀

1 7  流式细胞仪分析 ≈

将 Λ 血小板样品用 多聚甲醛固定 ∗

然后用 ° ≥洗涤 ∗ 次 向 Λ 经过洗涤的固定血小板中

加入 Λ 的 °∞标记的抗 ≤⁄ 单抗 室温避光孵育 ∗

再用 ° ≥洗涤并稀释至 Λ 然后用流式细胞仪测

定表达 ≤⁄ 的血小板的百分数 每个样品均用 °∞标记的

鼠 抗体作为对照 确定基线结合量 ∀

1 8  统计分析

结果以 ξ ? σ表示 组间差异用 τ检验 ∀

2  结果

从表 中可以看出 各浓缩血小板组经 ε 冰冻保存

一周后 ≤⁄ 分子表达的水平均显著增高 与新鲜组比较 Π

∀只含 ⁄ ≥ 的浓缩血小板经 ε 冰冻保存

一周后 血小板表面 ≤⁄ 表达较 ⁄ ≥ 组有明显升高

Π 含 ⁄ ≥ 及 Λ ≥ °的浓缩血小板经

ε 冰冻保存一周后 血小板表面 ≤⁄ 表达较 ⁄ ≥

组有明显降低 Π 与 ⁄ ≥ 组相比 无明显差异

Π ∀

表 1  硝普钠对冰冻血小板表面 ≤⁄ 分子表达的抑制作用

ν ξ ? σ

Ταβ 1  × ∏ ∏ ¬2

≤⁄ ∏ √

⁄ ≥ ε ν ξ ? σ

组别 表达 ≤⁄ 的血小板百分数

新鲜组 ?

⁄ ≥ 组 ?

⁄ ≥ 组 ?

⁄ ≥ Λ ≥ °组 ?

注 与新鲜组相比 Π 与 ⁄ ≥ 组相比 Π 与

⁄ ≥ 组相比 Π 与 ⁄ ≥ 组相比 Π

≤ ∏ Π ≤

∏ √ ⁄ ≥ Π ≤

∏ √ ⁄ ≥ Π ≤

∏ √ ⁄ ≥ Π

3  讨论

浓缩血小板标准的保存方法是 ? ε 振荡保存

的时间限制主要出于有细菌污染可能的考虑 ≈ ∀ ε 虽

可抑制细菌 但血小板的功能受损严重 ≈ ∀血小板的常规保

存方法制约了血站的储备工作 为了适应对血小板日益增长

的需求 不少血站陆续开展了 ⁄ ≥ 冰冻保存血小板的

工作 ∀冰冻血小板经 ε 融化后不作任何处理直接输注给

患者无任何严重不适 ∀美国 规定经 ∗ ⁄ ≥

冰冻保存的血小板输注前必须洗涤除去 ⁄ ≥ 但洗涤处理

对血小板回收率和功能有较大影响 ∀临床资料表明含

⁄ ≥ 的冰冻血小板制剂不经洗涤直接输注无任何不良反

应 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 ∀

目前对血小板保存效果的评价往往依赖于体外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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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又称为 °2 ° ° ⁄ ∞蛋白 其相对

分子质量为 存在于血小板 Α颗粒的内表面 血小板

未发生活化时 其表面不表达 ≤⁄ 一旦血小板受到各种因

素的刺激 发生释放反应 Α颗粒就会与微管系统表面融合

导致 ≤⁄ 出现于血小板的外表面 ∀血小板输后 的体内

回收率与表达 ≤⁄ 的血小板百分数呈负相关 ≈ ∀因此在

血小板保存研究中常常把 ≤⁄ 分子的表达作为衡量血小板

活化程度的一个敏感指标 ∀本实验结果显示 经 ε 冰冻

保存后 血小板表面 ≤⁄ 的表达显著增加 随着 ⁄ ≥ 浓度

的降低 血小板表面 ≤⁄ 的表达明显增加 通过在含

⁄ ≥ 的浓缩血小板中添加 Λ 的硝普钠 能显著降

低 ≤⁄ 的表达 与含 ⁄ ≥ 的冰冻血小板接近 说明硝

普钠具有显著抑制 ≤⁄ 分子在冰冻血小板表面表达的作

用 显示出其联合 ⁄ ≥ 冰冻保存血小板的可行性 当

然还需从血小板的形态学 !超显微结构和功能等方面对血小

板冰冻保存的效果进一步加以研究 !观察 ∀另外 硝普钠是

一种血管扩张药 具有较强的降压作用 ∀含硝普钠的冰冻血

小板制剂在临床输用时 应严格控制输注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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