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3  ⁄ 对心肌 ≥ ⁄!≤ ×! ≥ 2°¬! ⁄ ! 2 ×°酶及 ≤ 2 ×°酶的影响 ξ ? σ, ν

Ταβ 3  ∞ ⁄ ≥ ⁄ ≤ × ≥ 2°¬ ⁄ 2 ×° ≤ 2 ×° ∏ ξ ? σ, ν

组别
≥ ⁄

≈

≤ ×

≈

≥ 2°¬
≈

⁄

≈
2 ×°酶

≈Λ ° #
≤ 2 ×°酶

≈Λ ° #
正常对照组 ? ? ? ? ? ?

模型对照组 ? ? ? ? ? ?

⁄ 组 ? ? ? ? ? ?

注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Π Π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Π

Π Π √ ∏ Π √ ∏

3  讨论

心功能状态改变为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主要表现之一

具体表现为再灌注损伤后血流的恢复与心功能恢复不一致

甚至恶化 ∀本实验动态观察了心肌缺血前后及再灌注时

∞≤ 及心功能变化 各组 ∂ ≥°及 ? ¬
随时间呈下降趋

势 除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影响外可能还与手术创伤使血容量

下降及开胸使心脏活动环境改变有关 但模型对照组更为明

显 术后各时间段尤其再灌注期各项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

组 说明缺血再灌注损伤使心肌舒缩功能下降 ∀ ⁄ 治疗组

使心功能指标明显优于模型对照组 几乎与正常对照组相

同 心律失常评分及心肌梗死范围亦明显低于模型对照组 Π

Π 手术初始各组心功能指标无明显差异 说

明 ⁄ 连续 应用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有保护作用并对

正常心功能无明显影响 ∀

氧自由基的作用是引起心肌细胞损伤和死亡的重要机

制之一 因为它可导致脂质过氧化和蛋白质巯基基团的氧

化 并由此引起膜通透性和构型改变 ∀有研究表明 ⁄ 可提

高 ≥ ⁄等内源性抗氧化剂活性 降低脂质过氧化水平 从而

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表现出保护作用 ≈ ∀尽管内源性抗

氧化剂之间的作用关系不甚明了 但它们间的平衡作用维持

了细胞氧化还原的平衡 阻滞或延缓了自由基对蛋白质 !脂

质及 ⁄ 等生物大分子的氧化作用 ∀

×°酶在心肌生理功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 2 ×°

酶是肌浆网的主要成分 负责调控肌浆网 ≤ 的摄取 将胞

浆内的 ≤ 摄入肌浆网中 其转运速率高 在心肌舒张期降

低胞浆内 ≤ 浓度起着关键作用 ∀若 ≤ 2 ×°酶的量或

活性降低 则会引起肌浆网摄取 ≤ 功能的下降 而延缓心

肌细胞舒张期 ≤ 的下降 导致舒张功能异常 ∀同时使肌浆

网 ≤ 储备量减少 影响 ≤ 释放 从而影响心肌收缩功

能 并且舒张期心肌细胞内 ≤ 升高 易诱发心律失常 ∀

2 2 ×°酶主要分布于质膜上 通过细胞内 和细胞

外 的跨膜主动交换 使细胞外与细胞内产生 浓度梯

度 然后通过膜上 2≤ 交换器将胞浆中 ≤ 排出胞外

维持心肌细胞正常膜电位和生理功能 ∀当 2 2 ×°酶

受抑制时细胞内 增多 细胞内 ≤ 交换增加 因而

促进或加重另一致损伤重要机制 钙超载的发生 ∀同时 细

胞内钙超载又使黄嘌呤脱氢酶转换为黄嘌呤氧化酶 进而又

导致氧自由基产生 ≈ ∀心肌缺血再灌注时产生大量的氧自

由基 心肌细胞膜结构上的 ≤ 2 ×°酶及 2 2 ×°酶

受自由基氧化作用影响而活性下降 ≈ 成为心肌舒缩功能

异常乃至心律失常的分子基础 ∀本实验进一步表明 ⁄ 可

提高心肌内源性抗氧化剂活性和降低脂质过氧化作用 并对

心肌 ≤ 2 ×°酶及 2 2 ×°酶活性具有保护作用 从

而表现出减轻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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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芎嗪对严重烫伤大鼠胃 !肠 !肝组织中 ΑΤΠασε, Γ ΣΗ2Πξ, Μ∆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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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为了观察严重烫伤大鼠胃 !小肠 !肝组织 ×°酶 ×° !谷胱苷肽过氧化物酶 ≥ 2°¬ !丙二醛 ⁄ 的变

化及川芎嗪的防治效果 ∀方法  选用健康 • 大鼠分为三组 分别取胃 !小肠 !肝组织测定观察测值 ∀结果  川芎嗪对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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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后 ×° ≥ 2°¬ ⁄ 的改变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结论  川芎嗪可对烫伤后大鼠的胃 !小肠 !肝组织起到一定的保护作

用 其机制可能与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及直接抗氧化作用有关 ∀

关键词 川芎嗪 过氧化脂质 烫伤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Εφφεχτσ οφ λιγυστραζιν ον τηε χοντεντσοφΑΤΠασε, Γ ΣΗ 2Πξ, Μ∆Α ιν στοµ αχη, ιντεστινε ανδ λιϖερ οφσεϖερελψ

βυρνεδ ρατσ

∞ 2 (∆επαρτµ εντ οφ Βιοχηεµ ιστρψ, Χολλεγε οφΜεδιχαλΣχιενχεσ, Ωυηαν Υνιϖερσιτψ οφ Σχιενχε ανδ Τεχηνολογψ, Ωυηαν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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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烧伤所致消化系统损害的首要因素为血液灌注不

良 尤其是胃肠道缺血 ≈ ∀胃肠缺血对全身的影响是广泛而

深刻的 其不仅能造成肠道通透性增加 肠腔内细菌和毒素

移位 还释放大量炎症介质 ∀针对严重热损伤的这一特性

作者采用川芎嗪作用于严重烫伤的大鼠 观察测其胃 !小肠 !

肝组织 ≥ 2°¬ ×° ⁄ 的变化及川芎嗪的防治效果

为临床合理应用提供实验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1  模型制备

选用健康 • 大鼠 只 雌雄不拘 体重 实验前

禁食 自由饮水 ∀ 水合氯醛 腹腔麻醉 用

≥对颈 !背 !体侧部脱毛 待动物清醒后 脱毛区浸入

ε 沸水中 造成 度烫伤模型 分别于烫后

等几个不同时相点抽血处死 取胃 !小肠 !肝组织 匀浆 ∀

1 2  实验设计

动物随机分成三组 即正常对照组 只 烫伤组 只

治疗组 只 治疗组动物烫伤后立即腹腔注射川芎嗪

批号 无锡市第七制药厂

此后每 重复一次 ∀

1 3  生化指标测定

×°
≈

⁄
≈

≥ 2°¬≈ 的测定参见文献的方法 ∀

1 4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以均数 ?标准差 ξ ? σ表示 进

行 τ检验 ∀

2  结果

2 1  实验发现

的治疗组大鼠大部分死亡 而 剂量

的治疗组与烫伤组之间观察指标无显著性差异 ∀

2 2  组织 ×° 活性变化

大鼠严重烫伤后胃 !小肠 !肝组织 ×° 活性呈进行性

下降 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Π ∀经治疗后 各

时相点 ×° 活性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回升 与烫伤组比

较 有显著性差异 Π 见表 ∀

表 1  川芎嗪对烫伤大鼠胃 !肠 !肝 2 2 ×° 活性的影响 ν , ξ ? σ

Ταβ 1  ∞ ∏ 2 2 ×° √ ∏ ν

, ξ ? σ

对照组

ν

烫伤组 治疗组

胃 ? ? ? ? ? ? 3 ? 3 ? 3 ? 3

肠 ? ? ? ? ? ? 3 ? 3 ? 3 ? 3

肝 ? ? ? ? ? ? 3 ? 3 ? 3 ? 3

注 与对照组比较 Π 与烫伤组比较 3 Π

Π √ ∏ 3 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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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川芎嗪对烫伤大鼠胃 !肠 !肝 ≤ 2 ×° 活性的影响 ν , ξ ? σ

Ταβ 2  ∞ ∏ ≤ 2 ×° √ ∏ ν

, ξ ? σ

对照组

ν

烫伤组 治疗组

胃 ? ? ? ? ? ? 3 ? 3 ? 3 ? 3

肠 ? ? ? ? ? ? 3 ? 3 ? 3 ? 3

肝 ? ? ? ? ? ? 3 ? 3 ? 3 ? 3

注 与对照组比较 Π 与烫伤组比较 3 Π

Π √ ∏ 3 Π √ ∏ ∏

2 3  组织 ⁄ ≥ 2°¬的变化

大鼠严重烫伤后胃 !小肠 !肝组织 ≥ 2°¬活性呈进行性

下降 而 ⁄ 含量明显上升 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Π

经治疗后 各时相点 ≥ 2°¬活性随着时间的延长

逐渐回升 而 ⁄ 含量逐渐下降 与烫伤组比较 有显著性

差异 Π 见表 ∀

表 3  川芎嗪对烫伤大鼠胃 !肠 !肝 ≥ 2°¬活性的影响 ν , ξ ? σ

Ταβ 3  ∞ ∏ ≥ 2°¬ √ ∏ ν , ξ ? σ

对照组

ν

烫伤组 治疗组

胃 ? ? ? ? ? ? 3 ? 3 ? 3 ? 3

肠 ? ? ? ? ? ? 3 ? 3 ? 3 ? 3

肝 ? ? ? ? ? ? 3 ? 3 ? 3 ? 3

注 与对照组比较 Π 与烫伤组比较 3 Π

Π √ ∏ 3 Π √ ∏ ∏

表 4  川芎嗪对烫伤大鼠胃 !肠 !肝 ⁄ 含量的影响 ν , ξ ? σ

Ταβ 4  ∞ ∏ ⁄ √ ∏ ν , ξ ? σ

对照组

ν

烫伤组 治疗组

胃 ? ? ? ? ? ? 3 ? 3 ? 3 ? 3

肠 ? ? ? ? ? ? 3 ? 3 ? 3 ? 3

肝 ? ? ? ? ? ? 3 ? 3 ? 3 ? 3

注 与对照组比较 Π 与烫伤组比较 3 Π

Π √ ∏ 3 Π √ ∏ ∏

3  讨论

严重烧伤后 毛细胞血管通透性增加 大量血浆样体液

渗出 致使循环血量不足 造成广泛的组织器官缺血缺氧 由

此引起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 并诱生和释放多种有害的细胞

因子的炎症介质 是以后继发内脏功能损害和全身感染的重

要因素 ∀川芎嗪可扩张痉挛血管 降低血管对某些微血管物

质的敏感性 改善微循环状态 从而提高机体对内毒素的耐

受力 ∀

本实验结果表明 严重烫伤后大鼠胃 !小肠 !肝组织

≥ 2°¬活性进行性下降 而 ⁄ 含量增多 与此同时 ×2

° 活性呈进行性下降 ∀ ×°酶是生物膜上的一种蛋白酶

它在物质运输 !能量转换 !信息传递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 ∀

当机体在缺氧 !衰老及某些疾病状态下 此酶活力将发生一

系列改变 ∀严重烧伤后 血液灌注不良 导致消化系统损害 ∀

缺血时 ×°酶代谢障碍 大量 ×°分解导致黄嘌呤氧化酶

和次黄嘌呤在缺血组织中聚积 缺血缺氧组织中氧张力突然

增加 产生大量自由基 进而消耗机体抗自由基的 ≥ 2°¬

使得 ≥ 2°¬活性进行性下降 ∀同时大量氧自由基与

反应形成氧化活性极强的羟自由基 羟自由基作用于组织细

胞膜性结构中的膜脂不饱和脂肪酸 引起脂质过氧化反应

致使烫伤后组织 ⁄ 含量增多 ∀有研究表明 脂质过氧化

产物 ⁄ 也可与氨基酸反应和蛋白质交联而损伤蛋白 ≈ ∀

相关分析提示 2 2 ×° ≤ 2 ×° 活力与 ⁄ 水

平呈显著负相关 ≈ 表明自由基及 ⁄ 是造成膜性结构

×° 损伤的一个重要因素 2 2 ×° 是一种含硫

基 2≥ 的酶 自由基和脂质过氧化物最容易氧化蛋白酶中

的 ≥ 形成二硫键 ⁄ 与 ×° 中氨基等功能基因形成

希夫氏碱 从而使酶活性下降 ∀其中 ≤ 2 ×° 活性降低

可造成 ≤ 在细胞内聚积 膜上 ≤ 增加 细胞膜变硬 流

动性降低 这必然破坏细胞膜性结构 ∀组织细胞的正常结构

和功能有赖于细胞膜两侧相对稳定的离子梯度 而 ×°

在维持离子梯度中有重要作用 这可能与临床上严重烫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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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器官功能不全密切相关 ∀

本实验结果还表明在采用川芎嗪治疗后 显著提高了严

重烫伤后大鼠胃 !小肠 !肝组织 ≥ 2°¬! ×° 的活性 减少

了 ⁄ 的含量 ∀这表明川芎嗪可能通过减少自由基的产生

及直接抗氧化作用而起到保护作用 其具体机制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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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千金藤属植物地不容中提取而得的 ≤ 已

通过初步抗动物性心律失常的研究 具有较好的抗心律失常

作用 其给药剂量系据小鼠 ⁄
≈ 的 折算得

≈ ∀ ≤ 小鼠 √ ⁄ 尚未见报道 ∀本实验即对 ≤ 进

行小鼠 √ ⁄ 实验研究 并根据所得结果将剂量折算 进行

抗心律失常研究 以观察在剂量减小的情况下 ≤ 的抗心律

失常作用效果 ∀

1  药品 !仪器与动物

≤ 盐酸盐 云南中医学院药剂教研室精制而得 本实验

所用为其 的生理盐水溶液 利多卡因注射剂 批号

第四军医大学制药厂生产 生理盐水稀释 氯化钡

≤ 分析纯 批号 成都化学试剂厂生产 水合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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