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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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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克班宁 ≤ 的急性毒性与抗心律失常作用 ∀方法  以改良寇氏法考察小鼠静注 ⁄ 以 ≤ 致

大鼠心律失常模型观察 ≤ 的治疗与预防作用 ∀结果 ⁄ 为 可信限为 ∗ 治疗组与预

防组 √ ≤ 可使大鼠恢复窦律 与对照 生理盐水 组相比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 ≤ 有一定的毒性 对大鼠实验

性心律失常具有治疗与预防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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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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醛 药用 批号 北京朝阳区八里庄化工制药厂生产 ∀

∞≤ 2 型心电图机 日本 公司生产 ∀

昆明种小鼠 云南省动物所提供 合格证号 云动管字

≈ 大鼠 昆明医学院 清洁级 ∀

2  实验方法与结果

2 1  ≤ 小鼠静脉注射 ⁄

2 1 1  将 只小鼠随机分为 组 组间给药剂量比值为 Β

找出引起动物 ⁄ 和 ⁄ 死亡的剂量 以便

安排正式实验 ∀

结果 ⁄ Υ ⁄ Υ ∀

2 1 2在 ∗ 间设 个剂量组 每组 只小鼠

雌雄各半 组间剂量比值为 Β ∀结果 小鼠尾部静脉注射

≤ 后 立即出现跳跃 !竖尾和惊厥 最后强直窒息死亡 ∀用

改良寇氏法计算得 ⁄ 为 ⁄ 的 可信限

为 ∗ ∀

2 2  ≤ 对 ≤ 致大鼠心律失常的作用

2 2 1  治疗作用  大鼠 只 雌雄兼用 体重 ?

随机分为三组 ∀ 水合氯醛 麻醉 仰位固定 ∀

记录正常 导联心电图 于舌下静脉按 的剂量快

速注入 氯化钡 ∀记录 导联心电图 待出现心律失常

后 治疗组 √≤ 对照组 √等容积生理盐水

≥ 阳性对照组 √利多卡因 记录 导

联心电图 ∀观察 内各组转为窦性节律的鼠数和转律

后维持时间大于 的鼠数 并进行比较 ∀结果见表 ∀

表 1  ≤ 对 ≤ 致大鼠心律失常的治疗作用

Ταβ 1  × ∏ √ √

≤ 2 ∏

组  别 鼠数
恢复窦律

鼠数

维持窦律

超过 鼠数

治疗作用

 生理盐水

 克班宁 ϖ

 利多卡因 ϖ

预防作用

 生理盐水

 克班宁 3

注 采用四格表 /直接机率计算法 0进行显著性检验 ∀与生理盐水组

比较 ϖ Π 3 Π

/ ∏ 0 ∏

∏ ≤ ≥ ∏ ϖ Π

3 Π

结果表明 ≤ 和利多卡因均能使大鼠在给完药后立即

转为窦律 且疗效基本相近 ∀仅有少数 或 只 能维持窦

律 以上 ∀

2 2 2  预防作用  大鼠 只 雌雄兼用 体重 ?

随机分为三组 水合氯醛 麻醉 仰位固定 ∀

记录正常 导联心电图 于舌下静脉预防组按 快

速注入 ≤ 对照组注入与 ≤ 组等容积的生理盐水 ≥ 待

后快速注入 ≤ 记录 导联心电图 观察

内心律的变化情况 ∀结果见表 ∀

结果表明 ≤ 组有 只大鼠在观察时间内能恢复窦律

其中有 只始终未出现心律失常 其余均在 √ ≤ 后

内出现心律失常 随后 ∗ 内均转为窦律 而后再次出

现短暂反复 但最后均能恢复窦律 ∀

3  讨论

3 1  有关 √≤ 的急性毒性试验 目前尚无的报道 ∀结果表

明 √ ⁄ 比 ⁄ 剂量小得多 说明 ≤ 有一定毒性 ∀预实

验中发现相同剂量的 ≤ 对小鼠体重大者比体重小者耐受

性差 提示可能因体重大者所折算的实际给药剂量大 而其

机体的耐受能力不一定与其体重成正比 ∀

3 2  实验给药剂量 是据前期实验大鼠治疗剂量

即小鼠 ⁄
≈ 的 折算而得的 未折算

成大鼠剂量 ≈ 以及本实验结果小鼠 √ ⁄ 综

合确定的 是前期实验治疗剂量的一半 但治疗指数仍较小

需进行深入实验以确定安全而有效的治疗剂量 ∀

3 3  据文献 ≈ 介绍 通常 ≤ 引起心律失常的 √给药剂

量为 但因大鼠品种 !来源不同 引起大鼠心律失常

的 ≤ 给药剂量可能有所不同 ∀如据文献 ≈ 报道 ≤

用量可为 或 本实验经多次摸索 确定最佳

剂量为 ∀

3 4  本实验证明 ≤ 对 ≤ 所致的心律失常确有较好的

治疗作用 据以前的研究 ≈
√ ≤ 对抗 ≤ 致心律

失常作用强于 多数大鼠均能在 内维持窦律 而在

的剂量下对 ≤ 致大鼠心律失常的作用仍很明

显 效果接近 ∀ ≤ 抗心律失常作用的机理尚有待进一步

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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