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加样回收率试验测定结果

Ταβ 1  ∏ √

桑叶重 桑叶中

含量

加入量 测得量 回收率 平均回

收率

≥⁄

3 9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桑叶 按照 / 0项制备样品溶液 平行制备

份 按上述方法测定 ⁄ 的含量 结果显示 样品的分析结果

稳定 样品峰面积的 ≥⁄为 表明该方法的重复性

良好 ∀

3 10  样品测定

取不同采集地点的桑叶样品 以及桑叶经提取纯化后的

固体按含量测定方法测定 按外标法计算样品中 ⁄ 的含

量 结果见表 ∀

表 2  不同样品 ⁄ 含量测定结果

Ταβ 2  ∏

样品 ⁄ 含量

桑叶

桑叶

桑叶

固体

固体

4  讨论

ƒ ≤ 2≤ 是一种氨基衍生化试剂 ⁄ 分子中含有胺基

结构可和 ƒ ≤ 2≤ 反应生成具有强烈荧光的衍生物 ƒ ≤ 2

≤ 本身具有强烈的荧光 多余的试剂可加甘氨酸除去 ∀柱前

衍生化 2高效液相 2荧光检测法测定 ⁄ 的含量具有准确 !选

择性强 !灵敏度高 !重复性好等优点 可用于桑叶提取物中

⁄ 的定量分析 ∀

⁄ 是高极性的化合物 因此本设计应用反相色谱柱分

离纯化 ⁄ ∀ ≤ ≤ ° °除了对高极性的糖 !氨基酸基

本没有吸附作用外 对大多数次级代谢产物均有不同程度的

吸附作用 ∀因此 ≤ ≤ ° °可作为 ⁄ 纯化第一步

分离的首选担体 ∀ ≥ ¬ 2 属于 ≥ ¬系列担体 ∀

它对于非芳香化合物以分子大小的不同来分离 ∀因此 在

⁄ 进一步纯化时选用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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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对毒鼠强中毒患者代谢动力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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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毒鼠强在人体内的代谢动力学特点及口服大黄后对毒鼠强代谢动力学的影响 ∀方法  代谢动力学研究分

对照组和大黄组 对照组采用甘露醇导泻 大黄组采用口服大黄导泻 定时静脉取血后采用气质联用色谱法检测毒鼠强的血

药浓度 并用 ⁄ ≥软件对数据进行代谢动力学分析 ∀结果  毒鼠强在人体内的排泄非常缓慢 对照组的 ΑΥΧ为

# # 清 除 率 # # 大 黄 组 排 泄 半 衰 期 为 ΑΥΧ为 # # 清 除 率

# # 两组各项参数的差异除半衰期外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大黄组的清除率相当于对照组的 倍 曲线下面积

只有对照组的 ∀结论  毒鼠强在人体内排泄缓慢 口服大黄导泻能减少其吸收和加快排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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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患者各时间点毒鼠强血药浓度数据

Ταβ 1  ×∞×≥

序号 组别
毒鼠强血药浓度 #

序号 组别
毒鼠强血药浓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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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口服大黄对毒鼠强代谢动力学的影响

Ταβ 2  ∞ ¬ ×∞×≥ √ ∏

组别 τ Τ Χ ¬ # ΑΥΧ 2 # # ≤ ƒ # #

对照组 ? ? ? ?

大黄组 ? ? ? ?

Π

4  讨论

目前 有关毒鼠强代谢动力学的研究报道很少 实验性

研究集中在家兔经口和静脉染毒 ≈ ∀笔者对有限的临床病

例进行了血药浓度监测 结合其中毒资料 设定了口服剂量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代谢动力学研究 以期对毒鼠强在人体的

代谢动力学研究提供宝贵的实验资料 同时考察了口服大黄

对毒鼠强在人体吸收和代谢的影响 为临床解救毒鼠强中毒

的新方法提供药学方面的支持 ∀

  动物实验结果显示 家兔体内毒鼠强的完全代谢需

本研究结果表明 毒鼠强从体内的排泄速率非常慢 ∀一般来

说 外来化合物进入体内经过 个排泄相半衰期后 可认为

基本从体内排泄完毕 ∀因此 患者体内的毒鼠强排泄完毕在

临床相关支持治疗下至少需要 如果进入人体内的毒物

量很大 排泄完毕需要更长的时间 ∀毒鼠强的分布系数较

大 在组织中的分布明显大于血液 其口服吸收速率很快 可

以很快在体内达到较高浓度 导致机体出现中毒症状 且从

体内代谢非常缓慢 导致中毒表现持续时间很长 病情通常

反复出现 ≈ ∀大黄组的毒鼠强清除率是对照组的 倍

更能促进体内毒物的消除 ∀同时大黄组毒鼠强的峰值浓度

显著小于对照组 更重要的是毒鼠强的二次中毒现象在大黄

组基本未出现 这样就很好地控制病情 防止病情反复发作 ∀

其机制可能是大黄能较彻底地排除肠道内毒鼠强和毒素 降

低血清毒鼠强浓度 阻断或减轻毒鼠强二次中毒对脏器功能

的损害 ≈ 大黄是否还存在其他机制降低毒鼠强浓度或减轻

其毒性有待进一步讨论 ∀

曲线下面积与吸收入体循环的物质量呈正比 是反映吸

收进入体循环的物质相对量的参数 曲线下面积下降就意味

着吸收进入体循环的物质减少 ≈ ∀大黄组的曲线下面积只

有对照组的 表示进入体循环的毒物量大大减少 导致

血液中毒鼠强的峰值浓度明显下降 大量毒鼠强被大黄导泻

不经吸收直接排除 也使毒鼠强从体内完全排出的时间大大

缩短 ∀因此大黄的使用相对于甘露醇对提高中毒患者的抢

救成功率和缩短病程 !改善预后有显著的优势 ∀在实验中半

衰期未显示显著性差异 其原因可能由于临床所获得的数据

相对较少 并且非房室模型以 ΑΥΧ为基础的计算方法仅提

供药物基本变化趋势 !不能确切反应体内药物处置的实际情

况等原因 ∀

对于药物 ≤ 2×曲线的双峰现象 由于其产生原因多样

直至目前尚无一种通用的理想方法予以统计 ∀目前 国际上

较常规的处理方法多采用非房室模型法 该法分析药物的体

内过程 主要依据药时曲线下面积 不受数学模型限制 普遍

使用于任何房室状态 ∀此方法也存在一些缺陷 但其适应性

强 特别是多峰现象可以使用 故本实验采用非房室模型分

析方法进行数据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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