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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红花注射液对脑缺血2再灌注损伤家兔血浆 × ÷ ° 的影响 ∀方法  制作家兔脑缺血2再灌注损伤模型

只家兔随机平均分为红花注射液组 !生理盐水组和假手术对照组 应用放射免疫法分别测定缺血前 缺血 再灌注

个时点血浆 × ÷ 2酮基2° ƒ ±及其比值 并行脑组织电镜观察 ∀结果  缺血2再灌注组家兔脑缺血再灌注

时血浆 × ÷ 水平明显高于假手术对照组 Π 缺血前 !缺血 两组家兔的血浆 2酮基2

° ƒ ±无明显变化 Π 再灌注 时缺血2再灌注组家兔的血浆 2酮基2° ƒ ±显著低于假手术对照组

Π 和 Π 血浆 × ÷ 2酮基2° ƒ ±比值增加 Π . 和 Π 缺血2再灌注组脑组织超微结构发生异常

改变 应用红花注射液治疗能降低 × ÷ 水平 升高 2酮基2° ƒ ±水平 使血浆 × ÷ 2酮基2° ƒ ±比值保持在正常水平 脑组

织超微结构异常改变减轻 ∀结论  红花注射液可纠正脑缺血2再灌注后循环血中 × ÷ ° 的平衡失调及脑组织超微结构

的异常改变 减轻脑缺血2再灌注损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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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体内血小板激活及花生四烯酸活性

产物在心 !脑缺血的病理生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在

脑缺血2再灌注损伤中的作用笔者未见详细报道 ∀本研究旨

在观察家兔脑缺血2再灌注损伤时血浆 × ÷ 2酮基2° ƒ ±

含量及其比值的变化及红花注射液对上述指标的影响 以进

一步探讨红花注射液防治脑缺血2再灌注损伤的作用机制 ∀

1  材料与方法

1 1  动物分组

健康日本大耳白兔 只 α ⎯ 兼有 体重 ∗

随机分成 组 红花注射液治疗组 红花组 只 红花注射

液 湖北宜昌民康制药厂 批号

支 生理盐水治疗组 盐水组 只 等量生理盐水

在与红花组同一时间 √ 假手术组 对照组 只 不使用

任何药物 ∀

1 2  动物模型建立

健康日本大耳白兔 只 氨基甲酸乙酯 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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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 分离一侧颈外静脉以备采血及注射药物 分离双侧椎

动脉和颈总动脉 ∀然后同时结扎双侧椎动脉及夹闭双侧颈

总动脉 造成脑完全性缺血 后打开动脉夹重新灌注

形成 ≤ ≈ ∀

1 3  标本制备与测定

各组动物分别于缺血前 缺血 再灌注

不同时相点 自颈外静脉取血 用放射免疫法 药盒由

苏州医学院提供 测定血浆中 × ÷ 2酮基2° ƒ ±的含量及

× ÷ 2酮基2° ƒ 比值 ∀并在再灌注 取脑组织 制

成 匀浆 以备电镜观察 ∀

1 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以 ξ ? σ表示 采用组内 !组间 τ检验 ∀

2  结果

2 1  血浆 × ÷ 水平的变化

经 检验证实 组家兔脑缺血前 !缺血 血浆

× ÷ 无统计学差异 盐水组再灌注 时血浆

× ÷ 明显增高 Π 红花组却无显著变化 与对照组

比较无明显差异 Π 且在再灌注 时明

显低于盐水组 Π 表 ∀

2 2  血浆 62酮基2° ƒ ±水平的变化 经 检验证实 组家兔

脑缺血前血浆 2酮基2° ƒ ±值无统计学差异 盐水组再灌注

时明显下降 Π . , Π . , Π

且显著低于对照组 Π . , Π . , Π 红花组却

无明显变化 且在再灌注 时明显高于盐水组

Π . 和 Π 表 ∀

表 1  血浆 × ÷ 水平的变化及比较 ν ξ ? σ

Ταβ 1  ≤ ≤ × ÷ √ ν ξ ? σ

组别 缺血前 缺血 再灌注 再灌注 再灌注

对照 ? ? ? ? ?

盐水 ? ? ? ? ?

红花 ? ? ? ? ?

注 与同组缺血前比较 Π 与对照组相应值比较 Π 与盐水组相应值比较 Π

√ 2 ∏ Π √ ≥ ∏ Π √ ≥ ∏ Π

表 2  血浆 2酮基2° ƒ ±水平的变化及比较 ν ξ ? σ

Ταβ 2  ≤ ≤ 2 2° ƒ ± √ ν ξ ? σ

组别 缺血前 缺血 再灌注 再灌注 再灌注

对照 ? ? ? ? ?

盐水 ? ? ? ? ?

红花 ? ? ? ? ?

注 与同组缺血前比较 Π . , ) Π . ;与对照组相应值比较 , ) Π . , ) Π . ;与盐水值比较 ) Π

√ 2 ∏ Π Π √ ≥ ∏ Π Π √ ≥ ∏ Π

2 3  血浆 × ÷ 2酮基2° ƒ ±比值的变化

盐水组缺血再灌注 时血浆 × ÷ 2酮基2

° ƒ ±比值均明显增高 Π . 和 Π 红花组缺血

再灌注 时均无显著变化 而且两组在

再灌注 差异非常显著 Π . 和 Π

表 ∀

表 3  血浆 × ÷ 2酮基2° ƒ ±比值的变化及比较

Ταβ 3  ≤ ≤ × ÷ 2 2° ƒ ± ξ ? σ ν

组别 缺血前 缺血 再灌注 再灌注 再灌注

对照 ? ? ? ? ?

盐水 ? ? ? ? ?

红花 ? ? ? ? ?

注 与同组缺血前比较 Π . , ) Π . ;与对照组相应值比较 , ) Π . , ) Π . ;与盐水组相应值比较 ) Π . , ) Π

√ 2 ∏ Π Π √ ≥ ∏ Π Π √ ≥ ∏ Π Π

2 4  脑组织超微结构改变

对照组脑细胞未见明显异常 盐水组细胞核中度变性

核膜呈节断性破坏 线粒体明显肿胀 空泡样变 内质网显著

扩张 红花组细胞核接近正常 核膜基本完整 线粒体轻度肿

胀 内质网轻微扩张 突触结构基本正常 ∀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脑缺血2再灌注期间家兔血浆 × ÷ 水平明

显升高 表明循环血中血小板被激活 释放反应增强 即释放

血栓素 × ÷ 明显增多 血浆 2酮基2° ƒ ±水平在缺血

再灌注 时却明显下降 提示血管内皮细胞此

时受到严重的损伤 合成 ° 减少 释放 2酮基2° ƒ ±量明

显下降 ∀此外 血浆 × ÷ 2酮基2° ƒ ±比值显著增高 说明

循环血中 × ÷ 前列环素 ° 的平衡失调 由此推测

× ÷ ° 失衡可能是脑缺血2再灌注损伤的重要发病因素

之一≈ ∀

红花为常用活血化淤中药之一 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已有 数 千 年 的 历 史 ∀红 花 注 射 液 是 从 中 草 药 红 花

Χαρτηαµ υστινχτοριυσ 中提取精制而成 主要成分有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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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 !红花素 !黄花素 !总黄酮 ∀本品可通过抑制 × ÷ 合成酶

的活性 使 × ÷ 的生成减少 对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有

抑制作用 × ÷ 的生成减少 使 ° 内过氧化物较多地蓄

积 于是通过 ° 合成酶转变成 2酮基2° ƒ ±增多 改善微

循环≈ ∀表 !表 和表 显示红花组在脑缺血再灌注期间

血浆 × ÷ 水平无明显升高 而血浆 2酮基2° ƒ ±水平也无

显著变化 血浆 × ÷ 2酮基2° ƒ ±比值水平也稳定 ∀综上

可以认为 红花注射液能有效地抑制血小板黏附 !聚集 !激活

和释放 × ÷ 激活血管内皮细胞释放 ° 纠正循环血中

× ÷ ° 平衡失调 从而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积极的

防治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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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氨基酸脂质凝胶对实验动物皮肤创伤的修复作用

史红 陈颖 刘雪莉 钱伯初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观察复方氨基酸脂质凝胶对实验动物皮肤创伤的修复作用 ∀方法  复制大鼠烫伤模型 !豚鼠皮肤切割伤模型及

家兔皮肤切割伤伴感染模型 测定皮肤愈合率 ∀结果  复方氨基酸脂质凝胶对大鼠皮肤烫伤有促进恢复作用 对豚鼠皮肤切

割伤有促愈合作用 在家兔皮肤切割伤伴感染模型显示脂质凝胶对家兔切割伤后不滴加细菌与滴加金黄色葡萄球菌或绿脓

杆菌的皮肤愈合均有促进作用 其创面愈合百分率显著高于基质组 ∀结论  复方氨基酸脂质凝胶能促进实验性创伤动物的

创面修复 ∀

关键词 复方氨基酸脂质凝胶 创伤 烫伤 切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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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创伤 !烧伤以及包括疖 !疔 !疮疽 !褥疮 !肢体与皮肤

溃疡等疾病是十分常见的皮肤病 创面皮肤愈合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 除常见的各种细菌不同程度的感染外 全身与局部

营养状况对受伤皮肤的愈合亦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多数研

究证明 全身使用氨基酸类制剂可促进皮肤创伤的愈合 而

局部外用的氨基酸类制剂对创面愈合的影响则少有报道 本

实验报告复方氨基酸脂质凝胶对普通及细菌感染创面修复

的实验研究结果 ∀

1  材料

1 1  动物

实验用 ≥⁄系雄性大鼠 体重 ∗ 豚鼠 雄性 体

重 ∗ 雄性健康日本大耳白兔 体重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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