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心衰 l号口服液对实验性心力衰竭和心源性休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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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麻醉猫实验性 心力衰竭 和心源性休克的模型观察 了抗心衰 l号 口服液 ( A CI )的作

用
。

结果表明
,

A C I 可 使 L v S P
、

dP /dt 。 二 、

C O 及 M A P 明显增加
,
L V E D P 明显降低

。

提示 A C I 可

增 强麻醉猫衰竭心脏的心肌收缩力和 心脏泵血功能
,

具有明显改善心功能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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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心衰 兀号 口 服液
,

是 由黄蔑
、

元参
、

川

芍等组成的 中药复方制剂
,

临床用于心力衰

竭患者治疗取得显著疗效 l[]
。

动物实验亦证

实
,

抗心衰 l 号 口服液可使正常麻醉犬心肌

收缩力和心脏泵血功能增强
,

血压升高
,

心输

出量增加
,

心率减慢
,

具有明显改善心功能作

用
。

为了进一步研究其抗心衰作用的机制
,

我

们观察 了抗心衰 l 号 口服液对麻醉猫实验性

心力衰竭和心源性休克的作用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药物
:

抗 心 衰 l 号 口 服 液 ( 简称 A C

l )
,

由内蒙古 中蒙医院 中心制剂室提供 ( 10

m L /支
, 1 9 生药 /m L )

。

1
.

2 仪器
:

M F V
一
1 2 0 0 型 电磁流量计 ( 日本

光电公司 )
,

sJ
一

41 型 多道生理记 录仪 (上海

医科大学 )
,

B M E
一 1 电子微分器 (江苏丹 阳无

线 电一厂 )
。

1
.

3 方法
:

实验用健康杂种猫 20 只
,

雌雄兼

用
,

体重 ( 3
.

0士 0
.

6 ) k g
,

戊巴 比妥钠 3 0 m g /

k g iv 麻醉
,

iv 肝素钠 (2 m g k/ g )肝素化
。

依

照文献阁记录平均动脉压 (M A P )
,

心输出量

( CO )
,

左心室收缩压 ( L V S P )
,

左心室舒张末

期压 ( L V E D P )
,

左室压力最大变化速率 (dP /

dt
m a 、

)及心率 ( H R )
。

分离右侧股静脉
,

连接恒

速输液泵
,

以备输人戊巴 比妥钠
。

由近十二指

肠 一空肠处插管
,

以备给 药和补液
。

20 m in

后
,

记录各项指标作为心衰前的正常值
。

参考

文献阁制造心衰模型
。

恒速输注 2%戊巴 比

妥钠 ( 0
.

5 m L / k g
·

m in )
,

以 dP / dt ,
、

下降
,
70 %

、

c o 和 M A P 下降 50 %作 为心 力衰竭

和心源 性休 克的指标
,

稳定 s m in 后
,

再以

0
.

1 m L / k g
·

m in 速度
,

继续输注戊 巴比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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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 1 0m in
,

记录各项指标作为造型后和给药 2
.

1 猫 急性心力衰竭和心源性休克血液动

前 的对照值
。

由小肠插管给药
,

记录药后 10
、

力学指标和变化
:

戊巴 比妥钠可使麻醉猫出

2 0
、

3 0
、

6 0
、

9 0 及 12 0 m in 时 各项 指标 的变 现典型 的急性心力衰竭和心源性休克
,

反映

化
。

对照组猫 7 只
,

给 生理盐水 ( N S ) 6 m L / 左室功能和血液动力学和各项指标均发生非

k g
,

A C 皿小剂量组猫 6 只
,

为 3 m L / k g (相 当 常显著变化
。

与正常值相 比较 C O 降低 45 写

于临床治疗量 )
,

大剂量组猫 7 只
,

为 6 m L / (尸 < 0
.

0 5 )
,

dP / dt m a二

降低 73 % (尸 < 0
.

0 1 )
,

k g
。

所测各项数据均采用配对 t 检验和组间 t L V S P 降低 55 % (尸 < 0
.

0 1 )
,

L V E D P 升高

检验统计处理
。

1 6 1纬 ( P < 0
.

0 1 )
,

H R 减慢 3 2% ( P < 0
.

0 5 )
,

2 实验结果 M A P 降低 6 4 % ( P < 0
.

0 1 )
,

见表 1
。

表 1 A c l 对猫心力衰竭和 心源性休克的影响 ` 士 s)

指标 组别
剂量

( g / kg )

给 药 后 时 间 ( 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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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C I 对猫急性心力衰竭和心源性休克

的影响

2
.

2
.

1 对 C O 和 H R 的影 响
:

表 1 结 果表

明
,

A C I 各剂量组在给药后使 C O 有不同程

度的增加
。

大剂量组药后 9 0
、

1 2 0 m i n 时 CO

增加尤为 明显 (尸 < 0
.

0 5 )
。

对 H R 均未有明

显影响 ( P < 0
.

0 5 )
。

2
.

2
.

2 对 L V S P 和 L V E D P 的影 响
:

由表 1

可见
,

A C I 小剂量组药后 9 0
、

1 2 0 m i n L V S P

明显增高 (尸 < 0
.

0 1 )
。

大剂量组 L V S P 从药

后 2 0 m i n 开始 明显增高
,

可持续至 1 2 0 m i n

(尸 < 0
.

0 1 )
。

小剂量组药后虽有降低 L V E D P

作用
,

但无统计学意义 (尸 > 0
.

0 5 ) ;大剂量组

药后 6 0
、

9 0
、

1 2 0 m i n 可使 L V E D P 明显降低

( P < 0
.

0 5 )
。

2
.

2
.

3 对 dP / dt m a二

的影 响
:

由表 1 可 以看

出
,

A C E 各 剂量组药后 dP / dt m a `

都 有增高
,

尤 以大剂量组药后 6 0
、

9 0
、
1 2 0 m in 时增高最

为明显 (尸 < 0
.

0 5 )
。

2
.

2
.

4 对 M A P 的 影 响
:
A C I 在 给 药 后

M A P 都有不 同程度的增加
。

两个剂量组都

是 在药后 9 0
、

1 2 0 m i n 时 M A P 明显升高 ( P

< 0
.

0 5 )
。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戊 巴比妥钠诱发麻醉猫急性

心力衰竭和心源性休克
,

反映左心室功能和

.

6 0 0
-



血液动力学各项指标 的变化明显
、

稳定
,

表 明

复制的心衰动物模型确实可信
。

实验结果表明
,

在猫 急性心力衰竭和心

源性休克的模型上
,

A C I 可使反映心脏泵血

功能 的重要指标 L V S P
、

dP / dt m a 、

明显增 高
,

L V E D P 明显降低
,

对 H R 无明显影响
,

但可

使 M A P 明显升 高
,

并 呈 良好 的量
一

效 和时
-

效反应关系
。

提示 A C I 通过增强心衰猫的

心 肌收缩力和心脏泵血功能
,

使心输 出量增

加
,

心室容 积降低
,

具有 明显 改善心功 能作

用
,

从而为阐明其抗心衰作用机制进一步提

供了药效学实验依据
。

A C I 对正常动物的心

脏功能和实验性心衰所致心功能不全
,

均具

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

从而为临床治疗各种类

型心功能不全探寻了一种有效的中药复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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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丁香促进 5
一

氟腮啥咤透皮吸收的作用研究

上海 中医药大学药 剂教研室 (2 0 0 0 3 2) 沈 琦
`

蔡贞贞 徐莲英

摘 要 研究 丁香挥发油
、

丁香油 酚
、

丁香醇提 物对 5
一

氟脉啥吮 (5
一
F u) 的经皮透过作 用

,

发现 均可

使 5
一
F u
的透过量增加

,

前 两者 的作用 较氮酮 略强
。

结果提 示
,

中药 丁香有望作 为促透剂在某 些药

物 的透皮给药制 剂 中得到应用
。

关键词 丁香 油 丁香油酚 丁香醇提物 5
一
F u

促透剂

药物透皮吸收的主要障碍来 自皮肤 的角

质层
,

人们 已尝试多种方法来克服这种障碍
,

其 中
,

透皮 吸收促进剂的研究和使用效果明

显
,

已得到广泛应用
。

近来
,

中药透皮促进剂

由于具有效果好
、

副作用小川等特点
,

从 中药

中寻找透皮吸收促进剂正 日益引起人们的重

视
。

丁 香 为桃 金 娘 科植 物 丁 香树 E u
ge in a

ca yr 妒勺“ at a T h u n b
.

的干燥花蕾
。

其 中的

有效成分丁香油酚作为透皮促进剂曾有过报

道川
。

我们考察丁香挥发油
、

丁香油酚
、

丁香

醇提物 等对模 型药物 5
一

氟脉 嗜吮 ( 5
一

F u) 的

促渗作用
,

并以 氮酮 ( az o n e) 为参 照
,

获得 了

良好的效果
。

1 材料和仪器

1
.

1 动物
:

裸 鼠
,

雄性
,

10 周龄
,

由中国科学

院上海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1
.

2 药 品和 试剂
: 5

一

F u ,

江 苏南 通 制 药总

厂 ; 氮酮为福建寿宁美菲思生物化学 品厂产

品 ; 中药丁香购于上海徐汇中药饮片厂 ; 丁香

挥发油
,

自提 ; 丁香油酚
,

购 自上海试剂四厂
。

1
.

3 仪器
:
V al ia

一

C hi en 双室扩散池 (中国科

学 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 ; 超级恒温器
,

上

海市实验仪器厂 ; 7 8
一

I A 磁力搅拌器
,

上海南

汇 电讯 器材 厂 ;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
,

H P l l O O

型
。

2 方法 〔习

2
.

1 标准 曲线的制定
:

准确称取 5
一

F u
20

.

5

m g
,

置 50 m L 容量瓶 中
,

加蒸馏水至刻度
。

然

后从 中取 0
.

5
、

1
、

2
、

3
、

5
、

7 m L 置 1 0 m L 容量

瓶中
,

加蒸馏水至刻度
,

摇匀
。

色谱条件如下
:

色谱 柱
:
O D S

一

C
1 8 ,

1 5 0 m m X 4
.

6 m m ; 流动

… 尽d r壁 s : .

heS 几夕i
,

.

;卜
n 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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