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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夏天无总碱 ( 简称 I ) Zm g / k g静脉注射在心脏的稳定期
,

缺血期和复灌期均具有 显 著减

慢 H R
,

降低 M A P 的作用
:

而对各期 L V P和 d p
J

/ dt 数值虽表现出减低性影响
,

但作用无显 著性

意义
。

结果显示 ( I ) Z m g / k g能显著对抗缺血性和复灌性心律失常的效应
,

特别是能明显抑 时复

灌期室颤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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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缺血后再灌初期往往发生严重的心肌损害和心律失常
,

并可诱发室颤 ( U F )
。

研究复

灌期心功能的变化并探索其 机理及保护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

国内文献有报道中草药夏天无总

碱简称 ( I )
,

可能具有抗心律失常作用〔。
。

本实验采用麻醉猫心肌缺血后复 灌 模 型
,

研究

( I ) 对缺血和复灌期血流动力学指标包括心率 ( H R )
,

平均动脉血压 (M A P )
,

左心室内压

( L U P )
,

心空内压力变化速率 ( d p / dt ) 及对心律失常如室性早搏
,

室速 ( U T ) 及 室 颤

( U F ) 等发生率及其严重程度的影 响
,

从而了解 ( I ) 对缺血
,

复灌所致的心肌损害性 变

化有无保护作用
。

1 材料

动物
:

家猫 1 7只
,

雌雄下拘
,

体重 2
.

5 士 o
.

s k g (及士 s D )
,

由本校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药物
:

夏天无注射液 ( 含 1 l m g / m l) 系 宋江制药厂 出品
,

批号 8 9 0 6 12
。

2 方法

家猫腹腔注射 巴比 妥钠 3 o m g / k g 麻醉
。

股 静脉恒 速滴注生理盐水
,

输液量 维 持 15 m l/

k g
·

h
,

颈 部 手术正压人工呼吸右颈总动脉插管监测 M A P
,

胸骨左缘约 I c m处纵切 开胸
,

暴露心脏
,

在尽可能仁必护心包膜的前提下确认冠脉前降支起点及其行走途径
。

以轻柔动作于

距左心房下缘约 0
.

: c m 处 扭 前降文下 勺穿线备用
,

注意每次穿线位置在前降支的高度尽可能

保持一致
。

从心尖部 泣向左心室腔内插入细管
,

连接压力换能器以测量 L U P及 d p / id
,

上 述

参数均 记录于 L M S一Z B型生理二道 记录仪
。

缺血期和复灌期连续
一

记录心电图以监测心律失常

发生情况
。

手 术完成后先稳定 30 m in
,

随后 开始 如下步骤
:

正常对 照 组 (
n = 1 0 )

,

稳 定

3 o m i n) 后
,

垫隔硬 质塑料管结扎冠脉前降支 15 m i n
,

然后放开结扎线使之复灌 15 m i n 。

药物

实验组 (
n = 7 )

,

稳定期 3 o m i n 后
,

静脉注射 ( I ) Zm g / k g
,

z s m i n 后实验步骤及其记录

项 目同对照组
。

每只动物上述各项实验参数重点记录时 hll 为
:

稳定 , m i n , 给药后即刻
、

1
、

3
、

5
、

1 0
、

15 m i n ;
缺血 1

、

3
、

5
、
一o

、

1 5 m i n ; 复灌 1
、

3
、

5
、

1 0
、

1 5 m i n 。

头验结
二

采的统计
:

组 内及组间差异均采用 t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
。

3 结果

3
.

1 血流动力学参数变化
:
实验结 果 见表

。

① H R :
对 照 组 缺 血 期

,

复灌期 H R 比稳定期

无显著变化 ( 尸 > 0
.

05 )
,

而药物组静注 ( I ) Zm g / k g后 H R发生显著减低
,

平均降低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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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 。
.

0 5)
。

药物组缺血期 典
’

复灌期H R 均有较大幅度的减慢
,

与稳定期相比差异具有显著

性
。

2 组间对应时期 H R变化的差异相互比较
,

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 尸 < 0
.

0 5 )
。

②M A :P

药物组注 ( I ) Zm g / k g 后M A P 出现明显下降
,

平均降低 20
.

飞% ( 尸 < 。
.

0 1 )
; 不论对照组

或药物组
,

在缺血期和复灌期其M A P值均有显著降低
,

而降低程度 以药物组更为明显
,

与对

照组对应时期相 比差异具有显著 性 意 义
。

③ L U P :

( I ) Zm g / k g注后 L U P平均下降 1 2
.

8

%
,

无论对
一

照组或药物组
,

缺血期或复灌期 L U P 都有显著的降低
,

其中以药物组的降 低更

为明显
。

d p / dt
:

注 I 后
: + d p / dt 均减慢 ( 尸 < 。

.

01
,
尸 < 。

.

05 )
。

而对照组称药物组在缺

血期和复灌期 d p / dt 值均有显著减 小 ( 尸 < 0
.

0 1 )
,

但 2 组 L U P , d p / dt 下降幅值作统计学

比较则未见显著性差异 ( 尸 > 0
.

05 )
。

表 ( I ) Z m g / k g对麻醉开脚猫缺血
、

复滋心肌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 妥土 5 0 )

M A P

( b e a t / m i n ) ( k P a )

L U P

( k P a
)

+ d P / d t m a x

( k P a
/
s )

9 7 1 士 3 0 6

6 2 0 士 17 9 * *

5 2 2士 1 56 * 中

一 d P / d t m a x

( k P a
/
s

)

稳定期

缺 血组

复灌组

2 0 2 士 2 2 2 0
。

2 士 1
。

5 2 3
。

2士 3
。

4 4 4 6 士 19 4

1 9 9 士 3 0 1 7
。

6 士 2
。

8
.

1 6
。

6 士 2
.

8二

1 9
。

4 士 2
.

4
巾今

1 7
。

7 士 3 。 2 *

3 3 9 士 9 8

2 0 2 士 2 6 3 4 3 士 1 0 8

正常对照组

( n = 1 0 )

稳定期

注药期

缺血期

复灌组

2 0 8 士 2 3

16 7 + 一17
. 乙

1 8 2 士 2 1 * . 么

18 6 土 2 6 * 八

2 0
。

4士 2
。

1

1 6
.

3士 3
。

4 *

2 3
。
5 士 3

。

4 9 7 1土 1 6 3

* 八△ 2 0
.

5 士 4
。

4 .

7 7 3 士 1 8 9

(
n = 7 )

1 5
.

2 士 3
。
5

, . 么

1 4
.

0 土 2
。

9 * 中 `

17
。
4土 3

.

7 . *

1 6
。
8士 3

。
1

* .

6 1 3士 2 2 5
* *

5 1 0士 17 4中 .

4 7 2士 1 4 5

3 5 1士 1 5 3二

3 2 0 士 9 1
.

2 51 士 1 1 7

物药实验组

与稳定期相比
巾

尸 < 0
.

05
中 .
尸< 0

.

01
,

与对照组六尸 < 。
.

05 △吞尸< 。
.

01

3
.

2 心律 失常的观察
:

对照组 (
n = 1 6 ) 缺血期有 50 % 动物 出 现 室性早搏

。

复灌期 90 %

动物发生 U F ,

其中 70 % 除颤复律
,

20 % 自动恢复
。

药物组 (
n 二 7 ) 缺血期仅 1 4

.

3 % 出现早

搏 ;
复灌期 1 4

.

3 %发生 U F 巨自动复律
,

另有 2 8
.

6 %的动物产生 U T
,

2 8
.

6 %室性早搏
,

均自

动恢复
。

其佘 2 8
.

6 %的功物实验个程末见心律失常
。

4 讨论

夏天无为婴粟利
1

植物伏生紫业 C o r 夕d a l i s d e e u o b e n s

( T h u n b
.

) p e r s的块茎
,

其有效

成分主要为生物碱〔“
,
“ 〕

。

本 实验结果表明
,

( I ) Zm g / k g 在稳定
,

缺血
,

复灌各期 均具有显

著的减慢心率
,

降低动脉血压的作川
,

一

与已有的文献报道一致 〔4, 5〕
。

( I )对心室内压及其变化

速率表现轻度抑制作用但不显著
,

可间接支持 ( I )对心室肌收缩无显著影响的观点
。

本实验结果证乡
、 ,

( I ) 具右明显的抗心律失常作用
,

显著减低缺血期和复灌期心律失

常 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
,

减 小心肌 泣缺血和复灌期发生 U F的危险性
。

( I )对心肌这一保护作

用的机理可能与它能明显延 长心肌细胞不应期并能抑制心肌异常 自律性〔 l 〕 ,

因而 可能 阻 断

兴奋折返途径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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