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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中药洋金花提取的主要成分 (东食若碱 )对马的麻醉效果和生理功能的影响
,

从而找

到增 强麻醉 和减少副作用的方法
,

以用 于马的外科手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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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金花 为茄科植物 白花曼陀罗 D at ur
a

m et e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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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毛曼陀罗 D
.

in n o x ia M ill
.

的干燥

花
,

分别叫南洋金花与北洋金花
。

洋金花制剂

含有 多种 生物 碱
,

其 中东蓑若 碱 占 80 %以

上
,

发挥了主要 的药理作用
,

另外还有阿托

品
、

蓑若碱等含量少
,

作用轻微
。

东汉名医华

陀曾用
“

麻沸散
”

作临床麻醉施行外科手术
。

1 9 7。年徐 州医学 院附属医院用洋金 花制剂

为主药的中药麻醉取得成功
。

现将洋金花制

剂观察对动物的麻醉效果和生理功能的影响

报告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药品
:

洋金花制剂由驻莱阳部队医院

提供
,

从北洋金花提取制成的洋金花注射液
,

规格 2 m l/ 支
,

每毫升含生药相当于东蓑若碱

量 lm g ;
盐 酸 氯 丙 嗓 注 射 液

,

Zm l/ 支
,

含

SOm g (辽河制药厂生产 )
。

1
.

2 动物
;

取动物医院就诊需要动手术的

马和某农场的马共计 26 匹
。

1
.

3 用药方法
:

将 试验药 品加 入 3 00 m l 生

理盐 水 中
,

对 马静脉滴 注
,

一般 掌握 15 一

ZOm in 注射完毕
。

1
.

4 试 验分 组
:

试 验 组
: a ) 洋 金 花 制 剂

0
.

lm g / k g 体重 + 氯丙嗓 lm g / k g 体重 7 例
;

b ) 洋金 花制 剂 0
.

lm g / k g 体 重 + 氯 丙 嗦

Zm g 瓜g 体重 7 例 ; c )洋 金花制剂 0
.

06 m g /

k g 体重 + 氯丙嗓 0. 6 m g /k g 体重 2 例 ;
d) 洋

金花制剂 0
.

4 m g / k g 体重 + 氯丙嚓 3 m g /k g

体重 2 例
。

对照组
:

a) 洋金花制剂 0
.

lm g / k g

体重 2 例
;
b) 洋金花制剂 lm g / k g 体重 2 例

;

e )氯丙嗦 Zm g / k g 体重 2 例
; d )氯丙嗦 3m g /

k g 体重 2 例
。

1
.

5 动物反应与麻醉效果判定

1
.

5
.

1 马的心率
、

呼吸
、

体温
、

眼的反应
、

口

腔与舌
、

阴茎尾力与肛门反射
、

痛觉 反应
、

肠

蠕 动音等在用药前进行测 试
:

用 药后 30 一

45 m in 对上述各项指标再次检查
,

然后 对针

刺无痛觉的马进行外科手术
。

1
·

5. 2 麻醉效果判定
:

一级
:

马安静躺卧
,

似

熟睡
,

针刺或手术无痛觉
;
二级

:

马躺卧
,

有时

骚动
,

针刺无痛觉
,

刀切 内部肌 肉
,

有时肌 肉

有躲闪
;
三级

:

马不够安定
,

活动较频繁
,

针刺

有痛觉
,

影响手术的进行
。

2 试验结果

2
.

1 试验组 的 a) 和 b) 组 14 例的麻醉效果

看
,

一级 7 例
,

二级 6 例
,

三级 1 例
。

麻醉一
、

二级 占 90 %以上
。 。 )组 的 2 匹马 活动 较频

繁
,

影响手术
。

d) 组的 2 例开始安静
,

用药后

不久却全身出大汗
,

疑出现副作用
。

2. 2 对照组动物单独使用洋金花制剂或氯

丙嚓
,

麻醉效果不理想
。 a )

、

b) 组动物骚动较

频繁
, c )

、

d) 组动物保 留痛觉反应
,

都影 响外

科手术的进行
。

2
.

3 用药后马各系统的反应

2
.

3
.

1 心率
:

静脉滴注后心跳加快
,

sm in 时

比正常 心 率平均 增 加 45 次左 右
,

经 15 一

Zo m in 用完药后平均心率增加 60 次左右
,

以

后略有降低
,

2h 后逐渐下降
,

要较长 时间才

恢复正常心率
。

对照组 b) 组中的一匹马
,

心

率最高达 1 5 1 次 / m 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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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

2 呼吸
:

注药过程中呼吸频率加快
,

用

完药后 lo m in
,

平均增加一倍以上
,

以后逐渐

减少
,

2h 左右恢复正常呼吸频率
。

但有些马

只是呼吸加深气粗
,

频率变化不大
,

常伴有靳

声
。

2. 3. 3 体温
:

一般影响不大
,

稍有下降
,

幅度

在 0. 3一 1
.

O C
。

马在麻醉期间肛 门括约肌松

弛
,

体温计插入肛门与直肠粘膜接触不 良
,

有

时出现较大空隙
,

甚至夹不住体温计或测不

出体温
。

2. 3. 4 眼的反应
:

睫毛 反射一般减 弱或消

失
,

有些马无变化
;
角膜反射 始终保 留

,

除 个

别马外
,

一般无眼球震 颤现象
; 瞳孔 迅速散

大
.

最大的瞳孔直径增加一倍以上
,

而且持续

时间很长
。

2
.

3
.

5 口腔与舌
: 口 腔干燥

,

舌被拉出 口腔

后
,

不能 自动收回
。

手术过程中
,

人们常用少

量水湿润 口腔与舌
,

或用湿毛 巾裹舌
。

2. 3
.

6 阴茎
、

尾力与肛门
:

麻醉 良好的马
,

阴

茎会 自动脱出
,

尾力减弱或消失
,

但有的不消

失
。

针刺肛门
:

括约肌一般发生收缩反射
。

么 3. 7 痛觉反应
:

用药后
,

痛觉减退或消失
,

针刺 口唇
、

胸腹部皮肤和四肢末端皮肤
,

普遍

无痛觉反射
。

个别马四肢下部微有痛感
。

2
.

3
.

8 肠蠕动音
:

一般肠蠕动音减弱
,

如不

使用拮抗药
,

肠蠕动不易恢复
,

有的可继发肠

鼓气
。

3 讨论

3
.

1 洋金花制剂与氯丙嗦 皆对中枢神经系

统有抑制作用
,

但是各 自单用只是表现镇静
、

痛觉减少或消失
,

一般维持 1h 左右
。

只有两

者配合应用起协同作用才能使动物进入麻醉

状态
,

呼喊动物无反应
,

头不能抬举
,

一般可

维持 2 一 4 h
。

从动物身体某些反射未消失
,

可

知洋金花制剂配合氯丙嚓通常只能达到浅麻

醉
,

对较复杂时间又长的外科手术
,

麻醉深度

稍嫌不够
。

3
.

2 通过试验观察
,

洋金花制剂与氯丙嗓的

配合
.

以洋金花制剂按 0
.

lm g /k g 体重
,

氯丙

嗓用 Zm g / k g 为宜
。

洋金花量小起不到麻醉

作用
,

量过多麻醉深度并不能随之增强
,

相反

副作用却加大
。

氯丙嗦用量少
,

动物不安定骚

动频繁
,

用量超 过 3m g / k g 体重
,

则发 生虚

脱
,

全身出汗
。

3
.

3 洋金花制剂配合氯丙嗦麻醉除对心率

有较 明显影响外
,

对其他系统无严重不 良作

用
。

试验中未发生麻醉致死者
,

相当正常用量

的 1 0 倍使用洋金花制剂
,

除使一匹马心率达

1 51 次
,

以后 自然逐渐减少外
,

未发生其他危

重症状
。

3
.

4 麻醉中突出的副作用是心率加快
,

肠蠕

动减弱
,

抑制唾液等消化液分泌和苏醒较缓

慢
。

提前给动物注射心得安 (5 m lx sm g )5 支

有防止心率增加作用
。

足量注射水杨酸毒扁

豆碱可加快动物苏醒和克服其他的副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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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实用工具书《中药现代研究与临床应用》工
、

l 已经 出版

该书是 一部全面
、

系统
、

详实地反映常用中药各领域研究成果的大型专著
,

对常用中药化学成分
、

分析方

法
、

药理作用
、

药剂学和炮制研究
、

组织培养 及现代临床应 用逐项进行全面的论述
.

特别是对近十年新的研究

成果作了重点的论述
,

为保障全书内容更为全面
,

特与美国权威检索机构联网
,

对 国外研究中药的情况进行了

计算机检索
,

获得 了大量难得的资料
,

全书共引用国内外论文超过 1 5 0 0 0 篇
,

其中仅 人参就有 50 0 余篇
。

该书

具有较强 的科学性
,

系统性和实用性
,

第 工册收载中药 1 19 种
,

第 I 册收载中药 16 。种
。

I
、

贾册共 279 种
。

该

书对广大的中医药工作者
,

医药大专院校师 生具有很大的参考意 义
,

为中药的研制开发可提供全面系统的基

础资料
。

欲购者请直接汇款至北京东直门内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所收发室转阴健收 (1 0 0 70 。)
。

第 I册 88 元
,

第 l 册 85 元
,

邮购另加 15 % 邮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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