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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理
、

生化
、

形态的17 项检测指标均表 明
,

黄茂多糖对急梗犬心有改善心肌收缩性能
、

缩

小梗塞面积
、

减轻心肌损伤的作用
。

其机制可能与其抑制 N a + 一 K
今一 A T P酶活性和抗自 由基 损伤

作用有关
。

关健词 黄茂多塘 心肌收缩性能 心肌梗塞

黄茂多糖是黄茂 A s t r a口 a
l u s 川 e o d r a n a c e u s a g e

.

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1 〕
。

黄茂多糖能

保护垂体后叶素引起的大鼠急性缺血心肌
,

使 S一 T段升高和 T波倒置的程 度 减娜 对抗氯化

钡诱发的大鼠心律失常和氯仿诱发的小鼠室颤〔 2〕
。

本实验用多项指标探讨了黄茂多糖对急梗

犬心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药品与试剂
:
黄茂多糖 ( a s t r a g a l u s p o ly s a e e h a r i d e ,

A p S ) 由本校有机化学教研室

提供
。

哇 巴因 ( q u ab ia n
) 为上海化学试剂站分装厂进 口分装

。

1
.

2 急性心梗模型制备及实验分组
:

健康杂种犬 15 只
,

雌雄不拘
,

体重 11 ~ 1k5 g
,

随机分 3

组
,

每组 5只
: 空 白对照组

、

哇 巴因组
、

黄茂多糖组
。

各组均在戊巴比妥钠 30 m g / k g 体 重静

脉麻醉下
,

于左侧第 5肋间开胸
,
结扎左冠状动脉前降支中点

,

或最大斜角支根部
,

造 成实

验性急性心肌梗塞
。

结扎冠脉 30 二 in 后
, 3组分别按 l m l / k g体重的用量

,

静脉注射 0
.

9 %生理

盐水
、

0
.

0 03 %哇 巴因
、

0
.

56 %黄茂多糖
。

注射方法均为
:
首先用 5%糖盐水把溶液量 补足至

20 m l
,

然后以 l m l/ m in 的速度 自颈外静脉输入体内
。

1
.

3 心肌力学与血流动力学记录
:
做左颈总动脉插管及心室内插管

,

经换能器将压力转换为

电信号后
,

用八导记录仪 ( RM 一 6 0 0 0 ,

日本光电 )记录血压
、

左室内压 ; 在升主动 脉与左冠

脉回旋支
,

用电磁流量计 ( M F V 一 12 0 0 ,

日本光电 )记录主动脉与冠脉流量
。

提取以下 8项参

数
: 心率 ( H R )

、

左室收缩压 ( L V S P )
、

室内压最大上升速率 (
+ d p / d t叱

二

)
、

室 内压最

大下降速率 (
一 d p / d mt

. 二

)
、

左室舒末压 ( L V E D P )
、

主动脉流量 ( A F )
、

每搏输出量 ( S

V )
、

冠脉流量 ( C B F )
。

并在缺血区心外膜表面沿心肌走行方向缝置弓形传感器
,

测量其

收缩期缩短长度 ( 5 5 )
。

、

1
.

4 心外膜电图记录
:
在左心室的缺血区

、

边缘区
、

正常区
,

用多点湿布 式吸附电极 c3 〕引

导心外膜电图
,

与上述生理指标同步输至八导记录仪
。

算出心外膜电图上 S T 段 抬高> Zm V

与降低 > l m V 的导联数占总导联数的百分 比值 ( N S T )
,

以及所有导联中 S T段抬 高 的总 m V

数 ( 习 S T )
。

1
.

5 生化测定
:
自颈总动脉取血

,

分析 p H
、

P O
Z 。

自股静脉取血
,

测定血清肌 酸磷酸激酶

( C p K
,

IU / L )
、

超氧化物歧化酶 ( s o D
, 协 g / m l ) 及过 氧化 脂 质 ( L p o

, 卜 g / m l ) 含

量
。

1
.

6 心肌梗塞面积测定
: 于实验记录结束后处死动物

,

用硝基四氮哇蓝法 染 色心脏
,

用称

.

A d d r o s s :
L u

W
e n w e i

,

N o r m a n B e t h u ,一 e u
,一 i v e r s i t y o f M e d i e a 一 s e i e

! z e e , ,

e l l a r l g e h u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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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法测定心梗面积
。

2结果

2
.

1 急性心梗模型
:

术后稳定 s min
,

记录心肌力学与血流动力学参数
,

做 为正常对照
。

然

后结扎冠脉
,

于结扎后立即以及 1
, 2 , 5 , 10 , 15 , 3 o m i n

时进 行记录
。

L V E D P进行性显著

升高
,
L v s P

、
+ d p / d t 。

。 : 、
一 d p / d t 二

。二 、

c B F 呈进行性显著下降
,

表明急性心梗 模型制备成功
。

2
.

2 黄茂多糖对生理指标的影响
:

各项指标均 以给药前 3组的均值做为共同的空白对照
。

各

组均 于给药后立即以及 10 ,
3 0 , 6 0 , 9 0 ,

1 5o m i n 时进行记录
。

2
.

2
.

1 心肌力学与血流动力学参数
: 与加药前比较

,
A P S组和哇巴因组 L V S P

、
+ d p / d t。

二 、

一 d p / d t
o a 二 、

A F
、

SV 增大 , 盐水组 C B F
、

5 5下降
,

L V E D P升高 ( 表 z )
,

表 明 A P S能改

善急梗犬心的心肌功能
,

其作用 与哇巴因相似
。

2
.

2
.

2 心外膜电图
: 心肌损伤越重

,
S T段抬高的 m V 数越大

,

所以用习 S T做为心 肌损伤程

度的指标 , 心肌缺血的范围越大
,

心外膜电图中 S T 段移位导联的百分比值越大
,

所以 用 N S T

做为心肌缺血范围的指标〔 4〕
。

结扎冠脉 30 m in 后
,

习 S T 的数值比结扎前显著增高
。

给药后
,

盐水组的习 S T值继续增大
,

表明心肌缺血范围继续增大 ; A P S组则转小
,

表明心肌缺血范围比用药前缩小
。

在给药后 30

~ 1 50 m in 过程中
,

盐水组的 N S T 值始终明显高于 A P S组
,

表明 A P S 有减轻缺血心肌损伤的作

用
。

如表 2所示
。

表 2 正常与急性心视犬用药前后的心外膜电 . 今橄 (王土 s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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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黄茂多糖对生化指标的影响
: 以 3组动物的均值做为共同的正常对照和给药前对照

。

于给药后 6 h 时
,

再取盐水组与 A P S组的血样进行测定
。

结果见表 3
。

表 3 正常与急性心梗犬用药前后的生化指标

n P H P O : ( k P a ) C P K ( I U / L ) S O D (林g / m l ) L P O (卜g / m l )

正常 2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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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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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 H道
、

P O
: :

于绪扎冠 泳后 下隆
,

加旧 A P S后明显回升
,

而盐水兰助111继续下降
。

表明

A P S能对抗结扎冠脉所致的血氧量降低与氢离子浓度加大
。

b ) C P K浓度
:

随结扎冠脉时间的延长而越来越高
。

给药后 6 h 与结扎 3 o m in 相比
,

盐水

组
、

A P S组分别增加 124 %
、

7 4
.

云%
,

后者增加的百分比值显著地低 于盐水组
。

心肌损伤越

重C P K浓度越高 〔5 〕 ,

故以上结果表明 A P S能减轻心肌缺血损伤
。

c
) L P O 浓度

:

此项变化发展得较慢
,

在结扎冠脉 30 m in 之内未见明显改变
。

给药后 h6
,

盐水组的 L P O 浓 度比结扎 3 o m i n 时升 高 2 1
.

14 % ; A P S组升高 0
.

7 7 %
,

升高程度明显低于盐

水组
。

表明 A P S能 明显对抗过氧化脂质的形成
。

d ) S O D 含量
: 3组动物血清 S o D 含量 的改变均未达到统计学标准

。

但 与结扎 30 m in 相

比
,

用药后 A P S组的 SO D 含量有增高趋势
,

而盐水组则呈减少趋势
。

提示 A P S可能增加 S O D

活性
,

促进 自由基清除
。

2
.

2
.

4 黄茂多糖对形态学指标的影响
:

于用药后 6 h
,

梗塞区重 占左 心 室 重的 百分比值
,

A P S组为 21 % 士 1
.

5% ;
盐水组为 2 5

.

鲜石士 4
.

衅百
。

组间差异显著 (尸 < 0
.

05 )
。

表明 A P s能缩

小心梗范围
。

3 讨论

本实验在神经
、

体液调节和机体各系统相互制约的整体条件下进行
。

17 项生理学
、

生化

学
、

形态学的检测结果表明
,

A P S能改善心肌收缩性能
、

缩小心肌梗塞面积
、

减轻心肌损伤
。

A P S对心肌力学与血流动力学的影响与哇巴因相似
,

而哇巴因的基本药理作用机制在于

抑制钠
一
钾交换泵〔“ 〕

。

因此
,
A P S正性肌力作用的机制可能是抑制心肌细胞膜的钠

一
钾交换

,

使细胞内钠浓度增高
,

再经此膜的钠一钙交换机制使细胞内钙增多
,

导致心肌收缩性增强
。

缺血心肌自由基含量增高导 致脂质过氧化
、

以及 S O D 是重要 的自由基清除酶〔 7 〕
。

故本实

验中
,

A P S组冠脉结扎后 L P O 低于盐水组
、

S O D高于盐水组的结果提示
,

A P S 缩小心梗面

积
、

减轻心肌损伤的作用
,

可能 与抑制氧自由基产生有关
。

( 上接第5 9 1页 )

试验还观察到老年大鼠吁细 咆咆浆蛋白
、

核 R N A明显低于青年对照鼠
,

而核 D N A则显

著增高
,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墓本一致 〔” 〕 ,

提示老年机体肝细胞内核酸
、

蛋白质代谢 发 生 异

常
。

而各首乌醇提组和首乌水提组均能明显提高老年大鼠肝细胞胞浆蛋白和核 R N A 含量
,

纠

正肝核 D N A的异常量
,

从而保护肝脏 〔” 〕 ,

促进蛋白质合成 〔 10 〕 ,

增强体质
,

延缓衰老
。

研究还表明
,

首乌中所含提高老年机体胸腺依赖性免疫功能和促进肝蛋白质合成的有效

成分同时存在于醇提和水提浸膏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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