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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给大 鼠腹腔注射茶多酚 ( 10 m g / k g ) sd后
,

皮下注射异丙肾上腺素 ( lm g / k g )连续 Zd
。

结果发现茶多酚和普蔡洛尔均使大鼠血清丙二醛
、

磷酸肌酸激酶
、

乳酸脱氢酶 ( L D H )及L D H :

较生理盐水组下降
, L D H :

/ L D H :
比值增加

。

同时
,

茶多酚使大鼠血浆肾素活性降低
。

H E 染色

亦显示病理损伤减轻
。

结果提示
,

茶多酚对异丙肾上腺素诱发大鼠的心肌损伤有保护作用
,

机理

与其抗氧自由基和抑制肾素活性有关
。

关抽词 茶多酚 异丙肾上腺素 心肌损伤 氧自由基

茶多酚 ( t e a p ol yp h e n ol
,

T P ) 系从茶叶中提取的一类多酚类化合物
,

其主要成分为

儿茶素 (c a tec hi n )
,

具有抗凝〔i〕
、

降脂和抗动脉粥样硬化 c2 〕等作用
。

本文用异丙肾上腺素

(i s o p r o t e r e n o l
,

1 5 0 ) 诱致大鼠心肌损伤
,

观察T P对其保护作用
,

为T P防治冠心病提供

理论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动物
:

W is ta r大鼠30 只
,
由安徽省医学研究所动物中心提供

。

1
.

2 药品及试剂
:
茶多酚

,

为淡棕色粉剂
,

由皖南医学院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提供
,

并经农业

茶叶质量监测中心检测
,

含茶多酚96 %
,

水4 % , Is 。系上海天丰药厂产品 (批号
: 9 0 0 5 0 3 ) ,

普蔡洛尔 (p r o Pr a n ol ol
,

P r 。 ) 由东北制药总厂提供的纯品 ; 血浆肾素活性测定 药 盒由北

京北方免疫试剂研究所提供
。

1、 3 方法
:
大鼠30 只

,

雌雄各半
,

随机分成 3组
:

T P组
、

P r 。组和生理盐水组 (N S 组 )
,

3组体重方差分析无差异
。

分别给各组大鼠每天腹腔注射T P
、

Pro (浓 度 均 为 10 m g / k g
,

临使用时用生理盐水溶解
,

配制成 10 m g / m l) 和生理盐水 ( 1 m l/ k g )
。

第 5天开始 皮下 注

射15 0 l m g / k g
,

24 h追加相 同剂量
,

48 h断头处死
,

立 即取血测定丙二醛 (M D A
,

O h k a -

w a法〔3〕) ; 磷酸肌酸激酶(C PK
,
H u g h e s改 良测定法〔4〕) ; 乳酸脱氢酶 ( L D H

,

比 色 测 定

法〔4〕)和 L D H 同功酶 (琼酷法〔5〕) , 另一部分抗凝血取血浆严格按照药盒说明书操作测定血

浆肾素活性 ( p la s m a r e n in a e t iv ity
,

p R A )
。

同时立即取出心脏
,

甲醛固定
,

石腊包理
,

制片后行H E 苏木素
一
伊红染色

。

结果判定
: 心肌损伤包括心肌变性

、

坏死和吸收的形态学改变
,

本结果判定以出 现 凝

固性肌溶解 (e o a g u la ti、 e m y o e y t o ly s is )
、

液化性肌溶解 (
e o llig u a tiv e m y o e y t-

ol y si s
)和 巨噬细胞浸润灶 (M 小浸润灶 ) 为心肌损伤性〔“〕,

并作半定量分析
,

具 体 标 准

为
: 一 :

未见阳性损伤 ; + :
散在阳性损伤 , 料

: 阳性损伤范围小于高倍 视 野 的 一 半 ;

柑
: 阳性损伤范围大于高倍视野的一半

,

统计时计算上述 5种病变之总和
。

数据统计
: 以交士 s表示

,

采用两两 t检验 , 病理分析采用等级序值法〔7〕
。

2 结果

2
.

1 T p对 1 5 0 损伤心肌大鼠血清C P K
、

L PH
、

L D H :
和 L D H :

/ L D H此值的影响
: T P 和

.
A d d r e s s: T a n g S h e n g x in g

,
D e Pa r tm o n t o f C a r d i o lo g y Yiji s h a n H o sP it a l

,

W
a n n a n

M e d ic a l C o lle g e W u h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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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均能抑制1 5 0
诱 发大 鼠心肌损伤时C PK

、

L D H
、

L D H I活性的升高
,

提高L D D
:

/ L D H I

的比值
,

说明T P对 心肌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表 1 )
。

表 1 T P对15 0 损伤心肌大鼠血清CPK
、

LD H
、

L D H :
及 L D H

:

/ L D H ,

的影响

组别 例数 C PK (IU / 1 0 m l) L D H (IU八 o m l二 L D H
,

(% ) L D H
:

/ L D H
,

N S 1 0

T P 1 0

P r O 1 0

8 9
。

7 9 士2 5
。

1 6

6 2
。

9 4 士 1 6
。

4 6
.

5 8
。

2 9 士 2 7
。

8 2
*

3 9
。

3 5 士 8
。

3 0

2 7
。

0 9 士 5
。

5 9

2 9
。

4 1 士 7
。

9 3

3 0
。

4 7 士 5
。

5 3

2 2
。

3 2 士 2
。

6 4 * *

2 2
.

9 3 士 3
。

5 1
. *

0
。

4 3 士 0
. 0 9

0 。 6 3 士 0
。

1 2
. 申

0
.

6 6 士 0
.

0 7
* *

与N S组相比
.
尸 < 。

.

05
. 中
尸< 0

.

01 (下表同 )

2
.

2 T P对 150 损伤心肌血清M D A 的影响
:

T P 和Pro 均使血清M D A 浓度降低
,

提示 T P具

有抗脂质过氧化作用 (表2 )
。

2
.

3 T P对15 0
损伤心肌大鼠P R A 的影响

:
考虑P r 。对测定PR A 时的影响

,

只测 定N S组和

T P 组 的PR A
,

例数均为 10 ,

结果PR A (协g / L
·

h )
: N S为 1 1

.

3 0 士 6
.

0 9
,

T P 为4
.

4 7 士

2
.

89
,
尸< 0

.

0 1 ,

提示T P可抑制心肌损伤时PR A 的升高
。

2
.

4 T P对 150 损伤大鼠心肌心尖部H E染色结果
: T P和P r 。均对 1 5 0 诱致的大鼠心肌损伤有

保护作用 (表 3 )
。

表2 T P对 15 0 损伤心肌大鼠血清M D A

浓度的影晌

表 3 T P对15 0 损伤大鼠心肌心尖部H E

染色结果 ( n = 10 )

组别 例数 M D A (卜m o l/ m l) 组别

M小浸润灶
分 度

溶肌度性化液分溶度性肌固凝分

::
1 1

。

0 9 土2
。

6 3

7
。

2 9 士 0
。

9 3二

7
。

6 2 士 1
。

4 6
* .

5PrO卜TP

P r o 6 8 0 1 8 1 0 1 7 2 1 0
. 中

3 讨论

3
.

1 1 5 0
诱致心肌损伤的机理

: 目前认为与氧 自由基产生〔幻和心肌细胞内钙超载〔的有 关
。

3
.

1
.

1 大剂量15 0
致心脏 日受体过度兴奋

,

心率加快
,

心肌收缩力增加
,

心肌耗氧量增加 ,

兴奋氏受体
,

扩张外周血管
,

降低外周血管阻力
,

血压降低
,

尤其舒张压降低
,

减 少 冠 状

动脉供血
。

结果导致心肌缺氧
,

大量氧自由基产生
。

3
.

1
.

2 心脏日受体的过度兴 奋
,

尚使心血管局部血管紧张素增加
,

进而促进心肌细胞内C a Z 十

超载〔1 0〕
。

3
.

2 T P对 Is 。性心肌损伤的保护作用
:
缺血性心肌酶的释放量是心肌损害程度 的 主 要 标

志〔
1 1〕,

而心肌病理学检查更是心肌缺血损害程度的直接证据
。

本实验观察到T P和经 典 的

保护心肌药P r 。均使大鼠血清C PK
、

L D H和 L D H I
降低

,

提高L D H :
/ L D H 此值

,

从而说

明T P对 1 5 。
损伤心肌具有保护作用

,

病理学结果亦予以证实
。

3
.

3 T P保护 Is 口性心肌损伤的机理
: M D A 在一定程度上反应氧自由基的生成情况

。

本 实

验观察到 T P使M D A 降低
,

提示 T P具有清除氧自由基作用
,

与文献报道一致〔1 “〕
。

同 时 我

们还观察到 T P抑制PR A
,

推测进一步减少血管紧张素的生成
,

减少心肌细胞 C a “+

超载而发

挥其保护心肌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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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 3 om l
。

回流3 o m i n
过滤

,

滤液供以下实验
。

2
.

3
.

1 取流液 l m l
,

加镁粉少许
,

再 滴 加

浓盐酸 4 一 5 滴
,

水浴加热 3 一 5 m i n ,

溶

液显棕色或红棕色
。

2
.

3
.

2 取滤液 1 滴滴在滤纸上
,

喷洒 1 %三

氯化铝乙醇液
,

挥干后
,

于 3 6 5 n m 紫 外 灼

下观察显鲜黄色荧光
。

2
.

3
.

3 取滤液 l m l
,

加 3 %碳酸钠溶液 l m l
,

水浴加热 3 m i n ,

冷却后加新配 制的 重 氮化

试剂 1 ~ 2滴
,

溶液呈红色或红棕色
。

2
.

3
.

4 取滤液 1滴滴在滤纸上
,

在3 6 5睁m 紫

图了 破铜钱茎横切面

A
一

简图 B
·

详图

1
一

表皮 2
一

皮 层 3
一

分泌道 4 一

不质部 5
一

形成 层

6
一

髓部 了
一

韧皮 部 吕一

棕色块

外灯下观察
,

呈浅兰色荧光
,

加 10 %氢氧化钠溶液 l滴
,

挥干后
,

显黄色荧光
。

3 讨论

关于天胡姜与破铜钱的区别
,

在两者叶的大小上存在有两种不 同的看法
,

一种是认为天

胡萎的叶大于破铜钱〔‘
,

5〕的叶
,

另一种看法相反〔“〕,

从我们所收集的药材来看
,

情 况 与后

一种看法相 同
,

即天胡萎的叶小于破铜钱的叶
,

致谢
:

部分 图由柳州地 区药检所黄桂华 同志协助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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