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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麦对大鼠失血性休克早期炎症反应的抑制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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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参麦对大鼠失血性休克后早期炎症反应的抑制作用&方法
!

将
#'

只
L25>D<

大鼠随机分为
#

组!每组
!'

只!分别为对照组"

*

组%'失血性休克组"

J

组%和失血性休克参麦治疗组"

N

组%&采用
Y+K-*

法测定血清白细胞介素
!

&

"

K+7!

&

%'

白细胞介素
&

"

K+7&

%'肿瘤坏死因子
(

"

,[S7

(

%含量$采用化学反应法测定过氧化物歧化酶"

-MT

%活性及丙二醛"

`T*

%含量&结

果
!

J

组血清
K+7!

&

'

K+7&

'

,[S7

(

及
`T*

含量均显著高于
*

组"

@

#

'$'!

%!

-MT

活性明显低于
*

组"

@

#

'$'!

%&而
N

组与
J

组

比较!血清
K+7!

&

'

K+7&

'

,[S7

(

及
`T*

含量显著降低"

@

#

'$'%

%!

-MT

活性显著升高"

@

#

'$'%

%&结论
!

参麦能有效抑制大鼠失

血性休克后早期炎症因子的表达!增强
-MT

的活性!从而抑制大鼠休克后早期炎症反应&

关键词"休克!出血性$炎症介导素类$参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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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血性休克是临床常见的急危重症#其中多器官功能不全

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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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F;

#

`MT-

&是失血

性休克患者的常见死亡原因#其临床治疗十分困难#常难以逆

转#已成为
KN_

患者死亡的首要原因(目前认为全身炎症反

应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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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b-

&是

`MT-

的发病基础#因此有效防治或抑制
-Kb-

的发生是预防

`MT-

发生的关键环节)

!7"

*

(近年来#有关炎性介质在休克发

展过程中的作用受到广泛关注#已成为研究休克的热点(本实

验拟通过制作失血性休克动物模型#观察失血性休克及参麦

$

-̀

&干预后血清白细胞介素
!

&

$

K+7!

&

&'白细胞介素
&

$

K+7&

&'

肿瘤坏死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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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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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二醛$

FD?1602D?0;)

G

0;

#

`T*

&及

过氧化物歧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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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

&水平的变化#从

而探讨参麦对大鼠失血性休克后早期炎症反应的影响(

>

!

材料与方法

>$>

!

动物与分组
!

雄性
L25>D<

大鼠
#'

只#体质量
!8'

!

""'

.

#购自江苏大学基础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随机分为
#

组#每组
!'

只(

*

组为对照组#

J

组为失血性休克组#

N

组为

失血性休克参麦治疗组(实验前禁食
!")

#自由饮水(

>$?

!

模型制作
!

采用文献)

#79

*方法复制大鼠失血性休克模

型(

#Q

戊巴比妥钠$

'$!F+

"

!''

.

体质量&腹腔麻醉(将大

鼠仰卧固定#无菌剥离颈动脉和颈静脉#进行插管后立即注入

'$#F+

肝素生理盐水$含肝素
#''_

&#通过
J+79!'

生物机能

实验系统连续描记血压'心率(经颈动脉放血至平均动脉压降

为$

9%W!

&

FF I

.

#维持
&'F26

(

N

组缺血前$用微量注射器

颈外静脉给予
-̀

注射液
8F+

"

/

.

体质量&(

*

组为假手术#

除不放血外#其他处理与
J

组相同(

>$@

!

标本采集
!

#

组实验大鼠均在模型制成后
&'F26

自颈外

静脉采血
"$'F+

#离心后收集血清(

>$A

!

指标测定
!

休克观察指标!主要测定心率$

Ib

&'平均动

脉压$

`*Z

&'左心室收缩压$

+]-Z

&(炎症反应指标
K+7!

&

'

K+7&

及
,[S7

(

检测采用
Y+K-*

法#试剂盒购自
-2

.

FD

公司#按

说明书操作#每样品测
#

个平行孔#取平均值(用黄嘌呤氧化

酶法测定
-MT

活性#硫代巴比妥酸法检测
`T*

含量#试剂盒

均为罗氏公司产品#测定步骤完全按照试剂盒说明书(全自动

性生化分析仪为日本
M?

G

F

@

E5*E"(''

型(

>$B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以
IWE

表示#采用
-Z--!!$'

统

计软件处理数据#组间差异比较采用
7

检验(

?

!

结
!!

果

J

组血清
K+7!

&

'

K+7&

'

,[S7

(

及
`T*

含量显著高于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
-MT

活性则明显低于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N

组与
J

组比较#血清

K+7!

&

'

K+7&

'

,[S7

(

及
`T*

含量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而
-MT

活性则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N

组
Ib

'

`*Z

及
+]-Z

都明显高于
J

组$

@

#

'$'!

&(

N

组和
*

组比较无显著变化#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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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9'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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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大鼠血清介质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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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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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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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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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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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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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大鼠休克主要指标检测结果#

IWE

%

组别
Ib

$次"分&

`*Z

$

/ZD

&

+]-Z

$

/ZD

&

*

组
#!'W"#

!

8$#W'$(

!

!"$!W!$3

!

J

组
""3W9'

!

%$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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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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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血性休克是属低血容量性休克的一种(休克发生后常

引起全身炎症反应#炎症介质在休克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

用)

#

*

(近年来#有关炎症介质作用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普

遍认为内源性介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休克的发生

和发展(失血性休克发生后#细胞缺血'缺氧刺激机体炎症细

胞活化#并分泌大量的炎症介质)

%

*

#其中
K+7!

&

'

K+7&

'

,[S7

(

等

在休克后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

&

*

(

,[S7

(

是机体应激反应中最早发挥核心作用的炎症介

质#其半衰期为
!9

!

!8F26

#它的短暂出现却是引起机体代谢

和血流动力学紊乱#促进其他炎症介质生成#导致炎症因子+瀑

布效应,的元凶(

K+7!

&

主要存在于血液循环中#与
,[S7

(

产

生相互协同作用#促进中性粒细胞和内皮细胞之间的黏附与激

活'诱导急性期蛋白的合成等(

K+7&

是调节细胞和体液免疫

的核心因子#其血清含量增加与休克的严重程度显著相关#因

此
K+7&

的大量释放是休克患者病情危重的信号#动态监测血

清
K+7&

含量有助于判断失血性休克患者的预后(在休克早期

有效抑制
,[S7

(

'

K+7!

&

'

K+7&

的产生和释放可以一定程度抑制

休克的恶化(有研究表明利多卡因'低温'已酮可可碱'氨基双

吡酮'多巴酚丁胺能减少细胞因子的产生)

(73

*

(国外报道在失血

性休克动物模型中用别嘌呤醇抑制氧自由基形成或用氧自由基

清除剂
-MT

及过氧化氢酶治疗#均可降低病死率#提示氧自由

基在休克中起重要作用)

!'7!!

*

(氧自由基$

MSb

&清除剂
-MT

'脂

质过氧化反应代谢产物
T̀*

是能较好反映体内
MSb

水平及

脂质过氧化损伤程度的间接指标#可反映组织细胞损伤的程

度)

!"7!#

*

(本研究结果显示#

J

组大鼠血清
K+7!

&

'

K+7&

'

,[S7

(

及

T̀*

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而
-MT

活性则明显低于对照组#证

实了失血性休克发生后机体存在的氧化损伤(

参麦注射液是由中药红参'麦冬经提取而制成的中药注射

液#在临床有广泛的使用(近来研究发现#参麦注射液具有很

强的抗氧化作用#能提高
-MT

活力#清除氧自由基#降低单核

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活化#抑制脂质过氧化和抗氧化损伤#从

而对抗体内氧自由基对组织细胞的损伤#同时增加动物对缺氧

环境的耐受力)

!9

*

(本研究结果显示
N

组大鼠血清
K+7!

&

'

K+7&

'

,[S7

(

及
`T*

含量比
J

组显著降低#而
-MT

活性则明

显升高)

!%

*

(表明参麦可通过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降低体内

氧自由基水平#减轻脂质过氧化反应#有效抑制大鼠失血性休

克后早期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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