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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缺血&再灌注心肌具有保护作用%可能与减轻脂质过氧化反应$改善心肌能量代谢$减轻钙超载及抑制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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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既是不可预知的$如心肌梗死%#也

是不可避免的$如冠状动脉搭桥术'冠状动脉溶栓术'冠状动脉

再通术等%#所以探索其发生机制及防治药物越来越重要(有

研究表明#锌可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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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对心脏'肝脏和脑等多种器官

的缺血"再灌注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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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释放#抑制炎症反应#保护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报道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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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及

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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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抬高及恢复作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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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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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大鼠心肌组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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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是一个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主要

原因是在再灌注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氧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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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2

超载'中性粒细胞浸润引起炎症反应#能量代谢障碍'内皮细胞

自稳态失衡+

'3%

,

(它们之间互为因果'互相影响(其中#

bR̂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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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载成为细胞致死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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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缺血"再灌注时#因高能磷酸化合物减少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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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降低#结果导致大量
01

2经
+

型
51

$2通道进

入细胞内#细胞内
01

2增高#进而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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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51

$2交换机制#使

细胞内
51

$2增高(同时因能量不足#使肌膜及肌浆网$

Q̂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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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降低#不能将肌浆中过多的
51

$2泵出或摄入

肌浆网#细胞外
51

$2内流#最终导致
51

$2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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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2与细

胞质受体钙调蛋白结合后#可激活蛋白酶#使黄嘌呤脱氢酶转

变成黄嘌呤氧化酶$

Tb

%#缺血时#产生黄嘌呤(当再灌注后#

黄嘌呤在
Tb

的作用下生成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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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过氧

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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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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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除直接损伤细胞外#还可通过
_1H@G3L@8<<

反应转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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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经瀑布反应生成其他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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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R̂

中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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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心肌损伤#导致膜脂质过氧化#再经

过氧化物酶分解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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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造成肌纤维过度收缩#三磷

酸腺苷耗竭#线粒体超微结构损害#使依赖能量的离子泵活性

降低#进而促进钙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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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肌缺血"再灌注时表达水平增高(已有研究证

实#细胞因子
\+3,

&

和黏附分子$

\5!63,

%在心脏移植后缺血"

再灌注损伤的病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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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可能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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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皮白细胞黏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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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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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中性粒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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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附在内皮细胞和内皮下基质并穿过内皮迁移流入缺

血区#通过阻塞微血管'释放
bR̂

等机制导致心肌细胞损伤#

使梗死过程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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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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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也能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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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呼吸爆

发#可产生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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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细胞(

心肌缺血"再灌注时#锌对黄嘌呤"黄嘌呤氧化酶体系所引

发的
bR̂

有抑制作用#它能减少铁离子进入细胞并抵制其在

羟自由基引发的链式反应中的催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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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验证实#外源

给锌可以明显减轻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抗脂质过氧化和抑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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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是其作用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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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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