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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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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2

'

受体激动剂胆碱对大鼠急性缺血性心肌的保护作用其可能的机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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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钙及钙库的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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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膜片钳实验结果显示!与正常组比较!缺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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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密度明显增高!应用胆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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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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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聚焦实验结果显示!与正常组比较!缺血组细胞内钙升高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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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碱组细胞内钙升高幅度

不明显&预先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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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部分逆转胆碱抑制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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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细胞内钙升高的作用%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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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参与保护缺血心肌的可能机

制为通过抑制缺血心肌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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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抑制细胞内钙超载%

"关键词#

!

心肌缺血&胆碱&

6.

型钙电流&膜片钳&激光扫描共聚焦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0/

"

1%$)

$

$-.1'%3.%'

!"#$%&$'(%%))%&$*#)&+#,'-%#-.

/

#&0"1'0,'*&+%.'&"0$+%0"$0-1'$*

2

#$%-$'0,.%&+0-'*.*

"

#$%&'%()*&

+

#

,$&-(%&

#

.%&

+

/01(

#

#(#(

#

.$'*&

+

#

$

/0

2

%)340&3*

5

6$&73(*&%1809(7(&0

#

8$9%&

:

(%&

+

809(7%1;*110

+

0

"

<0

=

#%>*)%3*)

=

*

5

;%&70)")0?0&3(*&%&9

@)0%340&3*

5

'0(1*&

+:

(%&

+

")*?(&70

#

8$9%&

:

(%&

+

#

'01*&

+:

(%&

+

$3-%$$

#

;A(&%

%

!!

&

34*$"0&$

'

!

54

6

%&$'(%

!

="+>?!

@

>AB

4

C">BD>#EBBFFBD>+"FDA"G#,B",H

@

"D8C!#8G#+DABH#8C8>AB8C>8,!#>+

4

">B,>#8GHBDA8.

,#+H+&7%$+#1*

!

I+DABH#8A

@4

"J#8B,E#C",HB,>K8++#H?G8>B!K#>AG"KE8G?B"F

4

5

$

4

5)&/

%

8,!G8DL"F"J

@M

B,&78GD#?HD?CCB,>+

KBCBCBD"C!B!N

@

KA"GBDBGG

4

8>DA?,!BC>ABE"G>8

M

BDG8H

4

D",F#

M

?C8>#",&=AB8G>BC,8>#",+#,

&

78

1O

'

#,!?DB!N

@

P7GK8+!B>BD>B!N

@

G8+BC+D8,,#,

M

D",F"D8GH#DC"+D"

4

B#,EB,>C#D?G8CH

@

"D

@

>B+

#

>AB,!#+DD?++>ABBFFBD>+"FDA"G#,B",D8GD#?H8,!D8GD#?H+>"CB#,DBGG+&

8%*9,$*

!

=AB,"CH8G#QB!

4

B8LD?CCB,>+"F!

78.6

#,EB,>C#D?G8CH

@

"D

@

>B+KBCBG8C

M

BC#,

4

5)&/

M

C"?

4

>A8,>A"+B#,

4

5-&0

M

C"?

4

#

KA#DAD8,NB8>>B,?8>B!N

@

DA"G#,B&=AB

$

78

1O

%

##,!?DB!N

@

P7G#,EB,>C#D?G8CH

@

"D

@

>B+KBCB+#

M

,#F#D8,>G

@

#,DCB8+B!#,

4

5)&/=

@

.

C"!B+"G?>#",8,!#>+#,DCB8+#,

M

D8,NB+?

44

CB++B!N

@

DA"G#,B&0.9:2;D8,#,A#N#>>AB+?

44

CB++#,

M

BFFBD>"FDA"G#,B&:#-&,9*'#-

!

=AB

4

"++#NGBHBDA8,#+H"F2

'

CBDB

4

>"C#,E"GEB!#,>AB

4

C">BD>#","F#+DABH#DH

@

"D8C!#?HN

@

#,A#N#>#,

M

H

@

"D8C!#8GDBGG+#,!

78.6

#

#,.

A#N#>#,

M

#,>C8DBGG?G8CD8GD#?H"EBCG"8!&

&

;%

/

<#"1*

'

!

H

@

"D8C!#8G#+DABH#8

(

DA"G#,B

(

!

78.6

(

4

8>DADG8H

4

>BDA,#

R

?B

(

G8+BC+D8,,#,

M

D",F"D8GH#DC"+D"

4

B

!!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维持全身血液的供应#心肌缺血

及梗死都存在局部供血和代谢障碍#缺血时的细胞外体内微环

境改变主要是酸性代谢产物排出困难#从而造成堆积#形成酸

中毒#进而导致心律失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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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失常尤其是缺血梗死

后心律失常#其病理过程中细胞内钙超载是心肌损伤的主要分

子基础)

研究发现#心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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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在病理状态下#功能性表达明显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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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提示#心肌
2

'

受体可能在疾病状态下发挥更重

要的作用)本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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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激动剂胆碱对缺血性心肌保

护的可能机制#对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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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做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以利

于寻求合理的治疗策略和开发更安全有效的心肌保护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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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封接实验)电极接触细胞并给予负压使电极尖端和细胞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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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激动剂胆碱对缺血心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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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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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碱对缺血性心室肌细胞钙库的影响
!

利用激光扫描共

聚焦技术观察
2

'

受体激动剂胆碱对缺血情况下心肌细胞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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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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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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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缺血时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可造成心动过速#收缩力

增强#心肌耗氧量增多#加重心脏血氧供需失衡)激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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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体可以使心率减慢#心肌收缩力减弱#理论上可以减少心肌的

耗氧量#对缺血心肌产生保护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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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细胞在缺血环

境中内钙明显升高#为缺血梗死后的典型损伤表现)本研究结

果显示#在缺血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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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激动剂胆碱可抑制心室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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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抑制缺血时心肌细胞内钙超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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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本研究显示#胆碱对于缺血情况下的钙库释放没有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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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并不能直接影响钙库的释放功能)

为了更明确地证实胆碱降低缺血细胞内钙的作用#应用激

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技术研究发现#低浓度胆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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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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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证实胆碱抑制细胞

内钙超载#参与缺血心肌的保护作用的主要原因是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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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

综上所述#胆碱对于缺血性心肌的保护作用是通过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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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抑制细胞内钙超载实现的)在酸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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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下#细胞内钙明显超载#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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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激动剂胆碱治疗#可抑制

缺血心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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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外钙内流#从而抑制细胞内钙超载#发

挥抗心肌保护的作用)为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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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影响细胞内钙

超载的作用机制#还需要探索其对钠钙交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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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体及三磷酸肌醇受体的影响#对心肌的保护作用做深层次的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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