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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非选择型除草剂#

因其除草效率高#被广泛应用)

[c

对人和动物均有

强毒性#主要通过口服途径引起急性中毒#中毒致死

率非常高&

$

'

#是目前国内中毒致死率最高的农药)

[c

进入体内吸收后#在肺内聚集#较大剂量可短时间

引起急性肺损伤#多脏器功能障碍#晚期导致肺纤维

化#呼吸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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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过氧化损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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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造

成机体损伤的重要环节)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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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治疗仍处在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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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注射麻醉#然后取出肺脏组织#观察大体

情况(分离大鼠肺组织#取大鼠右肺中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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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点*片状出血灶*触之粗糙(治疗组双肺表面呈现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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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肺组织病理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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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肤*胃肠道及呼吸道等吸收后#分布于肺

脏*肝脏*肾脏*骨骼肌等脏器组织中#在肺组织的浓

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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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肺组织内的聚集作用#依赖于肺泡
!

型细胞*肺泡
"

型细胞及气管
G?L=L

细胞的细胞膜上

胺类摄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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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胺类物质竞争而被主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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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在肺组织内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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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机体组织后#经还原

型辅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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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作用生成氧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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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与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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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氧化应激的重要代谢产物#其组织浓

度体现了组织细胞过氧化损伤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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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氧自由基#消除氧自由基对细胞膜生物功能蛋

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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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坏#具有抗氧化*抗毒性作用#维持内

环境的稳定)本实验也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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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后#肺组织出现

过氧化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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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显著降低)研究发现#应用抗氧化剂治疗百草枯中

毒#可以阻断炎性细胞与自由基之间的恶性循环#降

低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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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减轻肺组织的过氧化损伤#

改善肺泡功能#抑制肺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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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调节#能够影响炎症因子*血管增生*细胞凋亡#

对多脏器的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大量研

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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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抑制氧自由基#抗氧化损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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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何艳晶

等&

$'

'应用外源性
X

1

\

干预大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G@[3

%模型#发现
X

1

\

在
G@[3

大鼠中有抗氧化作

用)王勇等&

$0

'实验发现#外源性
X

1

\

通过抑制氧自

由基对脂多糖致大鼠急性肺损伤发挥保护作用)本

实验采用
YLX\

溶液作为外源性
X

1

\

供体简单易

行)

X

1

\

在体内以未分解的
X

1

\

*

X\

V和
X

k的形式

存在#维持动态平衡)

YLX\

溶液同样以
X

1

\

*

X\

V

*

X

k和
YL

k的方式存在#与饱和
X

1

\

溶液比较#

YLX\

溶液定量更准确)

本研究结果显示#模型组与对照组大鼠比较#肺

组织匀浆
832

水平明显升高#

\@3

*

E\X.[R

活力降

低#肺组织
:

"

3

明显增高#肺肉眼观察充血*水肿*出

血明显#光镜下肺组织明显损伤#符合
[c

中毒急性

肺损伤表现#证实采用
[c

$

/%5

6

"

S

6

%灌胃染毒能成

功复制急性
[c

中毒大鼠肺过氧化损伤模型)治疗

组大鼠与模型组比较#

832

水平降低#

\@3

*

E\X.[R

活力升高#双肺充血*水肿*出血减轻#光镜下肺组织

损伤明显减轻)据以上结果分析#

X

1

\

能够抑制急性

[c

中毒大鼠肺过氧化损伤#对急性肺损伤具有一定

的保护作用)但是因观察的时间有限#还需更长时间

对肺纤维化的影响*脏器功能影响*中毒预后#以及不

同浓度
X

1

\

的作用比较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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