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2  小鼠尿液中结合型及游离型 ∞ ÷ 累积排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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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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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 σ ? ? ?

? Λ 其中游离型 ∞ ÷ 占 结合

型占 该结果与人体实验资料基本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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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Α降低家兔血乳酸值的实验研究

江  敏  王学林  张  辉  祖新琳  苏露晖  伊德林 沈阳市 沈阳医学院基础部

摘要  目的 为研究 ⁄ ⁄≤ 降低血乳酸的疗效 ∀方法 采用作者改良的 氏法观测正常及高乳

酸血症 家兔血乳酸值在接受 ⁄≤ 后的动态变化 ∀结果 静脉注射 ⁄≤ 后 及 时 正常 Π

与 家兔血乳酸值 Π 均显著下降 ∀结论 ⁄≤ 具有降低血乳酸的作用 ∀

关键词  ⁄ 乳酸 高乳酸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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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ΚΕΨ Ω ΟΡ ∆Σ  

  目前临床常用纠正酸中毒 纠酸 药剂 ≤ 及

乳酸钠的应用 由于其副作用而受到限制 在过去十余

年间国外不少学者对二氯乙酸盐 ⁄ ⁄≤

的纠酸及其它作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并积累了一些资

料≈ ∀本研究通过静脉注射 ⁄≤ 后正常与高乳酸血症

家兔血乳酸 的动态变化 旨在为 ⁄≤ 纠酸

的临床应用提供有用资料 ∀目前国内尚无此报道 且

本研究与国外检测血 方法不同 ∀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对象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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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实验动物  挑选 只体重 ? 纯系

新西兰白色家兔 雌雄不严格要求 分为两大组

组 按每公斤体重静脉注射 溶

液 不给予 ⁄≤ 的 只家兔为 对照组 按每

公斤体重静脉注射 溶液 即刻再静脉

注射 ⁄≤ 溶液的 只家兔为 实验组

正常组 均不注入 溶液 ∀按每公斤体重静脉注射

⁄≤ 溶液 只家兔 测定静脉注射 ⁄≤ 前及后

的血 值 分别为正常对照组与正常实验组 后者只

作静脉注射 ⁄≤ 前后血 值自身比较 不与 对

照组或 实验组之间作组间比较 故实验样本数较

少 而 实验组与 对照组之间作相应同一时刻

血 值的组间比较 ∀以上各组凡静脉注射 ⁄≤ 溶液

者均检测静脉注射 ⁄≤ 前及后 及 时的血乳

酸值并进行自身比较 ∀

1 1 2  试剂  对羟联苯为 ≥ 产品 ⁄

本院化学教研室张辉合成 !纯化并提供 经辽宁大学

分析检测中心鉴定其纯度为 含不到 !

≤ 杂质 ∀乳酸 !氟化钠 !硫酸 !硫酸铜 !硫酸锂等试剂

均为国产优质纯或分析纯 ∀

1 2  乳酸定量分析法

腹腔内注入 氨基甲酸乙酯 使家兔麻

醉 ∀采用超微量 氏改良法定量分析血 值 具

体过程如下 将 氟化钠 和 分

别置于测定管 !标准管 !空白管 内 ∀ 新鲜血液

置于测定管内 ∀ 硫酸锂标准液

置于标准管内 ∀ 硫酸铜 置于测

定管 !标准管 !空白管内 ∀ 各管加氢氧化钙 振

动摇晃 离心 ∀ 三管各取上

清液 分别置于测定管 !标准管 !空白管 内 ∀

将 硫酸铜 分别置于测定管 !标准管 !

空白管 内 ∀ 将 硫酸 分别置于测定管

!标准管 !空白管 内 ∀ 三管沸水浴 立刻置

冰水中冷却至 ε 以下 ∀ 对羟联苯

分别置于测定管 !标准管 !空白管 内 ∀三管振匀

ε 水浴 置冷水浴至室温后 分光光度计

厦门 比色 ∀

1 3  统计学方法

平均值 Ξ) ? 标准差( Σ 表示 值 τ检验

实验组同 对照组之间相对应时刻血 值组间差

异的显著性以及正常实验组同正常对照组 自身用药

前后 之间血 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 ∀

2  实验结果

2 1  家兔

实验组静脉注射 ⁄≤ 溶液 及 时较静脉

注射 ⁄≤ 前血 值非常显著下降 表 Π . , Π

由 ? 分别下降到 ?

及 ? 表 实验组较

对照组 及 时血 值亦非常显著下降

表 Π . , Π ∀

表 1  ⁄≤ 对 家兔不同时刻血 值影响 ξ ? σ

组别 ν 注入 前
注入 ⁄≤ 后

注入 即刻

实验组 ? ? ? 3 ? 3

对照组 ? ? ? ?

注 3 Π

2 2  正常家兔实验组

静脉注射 ⁄≤ 后 及 较其对照组 静脉注

射 ⁄≤ 前 血 值均显著下降 表 Π . , Π

尤其 时下降更明显 由 ? 下降

到 ? ∀

表 2  ⁄≤ 对正常家兔血 值影响 # ν

组  别
ξ ? σ ° ξ ? σ τ Π

正常对照组

正常实验组

?
?

?
?

3  讨  论

3 1  血 值测定方法很多 本研究根据经典的

氏法原理所建立的定量分析 改良法 其优点

在于采集血样为全血 不需制备血浆或血清 使用血样

超微量 仅为 且重复性好 准确性高 不需高精

设备 费用低廉 步骤简化 是手检 简易可行操作方

法之一 ∀

3 2  目前临床常用 ≤ 或乳酸钠纠酸 前者禁用

于通气功能不全的代谢性酸中毒及呼吸性酸中毒以防

体内 ≤ 蓄积 后者不宜于各种缺氧所致的乳酸性酸

中毒及肝功不全以防体内血乳酸更高 ∀ √ 等≈

证实 ⁄≤ 可激活丙酮酸脱氢酶复合体 °⁄ ≤ 以促进

葡萄糖中间代谢产物丙酮酸变为乙酰辅酶 经三羧酸

循环完全氧化成 ≤ 与水 使体内 生成减少 ° 值

升高 因此 ⁄≤ 是一种有效纠酸剂 ∀曾认为 ⁄≤ 可直

接激活 °⁄ ≤ 但更多研究≈ 证实 ⁄≤ 不能直接激活

°⁄ ≤ 只能直接抑制对 °⁄ ≤ 产生阻抑作用的 / °⁄ ≤

激酶0活性 从而间接激活 °⁄ ≤ 以促进丙酮酸尽快进

入三羧酸循环而被完全氧化 这就竞争性抑制丙酮酸

变成 以使 生成减少 内环境恢复稳态 ∀可见

⁄≤ 降低 机理尚有争论 ∀从本研究结果看 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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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家兔还是 家兔 静脉注射 ⁄≤ 后

及 时血 值均显著下降 Π . , Π

这与国外报道一致≈ 足见 ⁄≤ 降低血乳酸值作用勿

用置疑 ∀

3 3  现已定论疲劳与体内 堆积有关 因此我们设

想具有降低 作用的 ⁄≤ 可解除疲劳 有报道 ⁄≤

可增强正常或患病心脏的收缩力≈ 可使缺血性脑损

害减轻 ∀毒理学研究证明 ⁄≤ 尤其短期使用 ⁄≤ 几

乎无毒性作用或副作用≈ 因此 ⁄≤ 是一种安全 !有着

美好临床应用前景的新药 其药理作用尚需我们进一

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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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氨肽口服液的制备及免疫调节作用研究

黄巧玲  王玖君  许爱娥 杭州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研究转移因子与常用中药复方配伍后的稳定性及对实验小鼠的免疫调节作用 ∀方法 稳定性试验用

留样观察法通过测定巨噬细胞吞噬功能 ! 细胞活性及 × ! 淋巴细胞转化功能 观察其免疫调节作用 并与同剂

量单方制剂比较 ∀结果 转移因子复方制剂性质稳定 其对 ≤×÷ 所致实验小鼠免疫抑制状态有明显的提高作用 ∀

结论 转移因子复方制剂 复方氨肽口服液 对实验小鼠免疫抑制状态的调节作用明显优于同剂量的单方制剂 ∀

关键词  转移因子 免疫调节 黄芪 硫酸锌

Πρεπαρατιον ανδ ιµ µ υνε ρεγυλατιϖε εφφεχτ οφ Φυφανγ Ανται Κουφυψε

∏ ± ∏ ± • ∏∏ • ÷∏ χ ÷∏ ∞ ( Ηανγζηου ΝΟ . Πεοπλεχσ Ηοσπιταλ ,

Ηανγζηο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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