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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附注射液对窒息法心脏骤停动物模型

复苏后肺损伤的影响

杨$军$李春盛$吴彩军$杭晨晨

摘要$目的$通过猪心脏骤停窒息模型探讨参附注射液对此类肺损伤保护作用的可能机制!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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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健康近交系五指山小型猪使用气管插管夹闭方法制作窒息型心脏骤停动物模型及行标准的心肺复苏

术"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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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成功恢复自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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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剂量持续静脉泵入直至复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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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血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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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分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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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道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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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外肺水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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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血管通透性指数#

M2M)

$)&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
6<

R

#

S

R

#

-*M

酶活性'

'<

! R

#

-*M

酶活性'

KDC

及
,C-

含量'

*6T

#

!

'

)T6

#

"

和
)N

#

F

浓度"计算
)T6

#

"E )N

#

F

值&利用
*U6:N

法检测细胞凋亡并计算凋亡指数#

-)

$&

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V>4

#

!

'

V<W

蛋白浓度"计算
V-XEV'N

#

!

值&

+9019G@ Y431

法检测
'<0I<09

#

&

蛋白定

量! 结果$至
JDK'

后
$ ?

"参附组存活率为
%%

!

AZ

#

%EA

$"盐水组存活率为
$$

!

7Z

#

$EA

$&参附组平均生

存时间#

8

!

77

%

"

!

7#

$

?

长于盐水组#

F

!

77

%

"

!

8A

$

?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 ["

!

"8

$! 与基础状态

比较" 两组的
D)

和
'OP@

在
JDK'

即刻明显降低#

M \"

!

"8

$"而
J)

'

CD

!

'

2D

!

'

D

!

:J

'

J<Q

'

:2N+)

'

M2

#

M)

'

M<'D

!

和
N-'

在
JDK'

即刻则显著升高#

M \"

!

"8

$"各指标不论升高或降低均随时间延长而恢复&与

盐水组比较"参附组在
JDK'

后的各个时间点"

D)

'

'OP@

'

CD

!

'

2D

!

和
D

!

:J

显著高于盐水组#

M \"

!

"8

"

M \"

!

"#

$"而
J)

'

J<Q

'

:2N+)

'

M2M)

'

M<'D

!

和
N-'

则低于盐水组#

M \"

!

"8

"

M \"

!

"#

$! 与盐水组比较"

参附组
6<

R

#

S

R

#

-*M

酶'

'<

! R

#

-*M

酶'

KDC

水平'

)T6

#

"

水平'

)T6

#

"E)N

#

F

值及
V>4

#

!

浓度升高"而
,C-

'

*6T

#

!

'

)N

#

F

水平'

-)

'

V<WEV>4

#

!

及
'<0I<09

#

&

蛋白水平降低#

M \"

!

"8

"

M \"

!

"#

$! 结论$参附注射液

能改善细胞能量代谢"提高细胞的抗氧化能力并减少氧化应激"减少炎症介质的释放和并调节
*?4E*?!

的平

衡"同时减轻肺组织细胞凋亡"从而实现对心肺复苏后肺损伤的保护!

关键词$心脏骤停&心肺复苏&参附注射液&窒息&肺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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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骤停与心肺复苏的有关研究已开展
8"

余

年!虽有一定进展但临床医师仍面临自主循环恢复

$

G91.G@ 3H 0I3@1<@93.0 >=G>.4<1=3@

!

JDK'

%后患者

存活率低的难题) *心脏骤停后综合征$

I301

#

><GO=<>

<GG901 0P@OG3;9

!

M'-K

%+正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

要原因)

M'-K

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包

括在心脏骤停后的脑损伤,心肌损害,缺血&再灌注损

伤及原发疾病的损害&

#

"

&

'

) 心,脑的损害更多的为人

们所关注&

!

'

!然而
JDK'

后患者经常出现顽固性的低

氧血症甚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19 G90I=G<13GP

O=01G900 0P@OG3;9

!

-JCK

%!并导致死亡&

#

"

&

'

!这一

现象提示心脏骤停&心肺复苏后肺损伤作为
M'-K

的

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更多的关注&

#

'

)

中医药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其疗效正越来

越多的为国内外同行所关注) 参附注射液$

K?9@

#

T.

=@^9>1=3@

!

KT)

%

&

F

'出自宋代严用和-严氏济生方.中

*参附汤+!由人参和附子组成!其主要成分为人参皂

苷和乌头碱!用于治疗厥脱症$休克或心脏骤停%已有

近
%""

年历史&

F

'

) 因
KT)

对大脑,脊髓,肾脏,肠道,

肝脏尤其是心脏等器官的缺血
E

再灌注损伤有着不同

程度的保护作用&

8

"

%

'

!目前在临床多广泛用于创伤,休

克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等疾病的治疗)

笔者在对室颤致心脏骤停动物模型的研究中发

现!参附注射液对肺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用!能改善肺

组织缺氧及通气功能!减轻肺水肿及肺瘀血&

F

'

) 因

此!笔者通过建立窒息法致心脏骤停的动物模型!进一

步研究参附注射液对心肺复苏后肺损伤的保护作用以

及可能机制)

材料与方法

#

$动物$

&F

只健康五指山小型猪$近交系%!月

龄
#! d#F

周!体重$

#%

%

!

%

e/

!雌雄各半!购自中国

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许可证号#

K_XS

$京%

!""%

"

"""7

) 在实验过程中遵循首都医科大学

实验室实验动物使用管理规定!并得到首都医科大学

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

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

$药物$参附注射液!有效成分包括人参皂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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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头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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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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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雅安三

九药物有限公司生产!生产批号#

"A"&##

)

&

$试剂及仪器$氯胺酮$

# ;/

!江苏恒瑞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批号#

Sa!""!&

%(丙泊酚$

!" ;/

!阿斯

利康公司!批号#

:*7$F

%(瑞芬太尼$

# ;/

!宜昌人福

药业!批号#

"$##"F

%(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探测仪

$

'D

!

K,DI4.0 ;3@=13G

!

M-

(

J90I=G3@=>0 )@>

!

,.GGP0]=449

%(呼吸机$

CG</9G :]=1< ! O.G<

(

CG<

#

/9G

!

`9G;<@P

%(

M=''D I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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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409 '3@

#

13.G '<GO=<> D.1I.1

!

M.40=3@ ,9O=><4 KP019;0

!

`9G;<@P

%容量监护仪(连续心排血量监测仪$

:O

#

Q<GO0 N=H9 K>=9@>90

!

)G]=@9

!

'-

%(生物实验监测

系统$

VN

#

F!"T C<1< ->c.=0=1=3@ f -@<4P0=0 KP0

#

19;

%(除颤监测仪$

M?=4=I0 a9<G1K1<G1 ,JW

!荷兰飞

利浦医疗系统公司%)

F

$模型制备前准备$实验动物术前
#! ?

禁食不

禁水) 肌注氯胺酮$

#" ;/Ee/

%!耳缘静脉静注丙泊酚

$

#

!

" ;/Ee/

% 以 诱 导 麻 醉) 随 后 以 丙 泊 酚

&

A ;/E

$

e/

"

?

%'联合芬太尼&

# #/E

$

e/

"

?

%'维持

麻醉及镇痛) 经口置入直径
$

!

8 T

的气管插管接呼吸

机及
M-

!呼吸机参数设置为同步间歇指令通气$

0P@

#

>?G3@=b9O =@19G;=119@1 ;<@O<13GP ]9@1=4<1=3@

!

K),2

%加压力支持通气$

IG900.G9 0.II3G1 ]9@1=4<

#

1=3@

!

MK2

%方式!

MK2 #" >; a

!

D

!

T=D

!

!#Z

!潮气量

% ;NEe/

!通气频率每分钟
#!

次!吸
E

呼比值
#

'

!

!通过

调节潮气量维持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在
&8

(

F" ;;a/

之间!通过呼吸机监测气道阻力和肺顺应性(

于右侧股动脉置入直径
8T

的
D.1433e

血管造影导管至

主动脉弓并连接
M=''D I4.0

容量监护仪!以监测主动

脉血压,平均动脉压,血管外肺水指数,肺血管通透性指

数及抽取动脉血(于右侧股静脉置入直径
7T

的
KQ<@

#

`<@b

漂浮导管至肺动脉!连接爱德华连续心排血量监

测仪!连续监测血流动力学各参数!并作为补液通道及

抽取中心静脉血(心电波形由生物实验监测系统连续记

录(所有导管使用前均经过校正!其位置通过出现典型

压力波确定!所有动物给予生理盐水&

#" ;NE

$

e/

"

?

%'

静脉滴入以补充丢失液体) 手术过程中无动物死亡)

8

$心脏骤停窒息模型制备$实验动物在术后观

察
$" ;=@

!待各项生理指标达到稳定状态后记录基础

指标) 随后予静脉推注维库溴铵
"

!

! ;/Ee/

!以防止在

窒息过程中出现喘息样动作!在呼气末移除呼吸机并夹

闭气管插管!观察实验动物血压变化!以主动脉收缩压

低于
&" ;;a/

作为窒息型心脏骤停制模成功的判断

标准&

A

'

) 制模成功后记录时间!打开夹闭的气管插管!

等待
% ;=@

后开始人工胸外按压$

><GO=3I.4;3@<GP

G90.0>=1<1=3@

!

'MJ

%并连接机械通气$

T=D

!

#""Z

%!应

用具备
g

#

'MJ

技术的
M?=4=I0 a9<G1K1<G1 ,JW

除颤

监测仪控制心外按压的频率&每分$

#""

%

#"

%次',按压

深度及胸廓回弹!持续按压
! ;=@

为
#

个循环!每个循

环末分析心电波形!若为室颤!则电击除颤$双向指数截

断波!

F (Ee/

%) 若在
'MJ F ;=@

后没有
JDK'

!经中

心静脉予肾上腺素
"

!

"! ;/Ee/

稀释后静推!依次类推

直至
JDK'

或复苏失败终点)

JDK'

标准#平均动脉

压
!8" ;;a/

!持续超过
#" ;=@

&

#"

'

(

&" ;=@

后若动物

仍未达到
JDK'

!则判定为死亡)

$

$分组及给药方法$

&F

只实验动物在制模过程

中!死亡
#$

只!死亡率
F7

!

#Z

!

#%

只$雌雄比例为

##

'

7

%达到
JDK'

) 成功
JDK'

实验动物应用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参附组和盐水组!各
A

只) 参附组动物

从
JDK'

后
#8 ;=@

起至
$ ?

止!持续静脉滴入参附

注射液$

"

!

!F ;/E;=@

%

&

F

!

8

'

!盐水组给予相同剂量的

生理盐水) 所有使用的药物对实验人员保密!以保证

所有实验动物机械通气保持一致)

JDK'

后
$ ?

!予

以实验动物安乐死#静脉注入
$" ;/

丙泊酚深度麻醉

后注入
!" ;N

氯化钾$

#" ;;34EN

%)

7

$检测指标及方法

7

!

#

$氧代谢及呼吸力学指标$收集基础状态,

JDK'

即刻,

JDK'

后
#8 ;=@

,

&" ;=@

,

# ?

,

! ?

,

F ?

及
$ ?

的动脉血和混合静脉血!通过血气分析仪测量&

计算氧合指数$

D)

%,呼吸指数$

J)

%,氧输送$

CD

!

%,氧

消耗 $

2D

!

%, 氧 摄 取 $

D

!

:J

%, 二 氧 化 碳 分 压

$

M<'D

!

%及血乳酸$

N-'

%!并监测同一时刻动物的肺

顺应性$

'OP@

%,气道阻力$

J<Q

%,血管外肺水指数

$

:2N+)

%和肺血管通透性指数$

M2M)

%)

7

!

!

$病理检测$动物安乐死后立即分离肺组织

并对大体标本照相!取右肺上叶组织用生理盐水冲净后

投入
#"Z

甲醛溶液及
FZ

多聚甲醛溶液中浸泡固定

!F ?

!经脱水,蜡封,切片,苏木素"伊红$

a:

%染色后!

于光镜下观察肺组织病理结构(取新鲜左肺上叶组织放

入
!

!

8Z

戊二醛溶液中固定后切成
# ;;

)

# ;;

)

# ;;

的小块!经冲洗,固定,脱水包埋聚合及切片染色

后!使用日立
a

#

$""

透射电镜观察肺组织超微结构)

7

!

&

$

6<

R

#

S

R

#

-*M

酶,

'<

! R

#

-*M

酶,

KDC

,

,C-

水平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的方法通过

测定
-*M

分解出的磷元素光密度来测定组织内的

6<

R

#

S

R

#

-*M

酶和
'<

! R

#

-*M

酶活性) 酶活性的计

算公式#&$样本的光密度 "对照光密度% )标准浓

度)稀释倍数 )

$

'

E

$标准光密度 )蛋白浓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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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的方法测定
KDC

及
,C-

含量)

7

!

F

$

*6T

#

!

,

)T6

#

"

,

)N

#

F

和
)T6

#

"E )N

#

F

检测$

利用
:N)K-

法检测肺组织
*6T

#

!

,

)T6

#

"

和
)N

#

F

的浓

度!通过计算得到
)T6

#

"E )N

#

F

的值)

7

!

8

$

-)

,

V-X

,

V'N

#

!

和
V-XEV'N

#

!

检测$利

用
*U6:N

法检测细胞凋亡!光镜下观察细胞核染为

棕黄色为凋亡细胞!每例标本的切片随机选取
8

个高

倍镜视野$ )

F""

%!以凋亡细胞数
E

细胞总数 )

#""Z

表示凋亡指数$

<I3I131=> =@O9W

!

-)

%(利用免疫组织

化学法检测
V>4

#

!

,

V<W

蛋白浓度!通过计算得到

V-XEV'N

#

!

的值)

7

!

$

$

'<0I<09

#

&

蛋白表达检测$采用
+9019G@

Y431

法检测
'<0I<09

#

&

蛋白定量)

%

$统计学方法$采用
KMKK #7

!

"

进行数据分

析) 计量资料以
W

%

0

表示(组内各时间点的数据比较

采用配对
1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连续变量的

比较采用
K1.O9@1

*

0 1

检验!多重比较采用
V3@H9GG3@=

方法进行校正(生存曲线分析采用
N3/ J<@e

检验)

M \"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动物情况$至
JDK'

后
$ ?

!参附组存活率为

%%

!

AZ

$

%EA

%!盐水组存活率为
$$

!

7Z

$

$EA

%(参附组

平均生存时间$

8

!

77

%

"

!

7#

%

?

长于盐水组$

F

!

77

%

"

!

8A

%

?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 ["

!

"8

%)

!

$两组病理结果比较$图
#

%$肉眼可见#两组

肺组织均可见明显淤血,出血及梗死灶) 光镜下#盐水

组肺组织可见肺毛细血管扩张!肺间质水肿及出血较

重!肺泡壁增厚!肺泡破坏!炎症细胞浸润严重!参附组

肺间质水肿相对较轻!出血及肺泡破坏较轻) 电镜下#

两组肺组织均可见严重的细胞凋亡现象!表现为细胞

核变形!部分细胞核固缩变小!核染色质成块状凝集!

凝聚在核边缘!细胞内有大量包含体和空泡结构!线粒

体的双层膜和线粒体嵴结构模糊!电子密度减低!囊泡

化明显) 盐水组细胞凋亡更为严重)

&

$两组氧代谢及呼吸力学指标结果比较$图
!

%

在基础状态!两组的
D)

,

J)

,

CD

!

,

2D

!

,

D

!

:J

,

'OP@

,

J<Q

,

:2N+)

,

M2M)

,

M<'D

!

和
N-'

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M [ "

!

"8

%(与基础状态比较!两组的
D)

和

'OP@

在
JDK'

即刻明显降低$

M \"

!

"8

%!而
J)

,

CD

!

,

2D

!

,

D

!

:J

,

J<Q

,

:2N+)

,

M2M)

,

M<'D

!

和
N-'

在

JDK'

即刻则显著升高$

M \"

!

"8

%!各指标不论升高或

降低均随时间延长而恢复(与盐水组比较!参附组在

JDK'

后的各个时间点!

D)

,

'OP@

,

CD

!

,

2D

!

和
D

!

:J

显著高于盐水组$

M \ "

!

"8

!

M \ "

!

"#

%!而
J)

,

J<Q

,

:2N+)

,

M2M)

,

M<'D

!

和
N-'

则 低 于 盐 水 组

$

M \"

!

"8

!

M \"

!

"#

%(在
JDK'

后
$ ?

!参附组的
D)

,

2D

!

,

D

!

:J

显著高于基础状态$

M \"

!

"8

%!而盐水组的

D)

和
'OP@

显著低于基础状态$

M \"

!

"8

%!

J)

,

J<Q

,

:2N+)

及
M2M)

显著高于基础状态$

M \"

!

"8

%)

$$注#

-

,

V

为光镜结果!

a:

染色!放大倍数为
!""

(

' da

为电镜结果!放大倍数为
8 """

(

-

,

'

,

:

,

`

为盐水组(

V

,

C

,

T

,

a

为参附

组(箭头处提示细胞核变形!核染色质成块状凝集在核边缘!细胞内有大量包含体和空泡结构!线粒体的双层膜和线粒体嵴结构模糊

图
#

$两组肺组织病理学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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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为
D)

(

V

为
J)

(

'

为
CD

!

(

C

为
2D

!

(

:

为
D

!

:J

(

T

为
M

<

'D

!

(

`

为
N<>

(

a

为
'OP@

(

)

为
J<Q

(

(

为
:2N+)

(

S

为
M2M)

(与基础状态比较!

"

M \"

!

"8

(与盐水组比较!

#

M \"

!

"8

!

##

M \"

!

"#

图
!

$两组氧代谢及呼吸力学指标比较$$

W

%

0

%

表
#

$两组
6<

R

#

S

R

#

-*M

酶,

'<

! R

#

-*M

酶,

KDC

和
,C-

浓度比较$$

W

%

0

%

组别
@

6<

R

#

S

R

#

-*M<09

$

U

%

'<

! R

#

-*M<09

$

U

% KDC

$

UE;N

%

,C-

$

;;34EN

%

盐水
$ #

+

"8!

%

"

+

&8$ "

+

&8!

%

"

+

#$! #!8

+

&$$

%

7

+

FF8 8

+

$A%

%

"

+

$7!

参附
%

#

+

FF&

%

"

+

!!F

"

"

+

$7"

%

"

+

!A%

"

#%F

+

A%7

%

A

+

#&!

""

F

+

$$!

%

"

+

%"F

"

$$注#与盐水组比较!

"

M \"

!

"8

!

""

M \"

!

"#

$$

F

$两组
6<

R

#

S

R

#

-*M

酶,

'<

! R

#

-*M

酶,

KDC

和
,C-

浓度比较$表
#

%$与盐水组比较!参附组

6<

R

#

S

R

#

-*M

酶,

'<

! R

#

-*M

酶和
KDC

的水平升高!

而
,C-

水 平 降 低!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M \

"

!

"8

!

M \"

!

"#

%)

8

$两组
*6T

#

!

,

)T6

#

"

,

)N

#

F

水平比较$图
&

%$

与盐水组比较!参附组
)T6

#

"

水平和
)T6

#

"E )N

#

F

升

高!

*6T

#

!

和
)N

#

F

的水平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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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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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组
-)

,

V<W

,

V>4

#

!

,

V<WEV>4

#

!

浓度及

'<0I<09

#

&

蛋白水平比较$表
!

!图
F

%$与盐水组比

较!参附组
V>4

#

!

浓度表达升高!但
-)

,

V<WEV>4

#

!

及

'<0I<09

#

&

蛋白水平降低$

M \"

!

"#

%)

讨$$论

窒息是导致心脏骤停的一个主要原因) 与室颤导

致的心脏骤停比较!窒息导致的心脏骤停往往伴随着组

织细胞内能量储备的全部耗竭!且机械电分离和全心停

搏更为常见!因此复苏更困难且病死率极高&

##

'

!而即使

达到
JDK'

!脏器的损伤也更加严重!预后更差&

#!

!

#&

'

)

本实验中!与基础状态时各项指标相比!从
JDK'

即刻至
$ ?

!盐水组实验动物的
D)

和
CD

!

明显降低!

而
J)

,

2D

!

,

D

!

:J

,

M

<

'D

!

和
N-'

明显升高且维持在

较高的水平(肺顺应性显著下降!而气道阻力,

:2N+)

和
M2M)

明显升高) 此外!通过光镜及电镜的观察还

能发现严重的细胞凋亡和细胞损伤!特别是肺泡
$

型

上皮细胞的凋亡,肺泡破坏与炎症细胞浸润,间质出血

及水肿,血管内皮损伤和气 "血屏障的破坏) 以上结

果提示!窒息致心脏骤停的动物模型在达到
JDK'

后!会出现严重的急性肺损伤)

$$注#

-

为
*6T

#

!

(

V

为
)T6

#

"

(

'

为
)N

#

F

(

C

为
)T6

#

"E)N

#

F

(与盐水组比较!

"

M \"

!

"8

图
&

$两组
JDK'

后
$ ?

肺组织内
*6T

#

!

,

)T6

#

"

,

)N

#

F

和
)T6

#

"E)N

#

F

浓度比较

表
!

$两组
-)

,

V<W

,

V>4

#

!

,

V<WEV>4

#

!

浓度及
'<0I<09

#

&

蛋白水平比较$$

W

%

0

%

组别
@ -)

$

Z

%

V<W

$

#/EN

%

V>4

#

!

$

#/EN

%

V<WEV>4

#

!

盐水
$ FA

+

"!"

%

A

+

#7" AA#

+

AF8

%

##7

+

%"A #&&

+

7"7

%

#8

+

7A7 7

+

F87

%

"

+

A"#

参附
%

!"

+

$#8

%

7

+

A8A

"

AA%

+

8F"

%

#$7

+

"##

#A&

+

###

%

8

+

F8%

"

8

+

#%%

%

"

+

A%F

"

$$注#与盐水组比较!

"

M \"

!

"#

(图
&

同

$$注#

-

为两组
JDK'

后
$ ?

肺组织内
'<0I<09

#

&

蛋白表达比较(与盐水组比较!

"

M \"

!

"#

(

V

为两组
JDK'

后
$ ?

肺组织内
'<0I<09

#

&

蛋白电泳图$

@ L&

%

图
F

$两组
JDK'

后
$ ?

肺组织内
'<0I<09

#

&

蛋白表达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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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一时间点!参附组
D)

,

CD

!

,

2D

!

和
D

!

:J

同

盐水组相比显著升高!而
J)

明显降低!

M<'D

!

和血清

N-'

水平更快的恢复至接近基础状态!且血清
N-'

水平明显降低!肺顺应性和气道阻力优于盐水组!

:2

#

N+)

和
M2M)

明显低于盐水组) 这些结果提示#参附

注射液有助于改善肺通气和氧合!提高氧输送和氧摄

取的能力!通过改善组织细胞的氧代谢状态!达到纠正

缺氧,高碳酸血症及酸中毒的目的!同时在减少肺组织

的结构损伤及减轻肺水肿,肺淤血方面亦有较显著的

作用) 而普通病理及超微结构电镜结果也证实了这一

结果)

严重的缺氧及伴随缺氧出现的代谢性酸中毒是窒

息后肺损伤发生的重要原因#缺氧及酸中毒可以抑制

6<

R

#

S

R

#

-*M

酶和
'<

! R

#

-*M

酶的活性!导致缺血
E

再灌注损伤后肺水肿的发生及组织细胞功能障碍&

#F

'

(

同时使活性氮,中性粒细胞和髓过氧化物酶被激活!进

一步加重肺损伤&

#8

'

) 而缺血
E

再灌注损伤是窒息导致

心脏骤停后肺损伤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

'

) 在这一

过程中!氧自由基的释放及其对肺上皮细胞的损伤至

关重要!而
KDC

和
,C-

在氧自由基的清除及内皮细

胞损伤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7

'

(在实验中参附组肺组

织内的
6<

R

#

S

R

#

-*M

酶,

'<

! R

#

-*M

酶及
KDC

的活

性均明显高于盐水组!而
,C-

的含量明显低于盐水

组) 这一结果显示!参附注射液有助于减轻心肺复苏

后肺水肿!改善肺组织细胞的能量代谢!增强细胞的抗

氧化能力并减轻内皮细胞损伤!对心脏骤停心肺复苏

后肺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肺细胞凋亡在急性肺损伤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缺氧,酸中毒及缺血
E

再灌注损伤是导

致细胞凋亡的重要诱因&

#%

"

!"

'

) 取实验动物的肺组织标

本进行电镜及
*U6:N

法检查结果均提示!在窒息导致

的心脏骤停的动物肺组织中!肺细胞凋亡的现象非常明

显!提示肺损伤严重) 但参附组
-)

和
'<0I<09

蛋白远

低于盐水组!而
V>4

#

!

蛋白高于盐水组) 由于在细胞发

生凋亡的过程中!细胞内
V>4

#

!

蛋白,

V<W

蛋白及

'<0I<09

家族蛋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

!!

'

!因此

上述结果提示!参附注射液可以抑制细胞凋亡!显著提

高包括肺组织细胞在内的多类组织细胞的生存率!从而

减轻肺损伤的程度)

心脏骤停时!机体处于最严重的休克状态!氧输送

和细胞能量代谢近于停止!当经历心肺复苏并最终到

达
JDK'

时!机体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化及各类炎性因

子的释放!系统炎症反应及机体免疫抑制!导致产生一

系列的组织损伤) 在最终形成
,DCK

的过程中!

*?#

和
*?!

细胞间的平衡被破坏至关重要&

!&

'

) 目前已

知!

*6T

#

!

,

)N

#

F

和
)T6

#

"

与
*?#

和
*?!

细胞间平衡

的保持密切相关!其中
*6T

#

!

,

)N

#

F

过度释放可以导

致
*?#E*?!

平衡的破坏!而这一细胞间平衡的存在对

于调节免疫功能和炎性反应非常重要&

!F

'

) 本实验中!

参附组
*6T

#

!

和
)N

#

F

明显低于盐水组!而
)T6

#

"

和

)T6

#

"E )N

#

F

则明显高于盐水组) 这一结果提示!参附

注射液对心脏骤停心肺复苏后肺损伤的保护作用可能

与抑制炎性因子如
*6T

#

!

和
)N

#

F

的释放!从而达到

稳定
*?4E*?!

细胞间平衡的机制有关)

中医学认为!*参附汤+具有回阳救逆,益气固脱

的作用!主治因元气大亏,阳气暴脱所致的四肢不温,

呼吸微弱,面色苍白,脉微欲绝等症) 现代药理研究证

明! 附子含有去甲猪毛菜碱对
%

受体和
!

受体均有兴

奋作用! 能明显增加组织器官的血供! 改善动脉系统

组织器官的缺氧状态&

!8

'

(而人参皂甙不仅可以促进

糖,蛋白质和脂肪的代谢&

!$

'

!还具有清除氧自由基!

减轻脏器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

8

"

%

'

) 本实验也证

实了参附注射液对心肺复苏后肺损伤确实具有保护作

用!对于改善此类患者预后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由于实验动物与人在生理结

构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健康的实验动物与病人间此

类差异明显!动物实验结果不能照搬到临床等工作中!

同时受实验动物数量所限!实验结果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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