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蓑若类药抗肾上腺素休克兔的作用

及其对球结膜微循环影响的观察

生理教研室 刘 凝 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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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蓑若类药用于抗休克以及改善微循环在临床上已取得 较 好的 效

果
，
其作用机制尚在探讨中

。

儿茶酚胺是各种类型休克早期在体内产生的应激

性体液因素之一
，
故本实验采用肾上腺素高浓度 ��������静脉滴注造 成 动

物休克模型作为对照组
，
分组观察蓑若类药 �阿托品

、

山蓑若
、

东蓑若碱和樟

柳碱 �对抗肾上腺素休克所致的作用
。

实验过程中观察了兔球结膜微循环
，
并

记录了部分动物的心电和股动血压
。

根据动物存活时间
，
经统计学处理

，
实验

组与对照组比较
，
山蓑若碱组���

�

��
，
东蓑若碱组和阿托品 组���

�

��
，
樟

柳碱组部�。 �

��
。

球结膜微循环观察与以上结果符合
。

凡是在实验过程中始终

保持良好状态
，
或只有短时间微循环障碍又很快恢复的动物

，
存动时间长， 相

反
，
微循环障碍状态不恢复或恢复甚慢的动物

，
存活时间甚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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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实验动物为灰色杂种家兔
，
雌 雄 不

拘
，
体重�

�

���
�

���
。

用盐酸普鲁 卡 因

局麻
，
在股动脉插管

，
供记录血压

。

从耳

缘静脉滴注或静推给药
。

定时记录心电
。

球结膜微循环观察用双目立体微循环境
，

并作了拍照记录
。

肾上腺素休克模型制备
�

盐酸肾上腺

素用�
�

������溶液稀释
。

依���稀释 为

��
�

���的比例
。

剂量为��叮��
。

液体装

在特制的����容量的注 射 器 内
，
联 上

���一��蠕动泵
，
以��������小时 的

速度滴注
，
即肾上腺素滴注浓度为�����

� ��血�����
。

在滴注过程中观察血压
、

心

电和球结膜微循环状态
。

滴注完毕持续观

察数小时
，
如动物朱死亡

，
过夜前让动物

下手术台
，
只观察动物死亡时间

。

实验分组
�
单纯滴注肾上腺素组为对

照组
。

实验组为在滴注肾上腺素前�����
尸

注射 蓑若 类药
，
肌 注和静推给药

，
剂量

各半
。

分组和用药剂量如�
�
阿托品组 用

硫酸阿托品������灯��
，
山蓖 若 组 为

���一�注射液
，
�������

，
樟柳碱为澳氢

酸樟柳碱��一巧� ����
，
东首若碱为功�

����
。

各组在实验过程中观察指标 和 肾

上腺素组同
。



实验结果

实验动物存活时间
�
各组动物在滴注

肾上腺素过程中或注射完毕即刻死亡者其

存活时间均列为 。 ，
在滴注完毕后�小时内

死亡者列为� �
，
存活时间超过��小时者

列为���小时
。

结果见表
。

动物死亡原因
�
凡存活时间短者

，
在

滴注肾上腺素过程中
，
从呼吸道流出粉红

色泡沫状液体
，
动物呼吸窒迫

，
呼吸频率

变快
，
胸部有小泡音

。

死亡前动物挣扎
，

口唇青紫
，
心肌缺氧以至心电��段下降

，

表 各组动物存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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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倒置
，
继友心力哀竭

。

病理检查有肺

水肿和肺淤血
，
左心室扩大

，
肝肾有的有

淤血斑
。

病理组织检查与大体观察一致
，

肺水肿和肺淤血
，
心肌间质

、

心外膜和心

内膜均有点状出血
。

少数有肝浊肿
， ’
肾小

球毛细血管淤血
。

动物存活时间长者
，
以

上现象减轻
，
但仍有肺水肿和淤血

，
心肌

间质出血等变化
，
死亡原因均为肺

、

心衰

竭
。

动物血压
�
见曲线图

。

�

合电变化
�
对照组在滴注肾上腺素开

始后数分钟内有短暂的心律紊乱
，
滴注末

期��段下沉
，
�波倒置

。

实验组大 都 分

无心律不齐
。

动物存活时间短者
，
很快发

生心肌缺氧的心电现象
，

存活时间长或
，

在滴注肾上腺素完毕前大部分动物心电基

本恢复正常
。

球结膜微循环观察
�
对照组在滴注肾

上腺素数分钟后微动脉明显收缩
，
血流变

·

快
，
微静脉也轻度收缩

，
此时血压升高

。

但数分钟后开放的毛细血管大大减少
，
镜

下不见任何毛细血管
，
只有几条较大血管

可见
。

滴注的中
、

末期血流明显变慢
，
血

管边缘不清
，
有水分渗出

，
血流 呈 泥 砂

样
。

滴注完毕前 常 发 生红细胞渗出
，
血

流呈分段现象
，
呈虚线状缓慢流 动 或 停

流
。

实验组在阿托品
、

山莫若和樟柳碱用

药后可见血管有轻度舒张
，
山蓑若作用最

明显
。

东蓑若则无明显舒血管作用
。

在滴注

肾上腺素过程中都有时间短暂和程度不等

的血流障碍和毛细血管开放数目减少的现

象
。

但山艾若组微循环不 良状态 恢 复 最

快
，
而且反应稳定

，
动物反应的个体间差

别不大
。

其他实验组反应不甚稳定
，
个体

差别较大
。

此外在各组中都曾观察到个别

动物在微循环恢复过程中有比正常开放更

多的毛细血管存在
。

各组的球结膜微循环

的附图只是从每组中选出一例为代表
，
不

能代表各组总的变化
，
因为各组的反应都

有个体差异
。

讨 论

一
、

对于肾上腺素休克模型的讨论
�

任何类型的休克
，
在发展过程中 儿 茶 酚

胺
，
组织胺

，
五经色胺

，
激肤类

，
前列腺

素以至 乙酞胆碱等类物质
，
在体内产生水

平升高
。

其中儿茶酌胺的升高是在休克过

程中所产生的代偿性的重要体液因素的一

种
。

休克时儿茶酚胺的分泌量比平时可提

高胡����倍
� 。

儿茶酚胺过高浓度会加

重休克的的发展
，
它使血管痉挛

，
血粘度

升高
，
血小板集聚以至易于产生微血栓

，

导致微循环障碍
，
微循环缺血缺氧

，
使细

胞代谢失调 以至发生细胞形态和功能的不

完整性而影响器官功能
，
�����������

‘ �

等在实验犬观察到内毒素休克和肾上腺素

休克的发展过程和病理变化极为相似
。

故

本文用高浓度肾上腺素静脉滴注的方法制

造休克动物模型以进行观察
。

在滴注肾上

腺素过程中
，
动物首先发生休克肺的急性

‘

症状
，
口中流出粉血色泡沫状液体

，
呼吸窒

迫
，
最后动物呼吸困难而挣扎

、

死亡
。

分

析其病理过程
，
可能是肾上腺素造成全身

微血管痉挛 �肌肉者例外 �
，
再加上其对

血流力学的影响
，
心功能降低

，
造成体循

环的抵排高阻
。

肺循环本来压力低
，
此时

前阻力加大
，
肺血管痉挛

，
肺循环流出受

阻
，
故大量血液淤积于肺循环造成肺循环

高压
，
形成肺水肿和肺淤血

。

此时肺动静

脉交通支开放
，
造成血液缺氧

。

一旦心肌

缺氧严重
，
心跳停止

，
动物死亡

。

但都是



呼吸停止先于心脏的停止
。

从体外注射高浓度肾上腺素 造 成 休

克
，
以观察药物对抗肾上腺素的作用

，
其

优点是分析单纯一个因素—
‘
肾上腺素在

休克发展中的作用
，
并可 以探讨某些药物

抗休克作用的部分原理
。

缺点是 不 能 代

表药物抗休克的全部作用原理
。

但利用这

样方法来探讨药物抗休克 的 原 理是可行

的
。

二
、

实验结果莫若类药抗肾上腺素休

克的效果以山苍若最佳
，
东蓑若碱和阿托

品次之
，
樟柳碱效果不明显

。

后者不明显

的原因是否可以这样考虑
�
儿茶酚胺是在

休克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主要物质
，
但不

是唯一的物质
。

樟柳碱对抗肾上腺素的作

用不明显
，
不能说明钾对抗其他物质也不

明显
。
一九七七年我们观察到东蓑若碱和

樟柳碱对抗失血性休克兔的利尿作用 �” �，

结果樟柳碱效果比东蓑若碱明显
。

说明樟

柳碱改善肾循环作用明显
。

故樟柳碱抗休

克机制尚待进一步探讨
。

如何理解蓑若类药抗休克的机制� 众

所周知
，
莫若类药是中枢和外周抗胆碱类

药
。

也有实验证明有抗儿茶酚胺解除血管

痉挛的作用
�

‘ 。

因此
，
蓑若类药既 有 阻

滞� 一 受体
，
又有阻滞� 一 肾上腺素 受 体

的作用
，
故有抗肾上腺素调节微循环的作

用
。

除此以外
，
应考虑影响微循环的因素是

多方面的
。

除血管的舒缩状态外
，
血液本身

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

在球结膜微循环的观

察中发现
，
滴注肾上腺素后数分钟就开始

有血液流变学的变化
，

例如血流变为泥沙

状
，
红细胞堆聚成条棱状的通过血管等

。

并初步观察到滴注 肾 上腺 素后 红 细 胞

皱缩
，
边缘呈花边状

，
变形能力降低等现

象
。

对于这方面的作用
，
还 待进一 步 观

察
。

三
、

从实验观察
，
兔球结膜微循环变

化与兔存活时间相关
。

凡微循环状态始终

良好者
，
动物存活时间最长， 短时间发生

不 良变化又很快恢复者
，
成活时间也长，

微循环变化逐渐恶化者很快死亡
。

说明球

结膜微循环观察可 以反映出个体循环系统

的整体总状态
。

但休克时血液重新分配以

保证活命器官的循环
。

球结膜微循环与哪

些器官的微循环变化平行发 生
，
尚 待观

察
。

〔本实验工作承祁友健同志 大 量 协
助

，
杨玉芬

、

阎东栋
、

雷延祥等同志做了

实验配合
，
我院病理教研室张人立和关彬

彬同志做了死亡动物的病理检验
，
于此表

示致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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