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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乐定对小鼠及大鼠烫伤后水肿形成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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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ory effects of clonidine on edema formation 

after thermal injury in mice and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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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an 710055，chI，Ⅲ) 

ABSTRACT Clonidine l ms ／kg iP given 

before thermal injury significantly inhibi- 

ted the edema formation in mice and rats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burn． C1onidine 

0．1 ms／ ip gave no such effect，but it 
be came effective aftet being administrated 

via icY．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clonidine 

on edema f0rma tion were abolished  by pre． 

treatment with yohimbine 5 ms ／ks ip，but 

not with prazosin 1 0 ms／kg ipI The trac- 
ing by 11 0 In labelled transfertin demolls． 

trated  that clonidine decreased the capfllsry 

permeability in burned tisSUeS 1 h after 

burn．When clonidine 1 ms ／kg was siyen 
ip tO the rats 20rain be fore burn．itlower． 

ed  the level of lipoperoxide in the  sc门l】n 

2 h after bu rn．The 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inhibttoty effects of clonidine on edema 

formation is mOSt probably due to the  de — 

pre~ion of sympathe tic activity via 2 reecp- 

tot during thermal injIlry． 

KEY W ORDS burns： ed en~ ca llary 

permeability： cloni dine：yohi mbine：pr azo— 

sin：liptd peroxide s 

摄l 可乐定 l2 ／kg ip明显减轻 小 鼠 及大鼠 烫 伤 

局部组织水肿的形成． 可乐定 0．1 2 ／kg ip，上述抑 

制作用不明显，而同一剂量 icv， 则有显著 的 抑制作 

用．可乐定逸一作用能被育亨宾所阻断， 嚷唑嗪对其 
无影响．“ mIn示踪表明， 可乐定 明 显降低伤部组织 

血管渗透性． 可乐定能 明显 降低大鼠烫伤后血清脂 

质过氧化物的升高程度． 

9 Apt 28 

共■■ 灼伤’水肿， 毛细血管 渗透性，可乐定 

育亨宾I嚷唑嗪，过氧化脂质 

灼伤后最重要的病理生理改变是血管通透 

性增高，大量血浆样液体外渗导致组织间隙水 

肿f】’．灼伤可以引起交惑神经的强烈兴奋，大 

量的儿 茶 酚胺 释放 入血， 导致 微循 环的 紊 

乱 ’． 本实验室曾发现可乐定对灼伤休克动 

物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而灼伤后血管通透 

性增加所致的血容量降低在灼伤休克的发生 中 

具有重要作用．本实验的目的旨在研究可乐定 

对烫伤后血管遥透性及水肿的影响，同时探讨 

交感神经在烫伤水肿形成中的作用． 

M A御巳RIALS 

盐酸可乐定(clonidine，桂林制药厂)，盐 

酸育亨宾(yohimbine，Sigma)，盐 酸哌 唑礤 

(prazostn，北京制药工业研究 所)，⋯ 系用 

西南反应堆工程 研 究 设 计 院 生 产 的 ”咯n一 

“ In发 生 器 制 备． 

Wistar大 鼠 (195±SD13 g) ，LACA 小 

鼠(19．6±1．1 g)均由 本校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大鼠在实验环境中至少饲养 1 wk． 

METHODS AND RESUIJ1 

烫伤模型的 作 

1小最烫伤模型 清醒小鼠背 位固定在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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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网上，将剑突 平面以下 部位 浸入 ；8℃热水 

中烫 20 s后取出擦干． 

2大鼠烫伤模型 A)清醒大鼠背位固定在 

铁丝网上，将剑突 平面以 下部 位浸入 7O℃热 

水 中烫 20 s后取出擦干， 烫伤面 积 约占体表 

面积的 4O ．B)清醒大鼠背位 固 定在特制的 

木板固定台上，将占体 表面积 4O 的背 部皮 

肤置于怫水中烫 10 s后取出擦干． 

组衄含水量测定 杀鼠后取伤 部 组织(大 

鼠职伤部皮肤，小鼠职伤肢 皮肤 及肌肉)测其 

湿重，然后将组织放入 60℃烘箱 中 烤 48h后 

测其干重．每克组织含水量计算公式如下 每克 

组织含水量 =(湿重 一千重)／湿重，以％表示． 

可乐定烫伤前 29rain给药} 育亨 宾、哌 

唑嗪烫伤前 50min给药． 

可乐定对太、小■烫伤水肿的影响 

I对大鼠烫伤水肿的影 响 可 乐 定 组 (1 

mg／kg，ip)和盐水对照组各 6鼠．用A法烫伤 

后 1 h活杀，测每克份部组织的 含水量．结果 

表明可乐定明显减轻伤部组织水肿的形成，可 

乐定组为 6B．5±3．2 ，生理盐水组为 71．2± 

2．9％，两组差异显著(P<O．05)。 

2时小鼠烫伤水肿的影响 可 乐 定 组(同 

1)和盐水组各 6O鼠，分别子烫 后 0．5， 1和 

3矗活杀测伤部组织的含水量，结 果 表明可乐 

定明显抑制小鼠烫伤后伤肢组 织 水肿 的 形 成 

(见 Tab 1)． 

icy可乐定对小■烫伤水 肿的 影响 小鼠 

40只随 机匀分为 4组． 可 乐 定 0．1mg／kg， 

ip，可乐定 0．1 mg／kg，icy；生理盐水 O．2ml／ 

10 g，ip；生理盐水2Opl，icy．烫伤后 2 h活 

杀，结果表明小剂量 可乐定 icy明显抑制小鼠 

烫伤后伤肢组织水肿的形成，而同一剂量 ip对 

水肿无明显影响(Tab 1)． 

青事宾和暇睦噱对可乐定抑新烫伤水肿作 

用的影响 小鼠 120只随机匀分为 6组．I：可 

乐定溶解在生理盐水中，1 ms／kg，ip；Ⅱ：可乐 

定(同 I)+育亨宾 5ms／kg，ipjⅢ：生理盐水对 

照|Ⅳt可乐定溶解在葡萄糖溶液中，1 rag／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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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1． Effect of c|onid e．A)0．1 mg／kg ip 

or icv． 20／min hef0” burn 00 edema 2 h after 

burnin micej B) 1 mg／kg ip，20min before 

burn oD postburu edemainmice and C) 1 me／ 

kg ip， 20 rain before burn 0]1 the level of senm  

lipoperoxide 2 h after bu rn in rats． i±sD． 

‘P>O．O5，．．P< O．O5， ⋯ P< O．01 w safioe． 

n Saline CIom dme 

A)W ater content~ ( ) 

icy 10 76．6± 1．2 

ip 10 76．2+--1．6 

B)W ater content( ) 

Time(h) 

0．5 20 

1 20 

3 2O 

C)Lipcperoxide 

Prebwtn 12 

Po~tburn 12 

74．5± 1．9 

75．4±2．6 

． 6± 1．8 

(nmol／m1) 

2．6± 0．8 

3．8± 0．6 

74．9± 2．1⋯  

76．9± 0．6 

71．7± 1．4⋯  

72．1± 1．7⋯  

74．4± 】．3⋯  

2．5= 0．6。 

3．0± 0．6⋯  

i pl V：可乐定(同 Ⅳ)+哌唑嗪 10ms／kg， ； 

Ⅵt葡萄糖溶液对照．烫伤后 2 h活杀测伤肢组 

织含水量，结果表明育亨宾能够阻断可乐定对 

烫伤水肿形成的抑制作用，丽哌唑嗪则无影响 

(见 Fig 1)． 

卓 
、一 

d 

： 
t 

： 

： 
■ 

譬 

Fig 1． Influence of A)yohimbine (Yoh，5 mg／ 

kg ip， 50 min before burn) an d B) prezosifl 

(Pra，1O ms／~g ip。50 min before born)On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clonidine(Clo， 1 rag／ks ip， 
20 min before born) on edema 2 h after burn 

in mice． n=20， i± SD， P> 0．05 s NS． 

⋯ P<0．01 s bh+CIO or Ns。 > O．05 s Clo． 

”fP<O．们 w GS (Il札∞抽 )． 

1●— ●叫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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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乐定对烫伤局部组鲺血管遥透性的影响 

小鼠 23只随 机分为 3组． 可 乐 定lrag／k皇， 

ip； 生理盐水对照’ 正 常对 照．烫前 10rain 

iv” In(3，485，873 cpm／ml，10 ml／ks)，烫 

后 I h活杀放血 ，取伤部组织，置 60℃烘 48h， 

然后恻每克干重 组 织 每分钟 的放 射 性 强度 

cpm／g哥二重．实验采用 ” In体内标记输铁蛋 

白测定血管通透性的方法 ’．结果表 明可乐定 

组烫伤局部组织放射性计数较生理盐水组明显 

减低，可乐定组为 406±85 cpm／g干重，生理 

盐水蛆为 515±105cpm／S干重，两 组 差异显 

著 (P<0．05)． 

可乐定对烫伤后太■血清脂质过曩化物的 

彤一 可乐定 lrag／kg，ip组 和 生 理 盐 水对 

照组各 12只大鼠．B法烫伤，分别于烫伤前、 

后 2 h取血清标本测脂质过氧化 物的含量 ’． 

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可乐定明显减低烫伤 

后血清脂质过氧化物的增高程度(Tab 1 c)． 

奉实验结果表明，可 乐 定 1日 ／kgip 明 

显抑制大 鼠及小鼠 烫伤 后伤 部组 织水肿的形 

成，小剂量可乐定 0．1ms／kg icy亦具有减轻 

水肿的作用，但该 剂 量 ip则无影 响． 与此同 

时可乐定的抑制水肿形成作用可以被育亨宾所 

取消，而哌唑嗪对其无明显影响，表 明可牙碇  

主要通过 中枢 n：受体发挥其抗烫 伤 后水肿形 

成的作用． 同位 素示 踪结 果进一步说明其抑 

制水肿形成的作用与降低烫伤局部组织血管通 

透性有关．近年来自由基在烫伤水肿形成中的 

作用逐渐受到重视，发现血清中脂质过氧化物 

的含量于烫伤后明显增加，并且认为自由基是 

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加 的主要原因．可乐定所显 

示的明显降低烫伤后血清脂质过氧化物的增高 

程度的作用，可能是降低血管通透性的因素之 

一

． 文献中对烫伤后交感神经活性增高与血清 

脂质过氧化物增高之间的关系虽不十分清楚， 

但有人认为可能烫伤 后由 于交 感神 经活性增 

加，导致游离脂肪酸尤其是不饱和脂肪酸的释 

放增加，而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通过脂氧化酶和 

环氧化酶的作用转变为 自由基，导致血管内皮 

细胞损害，通透性增加 ’．可乐定之所以能够 

减少脂质过氧化物的增高程度，推测可能与其 

降低交感神经的活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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