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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种药物对电刺激大鼠坐骨神经引起后肢皮肤血流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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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Zhefiang 

Medical 町"rsity．Hangzhou J，伽 ．Ĉ  ) 

^BSTR^CT The non-inva~ve technique of 

laser—-Doppler flowme~r(LDF)was used to measure 
the change of cutancous blood flow evoked by eleetric 

stimulation of rat seiatic DelVe．The SCiatic nerve was 

cut centrally and p~ced on bipolar electrodes．Drug 

WCl'C infubed in a carotid artery．Electdc stimulation of 

the sciatic nervc contaiIling sensot~．"afferent fibers 

cau d an incI℃asc in cutaneous blood flow．This in． 

crease was not modilied by the ia infusion of 

adrencrgic blockmg agents(phentolamine，0．1mg／kg 

and propranolol，0．5 mg／kg)，anti-musearinic agent 

(atropin~0．5 mg／kg)，anti—histamines(mepymmine． 
10mg／kg and cimetidine，10mg／kg)and 5一HTno- 

tagonist (methysergide，0．5 mg／kg) Pretreatmcat 

Withcapsaicin(50mg／kg．se)inthe newborn rat or 
the ia infusion of spantide (1， 2 mol／kg) 
significantly _nhibited th e the stimulation-induced i／2,． 

~rea~ of the blood flow．These results suggcst that 

snbstance P released from the perlphernl endings of 

sensory nL-~-ve m ay he  involvcd in vasod ilation follow． 

irIg electtic stimulation of the selatic nervc in ra t． 

KEY W 0RDS blood flow velocity； electdc sti- 

mulation；sciatic nerve；spantide；capmicin；substance 

P 

提要 电刺激古有感觉神经纤维的坐骨神经可以引起 
大鼠后肢皮肤血流量增加，这种血流量的增加不受酚 
妥拉明．普萘洛尔 阿托品 美吡拉敏、西味替丁和 

美西麦角的影响．而辣椒索或 spanfide均抑制其增 
加．结果表明电刺激坐骨神经引起的皮肤血流量增加 

与感觉神经纤维末稍释放P物质有关． 

关量词 血流速度：电刺激：坐骨神经：Spantide；辣椒 
素：P物质 

Received 1990 M ay 8 Accepted 1990 Jun 6 

‘Visiting Scholar from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Zhefiang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310006．China 

电刺激感觉神经或脊髓后根可引起伴有血 

管扩张的神经性炎症反应(1)．这种反应与感觉 

神经束稍释放 SP有关 )．感觉神经纤维内有 

SP存在” ，青有 SP的神经纤维不仅仅 在脊 

髓后角，而且在皮肤的毛细血管周围也有高密 

度的分布．我们用大鼠后肢皮下灌流的方法． 

发现电刺激坐骨神经时，灌流液中 SP的含量 

增加(未发表资料)．为了探明电刺激时神经束 

梢释放 sP与血管扩张的直接关系，本文研究 

电刺激坐骨神经引起皮肤血管扩张的机理． 

M ^TERIALS ^ND M ETH0DS 

神经刺激和皮肤血流量的测定 SD 系大 

鼠 150±SD 24 g，3，购白日本动物株式会社， 

ip乌拉坦 780 mg／kg麻醉．气管插管．在一 

侧坐骨神经安置双极 电极并覆盖液体石蜡棉 

花 除胍乙啶及其对照组外均在刺激电极的近 

心端处切断坐骨神经．同侧足背用除毛霜除 

毛 ，用激光多普 勒血 流量 仪(ALF 2100，Ad． 

vance Co Ltd，Japan)测定足背皮肤的血流量 

变化，激光探头放置在第三躐骨趾端 5 Inm处 

的皮肤上，为了监测全身性动态循环，在大鼠 
一 侧颈动脉插管，接换能器记录血压，由于坐 

骨神经内除含有感觉神经外，还古有运动神 

经 ，因此在 实验 中每 2h给 大 鼠 sc肌 松 剂 

alcuronium (Hoffmann—La Roche Co，Swis s)， 

1 mg／kg，以消除电刺激(10 V，2 Hz，1 ms 

duration，30 s)时肌肉的收缩． 

药品和给药方法 

胍乙啶(Guanethidine)，20 mg／kg，sc，qd 

x 2d． 

Capsaicin(Sigma产品)，50 mg／kg， 出 

生后 d 2的幼鼠，sc，2个月后用热板法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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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阈值上升者用于实验． 

酚 妥 拉 明 (phcntolamine)，普 萘 洛 尔 

(propranolo1)．阿 托 品(atropine)，美 吡 拉 敏 

(mcpyramine)，酉咪替丁(cimctidinc)，美酉麦 

角 (mcthysergide)，spantide(Pcptidc Institute 

Inc．Japan产品)均由股动脉内注射(ia)局部投 

药(F|窟1)．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少药物的全身作 

用． 

nlI．Dlakqrmn ofII1曲 哪 ¨ ofdrol~． 

ia用 微 量 恒 速 注 射 泵 (Microinjccfion 

pump CMA／100 Sweden)．给药 时间是从 电 

刺激前 10min开始，给药速度为 12,ul／rain， 

5min内注射完毕． 

RESULTS 

坐骨神经电刺激 30 s后，大 鼠后肢足背皮 

肤血流量迅速增加．在 30-120 s之间达到最 

高水平(+356±80％ =̂13)，同时全身血压也 

发生短暂的上升．在切断坐骨神经的大鼠，电 

桶激时皮肤血流量先出现短暂地下降，随后迅 

速 增 加 ，峰 值 在 6o_-180 s之 间 (+85± 

12％． =̂17t)，较神经末切断组低，但全身血 

压未发生变化(rig 2)，因此本文中除胍乙啶组 

及其对照组外，均藏于坐骨神经切断 

经胍乙啶处理的大鼠电刺激坐骨神经时， 

后肢皮肤血流量增加 357±86％ =29)．与对 

照组比较无显著差异 <0．os)． 肾上腺索受 

体阻断药酚妥拉明(0，1 mg／kg，ia)，卢肾上腺 

索受体阻断药普萘洛尔(0．5 mg／kg，ia)以及 

M 胆碱受体阻断药阿托品(0．5 mg／kg，ia)投 

2 2．Effect of elecU'Ic stimulation(1OV．2m ，1 mj 

duxatlon)for 30 ôf the cut~latle nene¨ 0口t·-eoB 

blood flow and the sy~emk blood p~ re． 

药后．电刺激坐骨神经时，后肢皮肤血流量的 

变化与投药前基本相同(1ab 1)，H。组胺受体 

阻断药 mcpyraminc(10 mg／kg，ia)合用 H2 

组胺受体阻断药酉眯替丁(1o mg／kg，1a)以及 

5一H丁拮抗剂 mcthyscrgidc(0．5 mg／kg，ia)投 

药后，电刺激坐骨神经时后肢皮肤血流量的变 

化 与投药前亦相同(Tab 1)．P物质 的拮抗剂 

spantidc(1-2 Innol／kg．ia)投药后，电刺激坐 

骨神经时皮肤血流量增加的幅度较投药前显著 

Tab 1．Effects of Is 7 dn辨 ∞ the tncreue(％ 'of 

laeer-Doppl~~"flowmeter readin~ evoked b， electfle 

stimulation of edatic meT~re． ± SD． ’P> 0．05， · 

’-p < Ⅱ_05
．
¨ ’P< Ⅱ_O1． 

Drug Dose Rats Before After 

Phento|aminc 0．i mg／kg 10 B8±20 78± 18" 

Propranolol 0．5 mg／kg 6 Bl± 12 87± 18" 

Atropine 0 5mg／ks 7 8O± 19 89~28" 

M epyfamine 10mg／kg 

+ 8 79±12 94±2|． 

Cimctidine 10mg／ks 

M ethysergide 0．5mE／kg 5 81± 22 76± 18" 

Spantide l／lmol／kg B 77±13 42±lr’ 

2pm ol／kg 9 81± 14 12± 一 

。  

— 非J0 

一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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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Tab 1) 

用 capsaicin处理后 的大 鼠，电刺激坐骨 

神经时，皮肤血流量增加 23±5％ ==5)，而对 

照组电刺激坐骨神经时皮肤血流量增加 84± 

14．2％ =10)，有显著差异 <0 01)． 

DISCUSSl0N 

用激光多普勒血流量仪能观察到电刺激大 

鼠坐骨神经时后肢皮肤组织血流萤显著增加 

激光多普勒血流量仪的工作原理是发射出的激 

光束遇到移动中的血细胞发生反射，根据多普 

勒效应计算出血细胞移动的速度，血细胞移动 

速度的增加反映单位时间内血流量的增加．由 

仪器 直接 显 示 出血 流量 的读数 ，单 位是 

ml／(rain-l00 g tissue)_由于 He-Ne激 光的 

穿透力仅为 l mm，因此 ，激光多酱勒血流量 

仪的读数变化实际上反映激光探头部位皮肤组 

织内微循环的动态变化 J 用激光多普勒血流 

量仪测定血流量变化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对组织 

没有损伤 本研究中，每间隔 】小时电刺激坐 

骨神经 1次，重复刺激 7次以上激光多普勒血 

流量仪的读数变化基本相同 

实验结果表明，电刺激坐骨神经引起的皮 

肤『衄流量增加，不受肾上腺素神经阻断药，M 

胆碱神经阻断蓟，抗组胺药以及 5一HT拮抗药 

的影响 ． 

Spantide [( —Arg1,D-Trp ，Leu“卜sP】 

是人工合成的 P物质的特异性拈抗利 ，其化 

学结构与 P物质桐似，仅在放链 的第 1，7，9 

和 li位的氨基 酸披特 代．特大 鼠股 动脉 ia 

spantide(i一2#tool／ks)后，电刺激坐骨神经 

引起的皮肤血 量增加的幅度较给药前显著降 

-373 - 

低 <0 05，P<0 o1) 

Capsaicin是红辣椒 中提取的一种辛辣成 

分，能使感觉神经中细直径 的 c一纤维变性 ， 

成年的动物给以 eapsaicin后可以引起感觉神 

经可逆性 变性，变性时间持续几天到 1个月左 

右，在动物韧生时给药可引起感觉神经终身变 

性 )．本 研 究 中 ，在 大 鼠初 生 第 2天 sc 

capsaicin，2个月后经热板法确认感觉神经已 

经变性再给大鼠坐骨神经电刺激，观察皮肤血 

流 量增 加 的 幅 度 与 对 照 组 比较 显 著 为 低 

(P<0．01)． 

以上结果表明，电刺激坐骨神经引起的大 

鼠后肢皮肤血流量增加与感觉神经纤维释放 P 

物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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