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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胺嘧啶锌抗大鼠实验性胃溃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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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TRACT Zinc sulfadinzine(ZnSD)50。100，200 

mg／ks ig inhibited the formation of gastric ulcer in· 
d~ced by indometh aciu,stre~s aud py|oric liga tiou in 

mts respec tively and showed dose．--dependently． 

ZⅡsD 200mg／kgig ac~ leratcd the healing ofgastric． 

ulcer induced by _∞衄~ltcid． ZnSD 25 mg／k|ig 

_m5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ethanol-induced damage 

of m t gas tric mncom ． Thc amount of鲷 蚰  mucus 

glycoprot~in in gastric Lissucs was increased by 

ZnsD． In 曾巴Ⅱc ，ZnSD did notiuIlucnccthe v0 

umc ofgastric jllice and pepsin output，but ZnSD 200 

mE／k量ig decreased gastric ac曲ty． ／n vitro，znsD 
also influenced the neutralization of aeid． Itis如 

~ sted that antiulce l"action ofZnSD mly be related  to 

its preservation Of the gastric mucosal barrier and 

neutralization of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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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磺胺喀碇锌(znSD)能抑制吲哚美辛 应激性、 

结扎幽门等诱发的大鼠胃溃瘙形成．亦能促进大鼠乙 
酸性胃溃瘙的愈合．znsD能抑翩乙醇引起的大鼠胃 

粘虞急性捆伤以及提高吲哚美辛胃溃瘙大鼠胃粘膜粘 

藏糖蛋白古量．ZnSD 200rag／kg使胃藏酸度降低．具 

有中和盛作用．ZnSD的抗溃疡作用可能与提高胃粘 

膜屏摩作用及降低胃灌酸度有关． 

美t词 磺胺嘧睫锌；胃溃瘙：胃蛋白酶；抗溃疡荆：胃 
酸；糖蛋白：胃粘膜 

据报道锌具有促进溃疡愈合的作用们．近 

年来亦发现溃痔病的发生和发展与幽门弯曲菌 

有密切关系，并发现一些磺胺类药物对幽门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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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菌 有 抑 制 作 用 0 磺 胺 嘧 啶 锌 nc 

sulfadiazme。 ZnSD)是抗菌药磺胺疃啶与锌 

的化合物，具有促进烧伤刨面愈合及抗感染作 

用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多种大鼠实验性胃 

溃痔模型观察 ZnSD的抗溃痔作用以及探讨 

其抗溃疡作用的可艟机理，并希望 ZnSD的 

抗菌作用有助于溃疡病的治疗． 

M A rERIALS AND M ETH0DS 

ZnSD(河南省华兴制药厂)以 l％羧 甲基 

纤 维 素 (CMC)配 制 成 混 悬 液 ．吲 噤 美 辛 

(indomcthacin宁波制药厂)以 1％CMC配制 

成 1．5％1}昆悬液 ．阿利新 兰(Alcian blue， 

Edward Gurr产品)．其它均为AR试剂． 

Wistar大鼠由本校动物科提供，早、 8 

不拘．一般于制造溃疡前 36 h开始禁食，不 

禁水．每一实验按体重随机将大鼠分成给药组 

和 对 照 组 ．给 药 组 每 天 8：00和 16：00 ig 

ZnSD，每次剂量分别为 25，50，100和 200 

mg／kg ab 1)．一般给药 5次，对照组以同 

容量 1％ cMcig． 

实验性胃溃疡及胃损伤 

1 吲咪美辛诱发胃溃疡 大鼠24只，体 

重 208±SD 16g．按文献 Ji击略作修改，将Ⅱ弓I 

哚美辛 20rag／kg改为 3O rag／kg． 于第 5 

次 ig ZnSD 时 背 部 sc 1．5％ 吲 噤美 辛 3O 

mg／kg， 6 h后处死大鼠，计数 胃溃疡． 

2 束缚水浸应激性胃溃癌 大鼠28只， 

体重 183±l1g．于末次igZnSD后 1 h产生 

应激性溃疡(．】．6 h后处死大鼠， 计数胃溃疡． 

3 蛄扎幽门胃溃癌 大鼠 32只，体重 

329±8g．于束跃 igZnSD后 l h结扎幽门 ， 

于结扎幽门前 72 h开始禁食，幽门结扎后 l8 

h处死大鼠，计数胃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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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乙酸诱发 胃渍癍 大鼠 28只，体重 

219±9g．禁食 24 h后{5j备胃溃疡{4),ZnSD bid 

x 9 d， d 10处死大鼠．以溃疡纵横径相乘 

表示面积． 

5 无术乙醇胃粘鹿损佶 大鼠 28只，体 

重 229±I1g．于束次 igZnSD 后 1 h每 鼠 ig 

无水己醇 l m】． 1 h后处死大鼠．计数条状出 

血数【，J． 

胃酸藏 胃蛋白磷活力测定 大 鼠 32只， 

体重 228±17g．于束次 I呈ZnSD后 1 h行幽 

门结扎， 5h后处死大鼠，收集胃液以NaOH 

0．01 In 01／L滴定胃液总酸量．测定胃蛋白酶 

活力 结果以醅氨酸 g／min表示． 

胃置牯液糖蛋白测定 大 鼠处死后取出胃 

并沿大弯剖开，用冷蔗糖 O．25 rno!／L液洗 

净．测定胃壁粘液糖蛋白含量 

体外抗琏试验 取 ZnSDlg加蒸馏水 20 

m1，加酚红数滴，以 HCIltool／L滴定，以 

酚红由红变黄为指标，记录 HC!液的消耗容 

量． 

统计分折 按 f或 f 检验比较对照组与给 

药组结果的差异． 

RESU【 S 

抗胃渍瘩硬胃扭伤 

1 对吲味美辛．应激性和凼门鲒扎大鼠 

再潢癌的影响 预先路太鼠 ZnSD so'100 

或 200mg／k窟bid共 5次能明显抑制吲哚美 

辛、应激性及幽门结扎诱发的大鼠胃溃痔，并 

具有剂量依赖关系{Ta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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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时无水 乙醇引起 的胃粘膜 损伤的影响 

预先给太鼠 igZnSD 25mg／kgbid共 5次 

即能明显地抑制无水 乙醇引起的胃粘膜损伤． 

当荆量达 100 mg／ks时剐完全抑制frab 1)． 

3 时乙酸性胃潢痔的影响 大鼠连续 逅 

ZnSD 200mg／kgbidx 9 d．大鼠胃溃疡面 

积比对照组明显缩小(Tab 1)． 

对胃酸、胃液量硬胃蛋白酶活力的影响 

大鼠 igZnSD 50， 100， 200 mg／kg对 胃液 

分秘量无影响，而 ZnSD 200mg／ 使胃液 

酸度明显降低．ZnSD 50． 100， 200 mg／kg 

对大鼠胃蛋白酶活力无影响盯ab 2)． 

T曲 EA'eet fl ZoSD oI vo|ume 0|l-呐f‘clIIh。 

g~trl~-cIdIty mad pepI · d ． =8， 土 SD． 

-P>0．o5．’ (0．0曼 

对吲哚美辛性■溃疡胃璧粘液糖蛋白量的 

影响 顿先 igZnSD 200 g／ bid共 5次 

的大鼠经吲哚美辛诱发胃溃疡后其胃壁粘液糖 

蛋白量 比对照组明显增加．分别为 17．4±1．8 

和 l3．8±3．1 g／g胃组织 ：8XP<0．O5)． 

体外抗酸试验 ZnSD lg加蒸馏水 2O m1 

pH 7以酚红为指示剂 ，用 HC1 lmol／L滴 

定，结果消耗 HCl 3．1 ml，表明 ZnSD具有 

中和酸作用． 

Tab1．EA'eets orI|zI-cmlrldl~ e n_iumSer S~trk~eere, 土sD．Number or rats细 pro-eat5ese,。P>0．05， 

¨P(O舶 ．¨-P1cO．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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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l0N 

上述结 果表明 ig ZnSD 对大 鼠多种实验 

性胃溃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呈剂量依赖关 

系．ZnSD 50， 100， 200 mg／kg对 胃液分 

泌无影 响，但 200 mg／kg则使 胃液酸度 降 

低．另外 ZnSD在体外试验中具有中和酸的作 

用，由此看来 ZnSD的抗酸作用主要是通过 

中和胃酸而不是抑制胃酸分泌而实现的．本实 

验所使用的 zasD 各剂量对 胃蛋 白酶活力无 

抑制作用，但 ZnSD 200 mg／kg能使胃液酸 

度降低，这样在整体情况下可能使胃蛋白酶活 

力受抑制而发挥抗溃疡作用． 

ZnSD对乙醇引起的胃粘膜损伤有保护作 

用说明具有 细胞保护作用 ，ZnSD能提高吲 

哚美辛胃溃疡模型大 鼠胃壁粘液糖蛋白含量， 

目前认为 HCO；饱和的胃粘膜表面粘液层构 

成了胃粘膜的粘液保护屏障 )．ZnSD 也能增 

强胃粘液屏障，胃粘膜屏障包括胃粘液屏障和 

细胞屏障．本实验结果表明 ZnSD可能增强胃 

粘膜保护屏障而起抗溃疡作用． 

据报道硫酸锌与一些锌的有机化合物具有 

抗溃疡作用“，’ ，其作用机理可能与其膜稳 

定作用，抑制肥大细胞释放组胺以及稳定溶酶 

体膜作用、促进胃粘液分泌有关“)．本实验结 

果证实 ZnSD 的抗溃疡作用可能部分地与其 

促进胃粘液分泌作用有关． 

由上可知 ZnSD 确有抗 实验性 胃溃疡作 

用．其作用可能与降低胃内容酸度和增强胃粘 

膜细胞屏障与粘液屏障有关．此外近来还注意 

到幽门弯曲菌与溃疡病的关系，初步实验结果 

ZnSD对幽门弯曲菌有抑制作用，这方面的工 

作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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