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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avclllricular injections of anti-- 一 

endorphin~1％lm (B D at 0- 1，2， 3 h after burn 

shock(2o％ body surfacc at'ca， l00℃，20 s】_n dif． 

[~rent group ram prolonged the survival timeI delayed 

thc decrease of iriea／1 9rtcHaI prc$$uI'c(MA and 

heart rate， and postpoued thc abnormal changes 0f 

ECG ．Thc effect was mO暑t prominent at l h and little 

丑t 3 h aftcr burn 

KEY W ORDS immune scm； beta-endorphin； 

burns；shock； blood pressure； surv ival； heart 

mtc； electrocardiography 

撮耍 J大鼠烫伤后即刻及 1-2，3 h脑室注射 一内 

啡肚抗血清 8 ，效价 I：30000。可显著延长存活时 

间，改善心血管功能。以烫后 1 h给予效果最明显．3 

h给予效果不明显 

美■词 免疫血清： 一内啡肽；烫伤；体克；血 

压；存活；心率；心电描记术 

内源性阿片肽在休克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 

作用．在多种原因的休克中均有内源性阿片 

肽含量的升高，应用内源性阿片肽拈抗物可对 

抗休克 。我们在烫伤休克的研究中也有类 

似的发现 )． 内源性阿片肤有降低血压．减 

慢心率和呼吸频率 的作用 ．本工作在太鼠烫 

伤后不同时程，分别从侧脑室注射 口一内啡肽 

抗 血 清 。 观 察 存 活 时 问 、平 均 动 脉匿 

(MAP)、心率和心 电的改变，以探讨 中枢给 

予 口一内啡肽抗血清的抗休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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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闭群 Sprague-Dawley大 鼠 80只，8， 

体重 220±SD 21 g，按烫伤后注射抗血清的不 

同时间随机分为 4组，再分抗血清组和平行对 

照组，每组 lO只．乌拉坦(1．7 g·kg )ip麻辞， 

背部剪毛．应用江湾 I型 c立体定向仪，依照 

Pellegrino图谱作右侧脑室埋管，行左颈动脉 

插管．用 RM--4型多导生理记录仪记录血压 

和心电．背部接触 100℃沸水 20 s，形成 20％ 

体表面积的深Ⅱ 。至Ⅲ 。烫伤．烫后即刻，1． 

2，3 h。按组分别从悄脑室注射 s 一内啡肤 

抗血清 (实验组)或正常兔血清(对照组)． 一内 

啡肽抗血清系本室制备 ，，效价为 l：30 000． 

每隔 30 rain记录血压和心电．直至死亡．死亡 

以心电消失为准．经侧脑室埋管注射少量美 

蓝。作脑切片以证实套管位置． 

RESU【rTS 

对存活时间的影响 烫后太鼠的存活时 

间，即刻，l，2，3 h抗血清组分别为 236±55， 

366±126，298±103，268±54rain，相应对照组 

分另0为 159±42。】73±53。l97±29，212±49 

rain．其中即捌，l，2 h抗血清组的存活时间显 

著高于对照组 <0．01)．3 h抗血清组和对照 

组差别不显著． 

在抗血清组中。】h组的存活时间显著长 

于即刻组 <0．05)。但与2 h组比较，差别不 

显著． 

对 MAP 的影 响 与对 照组 比较 ， 即 

刻。l。2 h抗血清组。在给予 一内啡肽抗血 

清后。MAP值显著高于相应对照组。其中 】 

h抗血清组 。烫后 90。】20rainMAP值接近 

于 烫前 水平 ； 3 h抗 血 清组 与对 照 组 之 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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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值差别不显著(F 】)． 

出现休克 MAP 5．3 kPa(40mmI-Ig)的时 

间，即刻，】，2 h抗血清组分别为 224，277 

和 229 min。比相应对照组(分别为 】37，】34 

和 124 nlin)显著延长 <0．01)．3 h抗血清组 

和对照组出现休克的时间相差不显著． 

对心事的影 响 烫伤后各组大 鼠心率渐 

次下降．即刻．】．2 h抗血清组。给予抗血 

清后心率的降低被延缓．3 h抗血清组的心率 

变化与对照组相差不显著(Fig 1)． 

对心电的影响 对照组在烫后 70 min开 

始 出现 P—R间期延长；即刻，】h抗血清 

组 ．分别在 1 36。140 min才 出现类似变化 ， 

对照组烫后 g2min出现P波消失，QRS渡宽 

大畸形．】h抗血清组这些变化不出现或出现 

较晚(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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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脑内的 口一内啡肽能神经元主要存在于下 

丘脑基底部和延髓孤柬核。后者的肽能神经元 

可能在心血管功能 的调节 中起重要作用．本 

工作应用 口一内啡 肽抗血清，中和了烫伤大鼠 

脑脊液和脑内过量的 F一内啡肽，有良好的抗 

休克效果。提示中枢系统的 口一内啡肽，在烫 

伤休克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这一结 

果，与 Sander P等在 出血性休克与内源性阿 

片肽关系的研究结果 湘 类似． 

大 鼠烫 伤后 一内啡肽含量上升达到高峰 

的时间 和外周静脉注射 口一内啡肽抗血清的 

抗休克效果达到最佳的时间 都在烫伤或给药 

后 l h，在时间上与本实验结果是一致 的．应 

激时体内内源性阿片肽的大量释放。可能在保 

护机体上有积极 意义．本工作表明，过早应 

用 F一内啡肽抗血清，其抗休克效果并不是最 

佳的。提示 F一内啡肽在烫伤休克后的作用， 

不是单纯的加重休克．在早期可能有其积极的 
一 面 这对进一步认识应激时内源性阿 片肽 

在体内的作用无疑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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