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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leets of amiodarone (Ami)25 

mg ·kg一 iv on ventrieular refractory period 

caused by subthreshold single or train stimula— 

tlons were studied in rabbits． Before Ami iv， 

the refractory period was prolonged by S1一 S 

(P < 0．05，P < 0．01) and by S。( ．) which 

was intercalated to S1一S2 intervaI[ l— ， 

( )一S 2 methods]． After Ami iv，the re— 
fractory perind  was shortened by 1一 (5O 

ms，330I-Iz，6V)(P< O．01)and minimal in- 

hibitory voltage of S．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re—medication in different S。一 S 2 intervals 

(2O，25 ms)．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Ami 

may change the  mode of terminating taehycar— 

dia by electric stimulation． 

KEY W oRDS amiodarone{electric stlmula— 

tion；ventricular refractory period 

胺碘酮(Ami)25 mg·kg iv对 一 

。 ( )--S。法引起的兔心室不应期的影 

响观 察表 明：使用 一 法使不应 期延长 

Amiiv后 ，在高电压S (50ms，330Hz，6v)， 

可出现不应期缩短． 另外，使用 一 。一 ： 

法 ，当 。一 。间期等于2O，25 ms时， 。的最 

小抑制电压值高于用药前水平(P<O．05)．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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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果推测，Ami可改变电刺激终止心动过 

速的方式． 

关键词 !! ； §塑 ；：堂皇至皇塑一 

阈下单个 和 串刺激 (subthreshold single 

and train stimulations，S．and S。)能延长受刺 

激局部的心脏不应期，终止室上性和室性心动 

过速“ ． 使用普鲁卡 因酰胺可使原来靠 阈 

下刺激终止室速 ，转 变为靠阐上刺激终止室 

速 ，这可能与使用普鲁卡因酰胺，阈下刺激 

引起的不应期延长量较大有关 ，但有关胺碘 

酮 (amindarone，Ami)对阈下 电刺激引起 的心 

室不应期的影响如何 ，未见文献报道． 本文 

利用兔模型，采用阈下电刺激心脏的电生理测 

定技术，观察 Ami的这种作用． 

M ATERIALS AND M ETHoDS 

兔模型制备 兔1z只 ，旱0不拘 ，体重2．34- 0．5 

kg． 按开胸法㈣制备兔模型，用药前测定各项指标， 

随后静注 Ami 25 nag·kg叫(法国 Labaz药厂出品 ，每 

支含量50 mg·3 ml一，用生理盐水稀释1倍)，于4 min 

内注完，用药20 min后重复铡定各项指标． 

罔下 申刺激(s 一s。)法对心室不应期影 响 设置 

心室起搏周长 S，一 ，间期为200 ms，S---S：起始间期 

为200 ms． 采用程控期前刺激法m测 定量一 法不应 

期及其强度间期关系(作为对照)． 随后，脉冲频率固 

定为200 I-Iz，持续时间分别为25，50．100 m8和脉 冲 

持续时间固定为50 ms，频率分别为100 Hz，330 Hz的 

S。代替 S --S：法 中的 S：，按 S 一 法 观察换用 S 

后不应期变化及 其强度 间期关系． S 与 S 中第1十 

脉冲起始间期为150 ms S 法不应期 按程控期 

前刺激法 判定． 

罔下单个刺激(s 一s．一s )法心 室抑制 誊度问期 

关系舅定殛对心室不应期髟响 测定按 A，B两种方 

要 

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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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 A法 ，按 S。一S 一S 法。 进 行． 在 S S 

间期中加发 ＆，将 S 一S．闻期固定为 ERP 5 ms，S 

一 s 的起始间期为 ERP+5ms，之后将 S 一s 闻期依 

次 递增 (即 心室 不应期 延 长，此 时 S 一S 回期亦递 

增)． B法 ，接 S 一s．一s 法 进行． 在 S。 S 间期 

中加发 S．，将 S。 S 问期 固定为 ERP+5 ms，S s 

起始 阿期为 ERP--5 ms，之后将 S。一＆ 间期嵌次递减 

(s．一& 回期递增 )． 在 A，B测定法 中，观察 5．强度 

与 S 弓l起的心室去极被 S 抑制(心室抑制 )时的 S 

S 间期关系(心室抑制强度问期关系)． 另外，在 A法 

中，同时观察 S．强度与 S 一s2『日1期(心室不应期 )延长 

关系． 

阈下 串刺激( 。 ＆一 )法对心室不应期髟响 

接 St—St--S 法 顺序发放 St—S。 S 刺激． 其 中， 

与 S 中第1十脉冲闻期 固定为80 ms，S 脉冲发放到 

S 发放前 l ms停止 ，S。 S z问期起 始为 ERP+5 me， 

S 脉冲频率为200 Hz，观察在 S 一S涧 期中加用 S 对 

心室不应期(s 一S 问期)的延长作用． 

实验结果用配对 z检验处理． 

RESULTS 

Ami对 S 一s．法引起的心室不应期的影 

响 Ami iv前 ，使用 s 一St法使不应期延长． 

Ami iv后 ，在低 电压 S (25，50，i00ms；100， 

330 Hz；4 V)，使用 一S 法亦使不应期延 

长；但在高电压 S (50 ms，330 Hz，6 v)，使 

用 s 一 法使不应期缩短． 另Amiiv使 一 

s 及 s 一 法不应期均延长(Tab 1)． 

Ami对 s 一S --S：法测定的心室抑制 强度 

间期关系及 s---S。(s )一S 法 目f起的心室不应 

期的影响 用药前后 ，使用 s 一s 一s 法(A， 

B法)测定 心室抑制强 度间期 关系发现 (Fig 

1)，随 一是同期增宽，抑制 引起的心室去 

极所需 s 的最小抑制电压均增高(P<0．O1)， 

Ami iv后，在 s 一s 同期为20，25 ms时 (B 

法)，S 的最 小抑 制 电压 高 于用 药 前 (P< 

0．05)． 另外 ，Ami iv前 ，使用 s 一s (s )一 

s 法使不应期延长，且不应期延长程度，随 s 

(s )电压增加而进一步延长[s 从2．5士0．8 V 

增 至7．3士1．6 V (P<0．01)；S 一S 一 法 (A 

法)不应期从(1l6士14)+10 ms延长到(116士 

14)T卜25 ms(P<0．01， 一7)(Fig 1)． S 从 

0．7士0．4 V增至1．5士0．4 V (P<0．01)；S 
一  一  法不应期从ll4士l9 ms延长到167士 

23 ms(P<0．01， 一10)]． Ami iv后 ，s 一 

sz法不应期延长，用 s 一 (s )--S 法使不应 

Tab l· stim II】a“0n strength-re frac协 ry‘nten relationship m easured by 1 S2 and 
1 St m ethods before and 

after amiod arone 25 mg·kg叫 h in rabbit ventricu]e． 一 12t i土 ． 

‘P> 0．05， 。P< 0．05，‘P< O．01 S1 S2 method f rp< 0．01 contro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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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进一步延长，且不应期延长程度 ，仍随 S 

(s，)电压增加而更进一步延长 从3．1±2．5 

v增 至7．8士2．4 V (P< 0．01)；Sl—S ～S 2法 

(A 法)不 应 期 从 (157士 1 4)+ 10 ms延 长 到 

(157士 14)2-25 ms(P< 0．01， 一 7)(Fig 1)． 

S 从1．1土0．5V 增至1．8士0．5V (尸<O．05)； 

S 一s 一S 法不应期从1 70士15 ms延长到193 

士14 ms(P<0．01，n一10)j． 

工 intcrv=l／a  

Fig 1． Effect of amiodarone (Am|)25 mg‘kg iv on 

rabbit ventricular inhibiflon strength—interval mea_ 

s~red by subthreshold conditioning single stimulation 

(sI)methods(A and B methods) Pre-reed|cation (A 

method0 ，and Bmethod●)，Am|iv(Amethod[ ， 

and B method × )． n一 7， 土 ． 。P< 0．05 Dre— 

medkation (B method)． 

DISCUSSIoN 

使用 s 一s 法使不应期延长的可能机制 

是，s 的前半部分脉冲(落于 s 一s 法不应期 

中)对其后半部分脉冲 (落于 s 一s 法不应期 

之后)产生了电紧张性抑制作用所至． 此结果 

与文献报道的低 电流强度的 S I起心室不应 

期延长，高电流强度的 s 引起心室不应期缩 

短之结果 不完全相符． 这可能跟兔与人心 

室对 s 作用的反应性、心室壁插入 电极法 与 

心内导管法及选用的 S 刺激参数 不同有关． 

另在 Ami iv后 ，在较 高 电压强 度 S，使 用 S 

一 s 法使心室不应期缩短，其原因可能与使用 

Aml后 出 现 的 电紧张 性 电位 或 阈下 离子 流 的 

时间总和有 关。 ． 在 Ami iv后 ，某些 S 一Sz 

间期的 s。抑制 电压高于给药前水平 ，这 可能 

为 Ami与利多卡固类似，能通过减小 阚下刺 

激引起的局部膜电位反应，使更少的内向离子 

流失活，减轻阈下刺激的心室抑制效应” ． 从 

本研究结果推断，Am[可改变电刺激终止心动 

过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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