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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时
,

应当认识到 取决于 七
。

结 论

由表观分布容积表示 的分布在药代动力

学中是一个基本参数
,

这一参数对体内药物

的滞留和多剂量血浆浓度的波动度而言是十

分重要的
。

这一参数对 蛋白质的结合是很敏

感的
,

因此这种结合改变时
,

预期疾病状态

也有所变化
。

〔  《临床药理学杂志》
,

,  ,

英文 〕

香蕉粉的抗溃疡作用及其对粘膜抵抗力的影响

印度
、, 大学医学研究所药理室

朱友平译 郑钦岳校

据报香蕉粉或成熟香蕉对保泰松
、

组胺

等诱发的豚鼠
、

大鼠和小鼠胃溃疡有抗溃疡

作用
。

香蕉治疗可以逆转阿司匹林
、

保泰松
、

消炎痛 和强的

松龙 弓起的胃液中碳水化 合物

蛋白的比例
一

匕 降低
,

比是粘

膜抵抗力的可靠指标
。

本文报道香蕉粉对各

种实验性胃和十二肠溃疡的抗溃疡作用及其
,

能机制
。

材料和方法

动物 株近交系大白鼠
, 一

雌雄

兼用
,

体重  
。

雄性豚鼠
,

体 重
。

香蕉粉 将粉蕉
·

果肉切 成 薄 片
,

℃阴干后粉碎
,

所得香蕉粉用水配成混悬

浓
,

灌胃 相当于  
,

每天二次
‘ 。

贵疡模型 用  
、

一 、

 
,

和

诱发大鼠胃溃疡
。

禁食过夜的

大鼠皮下注射 半胧胺 造成

大鼠十二指肠溃疡
。

禁食 小时的豚鼠腿部

肌注 磷酸组胺 次
,

注

射间隔半小时
,

造成豚鼠十二指肠溃疡
。

姐织学研究 胃粘膜 经 蓝 或

染色后 观察下列内容 溃 疡

程度级数 用测微计测量粘 膜 厚 度

用 蓝染色的胃粘膜

中糖蛋自的含量变化 用 认 染

色的胃切片中胃粘膜 的  含量
。

生化研究 测定大鼠胃腺粘膜 中
、

和蛋白质 的含 量 法
,

用 液

闪仪测定
“ 一

胸营掺入 量
。

结 果 以 每

蛋白质中 和 的协 数表 示
, “

胸营掺入量每 的 每分钟 计

数 表示
。

结 果

杭贵疡作 用 香蕉粉灌胃治疗显著降低

本研究所用全部胃和十二指肠模型的溃疡发

生率 表 和表
。

组 织 学研 究 香蕉粉治疗后 胃粘

膜厚度显著增加 表
。

蓝染色在对照组中基本上被胃腺粘膜的顶端

细胞吸收
。

处理 天
,

与对 照组比较胃

粘膜几乎不吸收染料
。

而未处理组和 处

理组经香蕉粉治疗后
,

不 但被 蓝深染
,

而且染料被粘液腺深层吸收
。

胃粘膜

切片经 染色后
,

香蕉粉治疗组 比对

照组有更多的红斑聚集
,

但未观察到有丝分

裂
。

生物 化学 胃粘膜 含量没有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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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香蕉粉治疗组较对照组动物的 含量

和
“ 一

胸普掺入显著增加 表
。

在用无

甘草酸甘草 和 处理的大鼠中

也观察到粘膜 的
一

胸着掺入增加
。

表 香蕉粉和 对
、

 
、

和 诱发的大 胃胃溃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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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香蕉粉对组胺和半耽胺诱 发的豚鼠和大 鼠十二指肠清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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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香蕉
、

D G L 和A S P 对 大鼠胃拈膜厚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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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研究结果表 明粉蕉对大鼠和豚鼠的胃及

十二指肠溃疡有抗溃疡作用
。

香蕉粉不仅对

溃疡的产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_

而且还促进

P B Z和 A S P诱导 的豚鼠和大鼠溃疡 的愈 合
。

有人提出香蕉的抗溃疡作用不是由于其抗酸

或缓和作用
,

‘

而是由于增强胃粘膜屏障抵抗

力所致
。

这是因为香蕉治疗后胃依蛋自质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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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香蕉C M D
、

A L H

、

D G L 和 A S P对 大 鼠胃拈膜D N A
、

R N A 和
“
H

一胸 普穆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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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明显降低
,

香蕉粉可 以防止致溃疡物引起

的血清蛋白质渗入 胃液
。

A l
o

i
a n

蓝在酸 性

溶液中特征性地染色唾液粘蛋白
。

胃粘膜顶

部和粘膜深层被 al
oian 蓝深染提示香 蕉治

疗促进粘膜细胞分泌 粘液
。

A S P 处理 后粘

膜细胞几乎不 吸收染料
,

香蕉可 以逆转 A SP

的这种作用
。

这些结果表明香蕉治疗增加粘

膜抵抗 力
。

F
eu

l g
en 染 色 胃 粘膜 红 斑 聚

集增加提示粘膜中D N A 含量增加
,

这 与 生

化方法测得香蕉治疗组D N A 含量和
“
H

一

胸

普掺入显著增加的结果一致
。

这些结果表明

细胞是增殖增加而不是肥大
,

细胞增殖增加

不仅使粘膜增厚而且还有助于溃疡愈合
。

常

用抗溃疡药物西咪替丁 (C M D ) 和氢 氧 化

铝 (A L H ) 不影响细胞对
“
H

一

胸普的摄入
,

说明这些药物不是通过细胞增殖促进溃疡愈

合
。

另一抗溃疡药去甘草酸甘草似乎通过细

胞增殖促进愈合
,

也可能通过增加粘膜细胞

的寿命而起作用
。

总之
,

研究结果表明香蕉粉促进溃疡愈

合而且增加粘膜对致溃疡物的抵抗力
。

〔J
.
E th

n o p lla rm a c ol
.
《民族药理学杂志》

,

1 5
:

3 3 1 9 5 6 ( 英文) 〕

阿司匹林在心血管疾病中应用的进展

海军总医院 张 沂综述 孙忠实审阅

早在15 年前
,

国外就开始对阿司匹林在

心血管疾病中的有益作用进行了大规模的调

查研究
。

随着对血小板在血栓形成发展过程

中的作用的认识的不断深入
,

人们更加重视

阿司匹林的抗血栓作用在临床的应用
,

并在

嗯阿司匹林作为心血管血栓的辅助治疗中取
J
德汀显著的效果

。

一
、

作用机制
‘ .

:
:阿司匹林抗血小板作用 的主要机制是将

血小板环氧酶乙酞化
,

作用 的部位是环氧酶

活性部位的丝氨酸基
。

血小板内含有大量的

前列腺素前体物质一花生四烯酸
,

花生四烯

酸在环氧酶 的作用下生成许多前列腺素的不

稳定的环内过氧化物
,

其中的前列腺 素 G
Z

(P G G Z) 和前列腺素H
: (P G H Z) 在血栓

素A
:
合成酶作用下生成血栓素A

:(T X A :)
,

T X A
:

有强烈的血小板聚集作用
。

血小板环氧酶对 阿司匹林的抑制作用非

常敏感
,

一次给药325 m g
,

可使环 氧 酶 约

90 % 失活
,

作用维持 8一 9 天
,

与血小板寿

命接近 (正常约为10 天)
。

最近发现
,

人的血管壁内皮细胞中含有

丰富的前列环素合成酶
,

可使P G G
Z
和P G H

Z

转变为前列环素 (P G I户
,
血小板中 不 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