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简便、分析时间短、杂质干扰小。

3 HPCE在药物分析中的应用

近来HPCE 在药物分析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由于该法的分析时间比 HPLC 短、成本低,

进样方式简单等优点, 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其中 M ECC 可同时分析带电和中性的

药物混合样品,若在缓冲液中加入适当浓度的

改性剂(如甲醇、乙醇、丙酮等)可增加样品组分

的溶解力, 扩大 MECC的应用范围, 改善分离

效果, 缺点是延长迁移时间。在药物分析中最

常用的技术是 M ECC 和 CZE 技术, MECC 和

CZE 技术是以自由溶液为载体, 配制方便, 按

照样品分析的要求, 只要改变载体的组成等就

可以适用于多种样品的分析, 如原料药、多种混

合物、药物纯度控制、药物复方制剂、多肽或蛋

白质药物、生物样品、代谢物分离。如电解质载

体中选用环糊精可用于手性化合物分离; 选用

SDS可适用于大多数水溶性药物; 选用胆汁盐

可用于脂溶性药物的分离;由于自由溶液中水

及大多数电解质在紫外区无吸收, 可选用

210nm 的波长,因此可适用于绝大多数药物的

分离及定量分析;由于进样量少, 分离效能高,

灵敏度高,可用单细胞胞浆的直接分析。

展望: HPCE 技术自 80年代以来得到迅速

发展,在分析化学和生物医药学中已有广泛应

用,应用最多的是药物分析,特别在混合组份中

药分析分离中表现出其独特的优势, 使在临床

体液标本的测定方面一直处在研究和探索阶

段,主要表现在测定标本的范围不断扩大,测定

分析条件的不断完善。预计随 HPCE 自动分

析仪的推广和应用, HPCE 分析技术会逐渐为

包括临床药理在内的临床实验室的常规测试所

接受,以改善现有的测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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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氮对动脉压力感受性反射的作用

刘 卫 华 南(解放军第 88 医院 山东泰安 2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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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阐明硝酸酯类药物通过释放作为血管

内皮细胞松弛因子的一氧化氮( NO)产生其扩

血管作用以来, NO 的研究深入到心血管、中枢

神经、呼吸、消化、免疫系统各个方面。NO 对

动脉压力感受性反射( ABR)虽然只是其心血管

系统作用中一个小的方面,但由于 ABR在血压

调节中起重要作用, 所以这一方面的研究也颇

受重视。本文旨在综述这方面研究进展, 为进

一步探讨提供参考。

1 NO的合成与释放

L- 精氨酸( L- Arg)是体内合成 NO的底

物,在 NO 合酶( NOS)的作用下, L- Arg 被氧

化为NO和 L- 瓜氨酸。NOS分为结构型和诱

导型。由结构型 NOS 催化产生的 NO 与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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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作用有关, 而诱导型 NOS 催化生成过量的

NO 参与其细胞毒性作用。NO不同于传统意

义上的递质或药物, 它不是直接作用于受体而

起作用,而是作用于鸟苷酸环化酶使 cGMP 升

高而作用。NO 还可影响其它递质的释放, 如

抑制去甲肾上腺素[ 1]和乙酰胆碱[ 2]的释放。

2 NO对 ABR的作用

反映 ABR 功能的方法有多种, 如 Smyth

方法[ 3]、测定血压波动性、Valsalsa[ 4]、机械性改

变颈动脉窦跨壁压法[ 5]等。近年来的研究证

实, NOS 抑制剂可使动物血压波动性提

高
[ 6~ 8]

, 因而认为它参与ABR功能的调节。对

清醒狗的 24h 频谱分析表明[ 8] , 阻断 NO 合成

后,在 0 1~ 0 5Hz范围内的血压波动性提高,

与NO舒张平滑肌细胞的频率是一致的
[ 9]
。而

ABR的传入神经即主动脉神经和窦神经缓冲

血压作用的频谱在 0 1Hz左右, 低于 NO 产生

作用的频谱[ 6]。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点提示:

生理状态下 NO的释放对维持 ABR功能, 稳

定血压是有利的; NO对 ABR的作用可能不

作用于传入神经。进一步的研究是[ 10] ,给离体

的兔颈动脉窦标本注射 NO 或 S- 亚硝基半胱

氨酸(可产生 NO)可使其压力- 交感神经活动

关系曲线右移, 表明过量的 NO 能抑制动脉压

力感受器的活动。

3 NO对 ABR作用机制的初步研究

给兔静脉注射 L- 精氨酸或 NOS 抑制剂

使血压降低或升高的同时并不改变血压- 交感

神经活动曲线的斜率, 表明生理情况下 NO 对

ABR的影响并不在外周[ 11] , 由此推断其作用

在中枢。孤束核是 ABR 的初级传入中枢, 但并

不是唯一中枢, 孤束核有 - 氨基丁酸能神经

元和谷氨酸能神经元与延髓腹外侧和极后区发

生联系共同参与血压调节。有脑室内注射 L-

精氨酸使血压升高的报道[ 12] ,这是 NO对各脑

区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般认为 NO 参与中枢性

血压调节[ 12, 13] , 并认为这一作用发生在孤束

核[ 14] ,孤束核内注射 NOS 抑制剂可致血压升

高及肾交感活性提高, 而在极后区注射则不发

生这种作用。这些研究能得出孤束核参与 NO

调节血压的结论,但由于没见到更进一步的证

据,还不能肯定地说孤束核也参与 NO对 ABR

的作用。

总之, NO 对 ABR 作用的机制尚未阐明,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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