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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前胡丙素2≤的降压及对外周血管阻力的影响 ∀方法  在肾型高血压大鼠模型与正常血

压大鼠用尾容积法测血压 ∀用  ⁄2型输液泵连接于麻醉杂种犬 以控制血流量与压力法直接测定锥动脉 !冠脉

左旋支 !股动脉的阻力 ∀结果  2≤  ##
给药  对肾性高血压大鼠  降压峰值时间为  从

 ?  降至1 ? 1 降低原水平   持续至  ∀2≤ 分别以  Λ#及  Λ#与

2∞  Λ#
√可降低上述血管的阻力 减慢心率 降低阻力呈剂量相关 ∀结论  2≤ 有降压作用 降低犬外周

动脉阻力 增加小鼠耐缺氧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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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胡丙素 ∏ ≤ 2≤及 ∏ ∞

2∞是从伞形科 植物白花前胡

Πευχεδανυµ πραερυπτορυµ ⁄∏根中提出的单体成分 ∀

有报道 2≤ 及双氢丙素增加冠脉流量的作用为

的 1倍 ∀2∞为 年代提取的新成分 ∀

在离体猪冠脉条及豚鼠左心房研究中发现≈ 
抑制

冠脉条的 ≤为  Λ#
2≤和 2∞均能松驰

猪冠脉条 降低豚鼠左心房收缩力 其效应与钙拮抗

剂相似 ∀ ×
≈用豚鼠结肠带作实验 2≤ 能

阻滞
≤

 穿入平滑肌细胞 ∀以上研究提示 2≤

可能有钙拮抗作用 而该类药物主要用于降压 !抗心

绞痛 !抗心律失常 ∀为此 本研究拟探索 2≤ 的降

压作用 以及 2≤ 和 2∞对锥动脉 !冠状血管及

股动脉血管阻力的影响 以及对小鼠耐缺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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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肾型高血压大鼠   体重 ?  α ⎯

兼有 健康 ≥∏2⁄大鼠 只 动脉血压在清

醒非麻醉及保温 ε  状态下用尾容积法 

以   2型大鼠血压心率记录仪上海高血压病

研究所产品测血压 次 取平均值 作为手术前正

常血压 ∀测压后戊巴比妥麻醉 腹正中切开 将 1

直径的银夹狭窄左肾动脉 手术后注射青霉素

万单位 周后可获得两肾一夹即 肾型

高血压模型 选用收缩压   大鼠随机分为

组 每组 只  2≤ 组 2≤  # #

配成  #1 
浓度 以聚乙二醇 作为溶

剂 ∀ 组 为已知药对照 硝苯地平

 ##
同样以聚乙二醇 作为溶剂 ∀

 溶剂对照组 聚乙二醇   ##
连

续给药  前  于    和  后  

于   和  分别在给药后    和 

各测血压 次 取平均值 ∀

  正常血压大鼠  正常清醒血压大鼠 只 测量

次血压 取平均值 与上述   一样分为 组 给

药方法与剂量亦同上 连续  ∀

  锥动脉 !冠脉左旋支与股动脉阻力的测定  体

重 ?  杂种犬 只 α ⎯ 兼用 以 ⎯ 为主 按

本研究室建立的直接测定外周血管阻力的方法≈


√戊巴比妥钠  #麻醉 人工呼吸 从颈根部

分离锥动脉 √肝素  #
   后再注射 

#
分离一侧颈动脉并插管 由颈动脉供血 通

过  ⁄2型输液泵 将血液输送到直接插入锥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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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的插管 调节输液泵的流量 使测定的外周血管阻

力与血压基本接近 记录锥动脉阻力 在泵后管道中

用恒温水浴 ? 1 ε 保持血液温度 分离另一

侧颈动脉记录全身血压 ∀待血压与外周阻力稳定后

进行实验 分别于给药前后记录血压 !外周阻力与心

率 ∀另用犬 只 左第四肋间开胸 剪开心包缝于胸

壁成摇篮状 于左心耳下方分离冠脉左旋支 同上法

测定冠脉阻力 ∀犬  只同上法测定股动脉阻力 ∀

2≤ 用聚乙二醇  配成  Λ#1 
及 

Λ#1 
两种浓度 以 1 #的容量√ 并

以同等容量的溶剂作对照给药 ∀只犬给予溶剂对

照 给药后观察  对血压 !阻力均无影响 ∀

  小鼠耐缺氧实验  取    昆明种小鼠 

只 按体重 !性别 !活动状态分为 组 每组 只 ∀每

批实验共 只小鼠 2≤ 组 !2∞组及溶剂对照组

均 只 给药  后 分别 异丙肾上腺素 

#
 后将 只小鼠置于同一密闭玻璃容

器内内用有机玻璃隔成  格 容器内放有吸收

≤ 的钠石灰 观察小白鼠死亡时间 作为耐缺氧指

标 实验期间室温    ε ∀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 ξ ? σ表示 组

间分析采用 τ检验 ∀

结 果

1  πρα2Χ对肾型高血压大鼠的降压作用

经两肾一夹手术后 周 形成稳定的高血压 血

压值以 °表示 2≤ 组血压原为  ? 

1 ? 1 手术后血压升高为  ? 1 ?

1 较原水平上升   组较原水平上升

  溶剂对照组上升   在给予 2≤ 前 周于

给药后  血压即开始显著下降为  ? 1 ?

1 较原水平降低    为降压峰值时间 血压

下降至  ? 1 ? 1 较原水平降低   持

续到   ? 1 ? 1仍较原水平降低   ∀

而 降压作用较强 给药后  即降低原水平

  峰值时间为  较原水平降低    后血

压即已恢复 可见 2≤ 降压作用较 温和而持

久 ∀溶剂对照组无任何影响 ∀给药后  周可见 

2≤降压作用较前 周更强 更持久 在给药后  

为  ? 1 ? 1降低原水平    仍为作

用峰值时间 血压为  ? 1 ? 1 降低原水

平   直到  1 ? 11 ? 1 仍低于

原水平   而 的降压效果与前 周相似 可见

2≤给药时间愈久 降压作用愈强愈持久 无耐药

现象 长期给药优于 溶剂对照组无影响 ∀

2  πρα2Χ对正常血压大鼠的降压作用

2≤  #
 后 测量血压 药

后  为降压峰值时间血压由原水平  ? 1

? 1降至 1 ? 1 ? 1 降低原水平的

   已基本恢复 ∀ 降压峰值在    降

低原水平  与 1   已基本恢复 ∀说明二

者对正常血压动物降压作用较弱 但 2≤ 的降压

作用较 温和持久 与作用于高血压模型一致 ∀

3  πρα2Χ与 πρα2Ε对外周血管阻力的影响

3 .1  对锥动脉血管阻力的作用  麻醉杂种犬 

只 2≤  Λ#
√及  Λ#

√ 阻力与血

压表示值 °大剂量降低锥动脉阻力较小

剂量更显著  Λ#降低锥动脉阻力的峰值时

间在  给药前  ?  ? 1Π1 ? 1

1 ? 1降低到  ? 1 ? 1Π ? 1 ?

1降低了原水平    后开始回升 到 

锥动脉阻力为  ? 1 ? 1Π ? 1

? 1仍比原水平低   可见 2≤ 降低锥动脉

阻力时间持久 ∀ Λ#降低锥动脉阻力的峰值

时间在  给药前  ? 1 ? 1Π ? 

1 ? 1降低到  ? 1 ? 1Π ? 1 ?

1 降低了原水平的 1   后开始回升 

 已恢复到原水平 二者呈明显的剂量相关 ∀

血压亦相应降低 但较锥动脉阻力降低较少 而且峰

值时间也不一致 ∀2≤  Λ#
√降压峰值时

间在  从给药前  ? 1 ? 1Π ? 

1 ? 1降低到  ? 1 ? 1Π ? 

1 ? 1降低原水平    Λ#降压峰值

时间也在  降低原水平   ∀心率减慢 

2≤  Λ#在  时从给药前 ? 次

Π降低到 ? 次Π减少原水平 1  

 Λ#在  时减少原水平   ∀2∞ 

Λ#锥动脉阻力显著降低 峰值在  降低

原水平   较同剂量的 2≤作用较弱 持续到 

即已恢复原水平 血压降低峰值在    

降低原水平   心率轻度减慢  时减少原水

平   ∀

3 .2  对冠脉左旋支与股动脉阻力的影响  麻醉杂

种犬 2≤  Λ#
√  ν  在作用峰值时间

 冠脉左旋支阻力降低原水平   血压降低

原水平   持续   后逐渐恢复 ∀ 2∞ 

Λ#冠脉阻力降低原水平   血压   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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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持续  后恢复 ∀2≤ 与 2∞ ν

 分别√  Λ#后 2≤使股动脉阻力降低

原水平   血压   2∞ 降低股动脉阻力

  血压   二者峰值时间均为  以后逐渐

回升 ∀2∞作用较弱 ∀

4  对小鼠耐缺氧的影响

2≤  #
小白鼠耐缺氧时间为1

? 1   ν   同量 2∞1 ? 1   ν 

 溶剂对照组1 ? 1   ν   二者与对照

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Π  1 ∀ 2≤ 1

#
2≤耐缺氧时间为1 ? 1 同

量 2∞ 1 ? 1 溶剂对照组1 ? 1

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均 Π 1 ∀

讨 论

本研究室曾对江苏产白花前胡进行品种鉴定 

确定系 Πενχεδανυµ πραερυπτορυµ ⁄∏根据提取的前

胡甲 !乙 !丙及 ∞素进行了降压与抗心肌缺血研究

的筛选研究 发现其中前胡丙素2≤扩张血管作

用最强 虽然早年已确定其结构式 但未见有关降压

作用的研究报告 ∀本文用肾型高血压  大鼠模

型和正常血压大鼠研究其降压效应 两种动物一

次 2≤ 后血压即下降 降压峰值在  连续给药

 者降压效应比  强 而且持久 说明该药无

耐药性 ∀与同剂量 比较 降低幅度基本相似 但

持续时间短 开始时降压幅度稍强一些 但无显

著差别 ∀而 2≤ 降压作用温和持久 可见此药很

有开发的价值 ∀不同剂量 2≤ 对外周血管有明显

的扩张作用 在控制流量与压力情况下 能明显降低

锥动脉 !冠脉 !下肢血管阻力 以降低锥动脉阻力作

用最强 并呈剂量依赖性 ∀2≤降低外周阻力时亦

降低血压 提示其降压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外周阻

力 冠脉左旋支与下肢血管阻力亦显著降低 但对下

肢阻力作用较降低冠脉阻力强 这些作用说明 2≤

在降低血压时能扩张脑 !心血管 增加供血供氧 对

高血压患者是有利的 ∀小鼠耐缺氧实验表明 2≤

及 2∞均能显著延长耐缺氧时间 且呈剂量依赖

性 提示 2≤及 2∞对心肌缺氧是很有利的 ∀本

室研究也证明 2≤ 能减轻心脏受缺血再灌注的伤

害≈
我们用高血压左室肥厚的模型≈ 

2≤ 能有

效地逆转高血压左室肥厚 改善心脏舒张功能 降低

胶原含量 改善左室肥厚心肌的 




2×°酶和

≤
 2×°酶 也能逆转高血压左室肥厚动物血管肥

厚的病理改变 提示 2≤ 作为抗高血压药物进行

深入研究 有很重大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 2≤ 在

降压时 即使外周阻力下降很低 心率并没有反射性

增快 随着剂量增大 心率减慢 在测定锥动脉阻力

时 心率减慢呈剂量依赖性 有利于降低心肌耗氧

量 ∀我们曾用离体豚鼠右心房≈进行研究 2≤ 

Λ#
给药后  右房自律性下降 ?   

 后抑制作用趋于稳定 下降 ?   而且

抑制 ≤≤ 所致右心房频率加快作用 ∀离体实验也

证明了整体犬实验时心率减慢的作用 但此减慢的

幅度很少 不会造成心率过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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