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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中以大鼠为模型 ，观察补充 

和不补充复合营养素对湿热复合创伤机 

体脂质过氧化的影响，为研究提高机体 

急性应激能力提供新资料和实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与分组 ：Wistar大鼠 56 

只(由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动物所提 

供)，雄性，体质量 18O～240 g，随机分为 

湿热创伤给药组和湿热创伤对照组。每 

组各分为热应激 1 h、热应激 2 h、热应激 

后 4 h(热应激 2 h后常温下放置 4 h)、 

热应激后 10 h 4个时间点，每个时间点 

7只大鼠。 

1．2 主要试剂与仪器 ：实验前新鲜配制 

质量分数为 3 的戊巴比妥钠和质量分 

数为 0．1 的肝素钠溶液 ；超氧化物歧 

化酶 (S0D)试剂 盒和 丙 二醛 (MDA)试 

剂盒由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 

960全 自动酶 标仪 为美 国 Metertech 

INC产品；仿真模拟气候舱 由本校自制 

(可调节温度、湿度、风速等)；维生素 c、 

维生素 E、L一左旋精氨酸(L—Arg)均为 

国产医用产品 。 

1．3 模型制备： 

1．3．1 营养模型：对照组动物给予去离 

子水灌胃1周(O．5 ml／lO0 g)，给药组大 

鼠每 日以维生素 c 4．2 mg／kg、L—Arg 

500 mg／kg(去离子水溶液)、维 生素 E 

8．4 mg／kg灌胃，连续灌胃 1周。 

1．3．2 创伤模型制作 j：动物剃去背毛 

后 ，3 戊 巴比妥钠 溶液 30 mg／kg腹腔 

注射麻醉，99 c沸水背部浅 Ⅱ度烫伤， 

烫伤面积约为体表面积的 1O 。 

1．3．3 高温暴露条件 ：干球 内温度为 

(37±0．5)c，相对湿度为(65±5) ，暴 

露时间为 1～2 h。 

1．4 样本采集与指标测定：每次实验均 

于同一时间点开始，实验过程中分别于 

暴露 1 h和 2 h及暴露后 6 h和 12 h等 

4个时间点麻醉动物，腹主动脉采血。血 

样经静置 30 rain后，3 000 r／rain离心 

10 rain，取上清置于低温冰箱(一20 C) 

保存待测。样本于同一时间由专人采用 

s0D试剂盒(黄嘌呤氧化酶法)和 MDA 

试剂盒(硫代巴比妥酸法)用 960全 自动 

酶标仪测定 。 

1．5 统计学分析：检测结果用均数±标 

准差( ±s)表示，用 SPSS 10．0统计软 

件进行 t检验和方差分析，尸<0．05为 

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 不 同时间点 血浆 SOD和 

MDA含量变化见表 1。结果显示，对照 

组血浆 SOD含量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 

2 h降低至最低点，然后略有升高，很快 

又下降；给药组血浆 SOD含量呈现先是 

升高然后下降的趋势，2 h至最高点，后 

缓慢下降；但组 内各时间点血浆 MDA 

含量比较差异无显著性。而对照组血浆 

MDA含量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6 h达 

最 高点，然后 大幅 下降；给药组 血浆 

MDA含量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6 h达 

最低点，后略有上升；但组间各时间点血 

浆 MDA含量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2．2 两组 间 S0D和 MDA 比较 ：对 照 

组 2 h血浆 s0D含量与给药组 1、2和 

6 h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尸值分别为 

0．014、0．003和 0．010)；对照组 12 h与 

给药组 2 h血浆 s0D含量 比较差异显 

著(尸一0．029)；对照组 1、6 h血浆 s0D 

含量与其余时相点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另外，给药组 1、2、6 h均与对照组 2 h血 

浆 SOD含量 比较有显著性差 异(尸< 

0．05)。对照组 1 h与给药组 6 h血浆 

MDA 含量 比较亦有显著性差异(尸一 

0．042)；对照组 2和 4 h与给药组 6和 

12 h血浆 MDA含量比较均有显著性差 

异 (尸值分别为 0．011、0．044、0．008和 

0．033)；给药组 6 h与对照组 1、2和 6 h 

血浆 MDA含量 比较均有显著性 差异 

(尸值分别为 0．042、0．011和 0．008)；对 

照组 12 h、给药 1和2 h血浆 MDA含量 

与各时相点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2．3 动物整体情况：湿热创伤对照组 

6 h和 12 h两个时间点动物于出舱后 

120 rain内各死亡 1只；湿热创伤给药组 

12 h时间点有 1只出舱后 4 h内死亡。 

表 1 两组大鼠伤后不同时间血浆 SOD和 MDA的变化( ±s，，l一7) 

Tab．1 Comparison of plasma SOD and MDA after injury in two groups(x-+-s，，l一7) 

注；与湿创对照组比较； P<O．05，一P<O．O1；与伤前值比较 ：A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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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热暴露后除了 

弓l起水盐代谢紊乱以外，还会引起体内 

脂质过氧化反应的加剧，自由基产生增 

加，造成体内重要脏器与组织的氧化损 

伤。。 ；在高温高湿环境下，机体通过汗 

液蒸发散热而丢失大量体液，使水、电解 

质代谢紊乱，加之高温环境下体 内氧运 

输障碍，出现广泛的脂质过氧化反应，造 

成机体 SOD活性降 低，MDA含量 升 

高“ 。本研究 中联用高温和创伤刺激 

时，对 照组血浆 s0D及 MDA 含量变 

化，结果与文献报道一致 。MDA可以与 

蛋白质的游离氨基作用，引起蛋白质分 

子内和分子间的交联 ，从而使功能蛋白 

丧失活性，主要损伤细胞膜和线粒体 ，并 

可直接损伤血管内皮细胞，使血管调节 

素作用减弱，从而导致微血管通透性升 

高 。加上机体正处于低血容量状态， 

而使机体迅速发生循环衰竭。 。实验中 

高温创伤对照组动物出舱后 120 min内 

死亡 2只也说 明了此 点。 

维生素E、维生素 A、维生素c和黄 

酮等是体内存在的 自由基非酶清除系 

统 。SOD能有效地清除超氧化物阴 

离子自由基，其催化超氧阴离子歧化为 

H 0 和 0 的速度比其生理 pH下自我 

歧化高 104倍⋯ 。维生素 E的存在可稳 

定细胞膜，使细胞膜处于活动性高、通透 

性严密的状态，可保护细胞膜上大量的 

不饱和脂肪酸不被氧化，还可保护膜蛋 

白的活动结构，起到对 机体 的保护作 

用。 。本实验中给药组动物给予含有维 

生 素 C和 E等抗 氧化剂 的复 合营养 素 ， 

结果显示能明显抑制 MDA的增加，提 

高 S0D的活性 ，这可能是实验 中湿 热创 

伤给药组动物出舱后只死亡 1只的原 

因。因此，应激前给予复合营养素干预对 

机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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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读  者  

· 启 事 · 

新的一年孕育着新 的生机 ，新 的一年代 表着新的面貌 ，新的一年意味 着新的起点 和新的 目 

标 。新年伊始 ，在辞 旧迎新之际 ，刚刚加盟中华医学会 的两大期刊 系列—— 国外 医学和 中国医 

学 系列 杂 志 ，将 以崭 新 的 面貌 呈现 在 广 大 读 者 面 前 。 

根 据 卫生 部 、科 技 部 、新 闻 出版 总 署 有 关科 技 期 刊 调 整的 规 定 ，由 卫 生 部 主 管期 刊 中 的 32 

种 杂 志 ，自 2003年 7月起 正 式 划 归 中华 医 学 会 主 办 。为 了便 于 管 理 ，中华 医学 会 将 新 主 办 的 杂 

志 分 为 两 大 系列 —— 中 华 医 学会 国外 医 学 和 中 国医 学 系列 杂 志 ，并 成 立 了专 门的 管理 办 公 室 。 

为保持 中华 医学会 系列杂 志的一贯特 色，两 系列杂志统 一使用 了有 中华医学会标识 的封 

面 和 统 一 的 编 排 格 式 ，同 时也 保 留 了 国外 医 学 和 中 国医 学 系列 杂 志 的 原 有 风 格 ，使 其 成 为 中华 

医学会期刊方 阵中的新亮 点。 

刚刚迈入 中华 医学会期刊 方阵的新 成 员们 ，必将 同享 中华医学会百年历史 底蕴 和丰厚 专 

家资源 ，秉承 中华医学会“服务 医药卫生事业 ，推进 学术交流”的一贯 宗 旨；在 广大读 者、作者和 

审稿者 的悉心扶持 下 ，在编委会 和编辑部 的共 同努 力下 ，全方位 地服务于 广大 医务工作 者 ，全 

面 反 映 国 内外 医 学 学 术 发 展 水 平 和 最 新科 研 成 果 ，促 进 学 科 发 展 ；与 原 有 的“中华 ”系列 一 起 ， 

互相学 习，取 长补短 ，以更加 丰富、全新 、多层 的 面貌 呈现 在 医学界 同仁 面前 ，以更加 完善 的服 

务 ，更严谨的作风 和更科 学的态度 向广大读者奉 献更 高水 平的文章 ，共 同繁 荣我 国医学期 刊事 

业 。我们也期待着读者 朋友 ，一如 既往地给予我们关注和支持 。 

惟有求 变，方能生存 ；惟有超越 ，方能卓越 。让我们一起努 力，共创新 的辉煌 ! 

(中华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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