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5　染毒大鼠不同时期的抗氧化酶和脂质过氧化结果比较

　染毒 4周时 SOD活力最高 , 8 周时最低 , 11 周时 SOD较 8 周

时有所回升 , 三次间均数差别均有显著性(P <0.05);GSH-Px

总体均值 4周与 11 周数值相当。除 4～ 8 周末 MDA均数差异

无显著性外 ,其余两两检验差值均有统计显著性(P<0.05)。

表 4　大鼠染毒不同时期的抗氧化酶和

脂质过氧化结果比较 (x±s)

染毒时间 SOD GSH-Px MDA

4周 426.1±67.3 (86) 198.7±14.0 (86) 10.6±3.8 (86)

8周 357.3±92.7 (81) 220.4±19.5 (81) 11.9±5.1 (81)

11周 385.9±53.3 (81) 193.4±3.6 (82) 7.5±1.2 (82)

　　注:括号内数据为实验大鼠数。

3　讨论

铝在机体内蓄积可直接或间接地对机体产生损害作用 ,

如导致对神经系统 、 肾脏的损害和低色素性贫血等[3] 。研究

表明 , 这些损害多与体内脂质过氧化反应有关。 虽然铝元素

不能直接引起脂质过氧化反应 , 但 Al3+可增强 Fe2+介导的脂

质过氧化 (LPO)作用[1] , 其毒性作用可能与它促进脂质过氧

化反应而造成对细胞膜的破坏 , 进一步引起组织损伤有关。

随着氟中毒与脂质过氧化的关系研究的深入 , 自由基的产

生与连锁反应在氟毒性机制研究中倍受关注。由于氟是化学性

质极为活泼的元素 ,机体摄入过量氟后 ,氟可直接攻击氧 ,干扰

氧代谢导致氧自由基增多 , 同时氟也可能攻击构成抗氧化酶的

微量元素 , 使抗氧化酶活性下降 , 也可导致氧自由基增多;而

SOD是机体抗脂质过氧化酶促防御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酶 ,它能

有效地清除生物氧化产生的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 并有终止自由

基连锁反应的作用。由于高氟使机体内自由基堆积 , SOD在参

与清除自由基的过程中被过分消耗 ,从而引起细胞损伤[4] 。

铝氟对机体抗氧化酶和脂质过氧化影响的代谢过程十分复

杂,暴露水平和暴露时间不同均可影响其改变 ,有报道显示氟对

SOD的影响具有双向性,低水平暴露时SOD活性即可引起抑制 ,加

大染毒剂量, SOD活性可升高,这种变化可能是由于机体对抗氧化

作用的一种代偿性保护[5] ,即使同一个体的不同脏器酶活性改变

和脂质过氧化产物含量也不尽相同[6] 。本文采用了铝氟交叉设计

和动态观察,从 SOD活力结果来看 ,铝暴露4周末高剂量组<低剂

量组<零剂量组,高 、低剂量组氟暴露 SOD活力低于零剂量组 ,提

示急性期铝氟暴露确实引起机体抗氧化酶活力降低;在 8周和 11

周(相当于亚急性或慢性期)SOD处于较低水平 ,零剂量铝、氟染毒

组虽高于其他剂量组, 但差异未见有统计显著性。 GSH-Px是催化

过氧化氢和有机过氧化物还原的酶 ,铝暴露各组 4、8 周末大鼠

GSH-Px活力均较铝零剂量组有不同程度升高,氟暴露各组于11周

末大鼠 GSH-Px活力均较氟零剂量组升高, 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 ,

提示在本次实验的铝氟染毒剂量条件下 ,GSH-Px活力升高 ,机体抗

氧化能力代偿性增强。MDA为脂质过氧化代谢产物, 铝暴露 8周

末MDA结果显示,铝高剂量组>低剂量组>零剂量组 , 4、11 周末

MDA含量均存在铝氟的交互影响。

综上所述 , 铝和氟暴露的确引起生物体抗氧化酶活力和

脂质过氧化产物含量的改变 , 表现为铝氟暴露引起 SOD活力

降低和GSH-Px 活力升高 , 且存在剂量-反应关系 , 动态观察

结果提示急性期 (4 周)反应强烈 , 亚急性或慢性期 (8 ～ 11

周)结果趋于稳定。可以认为抗氧化酶活力改变和脂质过氧

化代谢紊乱是铝氟毒性机制的重要方面 , 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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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哌酮钠致戒酒硫样反应 5例报告
陈光宴 , 徐　彬 , 蒙　洁

(山东省兖矿集团第二医院 , 山东 邹城　273500)
　　5 例患者 (男 4 例 , 女 1 例), 年龄 35～ 62 岁 , 4 例因矽

肺并感染 , 1 例因泌尿系感染入院。 入院后给予头孢哌酮钠

3.0 g于 0.9%生理盐水 250 ml中静脉滴注 , 每日 2 次。在输液

3 ～ 10 天时 , 均于饮酒后 (3例饮白酒 50～ 250 ml , 2 例饮啤酒

500 ml)20分钟左右出现不同程度的头晕 、 视物模糊 、 上腹不

适 、 恶心 、 呕吐 、 心悸 、 呼吸困难 , 其中 2 例出现意识不清 ,

约 2分钟。当时测体温正常 , 心率 135 次/分 , 呼吸 30 次/分 ,

血压正常。急查心电图示窦性心动过速。立即给予吸氧 , 氨

收稿日期:2001-09-19;修回日期:2001-10-29

茶碱0.25～ 0.5 g、 地塞米松 5 ～ 10 mg 静脉推注 , 倍他乐克 25

mg 舌下含化 , 30 分钟左右症状缓解。

　　讨论

戒酒硫样反应 (无力 、 头痛 、 视物模糊 、 头晕 、 恶心 、

呕吐 、 意识不清 、 皮肤湿热 、 出汗 、 潮红 、 心动过速和低血

压)多出现于摄入酒精饮料后服用戒酒硫的病人中 , 这种反

应也可出现于饮酒后接受某种头孢菌素时 , 特别多见于核的

三位上含 MTT (甲硫四唑)侧链化合物。MTT 侧链和戒酒硫

结构类似 , 因而认为是由于类似机理 (干扰肝脏中醛脱氢酶

结合)而引起的反应。这种反应应该引起医务人员注意 , 在

应用头孢类抗生素特别是含甲硫四唑基的头孢菌素时 , 应嘱

咐患者在用药期间及停药 1 周内避免饮酒或应用含有乙醇的

药品 、 饮料等 , 以防止出现戒酒硫样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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