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mg/kg组各有 2只小鼠在第 16天时出现轻微的食欲下降 ,

20 mg/kg组小鼠在第 17天时出现食欲下降 , 精神萎靡。至染

毒结束时无动物死亡 。

2.2　待测样品蛋白含量

根据标准酪蛋白的含量和吸光度计算出回归方程为:y=

0.065+1.76x, r2 =0.982 3, 根据测得的脾脏微粒体的吸光度

利用回归方程计算出待测样品蛋白含量。

2.3　GSH-Px、 SOD活力和 MDA含量

由表 1可见 , 随着偏钒酸铵剂量的增大 , 脾脏微粒体中

GSH-Px、 SOD活力逐渐降低 , 与对照组相比 , 2.5 mg/kg组

的脾脏微粒体中 GSX-Px、 SOD活力降低不显著 (P>0.05);

5 ～ 20mg/kg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P<0.01)。实

验组 MDA含量随偏钒酸铵剂量的增加而升高 , 与对照组相

比 , 2.5mg/kg组升高不显著 (P>0.05);5 mg/kg组显著升

高 (P<0.05), 10 ～ 20 mg/kg组升高极显著 (P<0.01)。

表 1　偏钒酸铵对小鼠脾脏微粒体 GSH-Px、 SOD

活力和 MDA含量的影响

组别
GSH-Px活力

[ nmol/(mg· min)]

SOD活力

[ nmol/(mg· min)]

MDA含量

(nmol/ml)

染毒 2.5mg/kg 149.82±20.50 65.74±1.18 24.19±0.74

染毒 5mg/kg 125.39±5.23＊ 63.82±2.32＊ 25.93±1.57＊

染毒 10mg/kg 121.53±3.70＊ 59.35±0.85＊＊ 28.53±1.56＊＊

染毒 15mg/kg 84.80±24.82＊＊ 48.21±2.10＊＊ 34.25±1.21＊＊

染毒 20mg/kg 78.71±10.84＊＊ 40.89±1.50＊＊ 40.10±0.68＊＊

对照组 154.49±22.47 69.43±1.30 22.04±0.75

　　与对照组比较 , ＊P<0.05, ＊＊P<0.01

3　讨论

本实验结果表明 , 偏钒酸铵在 2.5 mg/kg剂量时对脾脏

微粒体中 GSH-Px、 SOD活力和 MDA含量无明显影响。在 5 ～

20 mg/kg剂量范围内可显著降低小鼠脾脏微粒体 GSH-Px和

SOD活力 , 升高 MDA含量。 SOD、 GSH-Px活力的降低及

MDA含量的升高说明机体分解和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减弱 , 破

坏了体内自由基产生与清除之间的动态平衡 , 使自由基在体

内大量积累 , 从而破坏生物膜脂质双层结构 , 使膜流动性和

通透性增加 , 转运受到影响。 微粒体主要成分为内质网膜 ,

内质网膜受损 , 蛋白质合成 、 蛋白质糖基化和脂类合成等都

会受影响。这种毒作用势必会影响到淋巴细胞正常的发育及

免疫应答。除此之外 , 也会影响到脾脏的其他功能。

李才等 [ 13]研究了钒酸盐对糖尿病大鼠组织自由基防御机

制的影响 , 在水中加入 100 mg/L和 200 mg/L的钒酸钠后 ,

大鼠肝中还原型谷胱甘肽含量和肾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活力无明显影响;但肾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活性

降低 , 肾脂质过氧化物 (LPO)含量上升 , GSH-Px/LPO降

低 , 证明了钒酸盐具有过氧化性。其研究结果与本实验结论

一致 , 所不同的是鼠的机能状态不同 , 研究的靶器官不同 ,

本实验是从亚细胞水平检测偏钒酸铵对抗氧化酶活力的影响。

本实验的不足之处在于所用动物数量相对较少 , 也未对

其组织损伤变化进行研究 , 关于偏钒酸铵引起谷胱甘肽过氧

化物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的降低以及丙二醛含量升高的

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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