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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饲左旋精氨酸对烫伤大鼠肠道 

保护作用机制的研究 

陈斌 付晋凤 袁卫红 许琰 罗志航 汪虹 陈宗华 李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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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 氨 酸 与 烧 伤 · 

【摘要】 目的 探讨喂饲左旋精氨酸(L—Arg)对烫伤大鼠肠道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机制。 

方法 将 66只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6只，不作烫伤和其他处理)、精氨酸组(30只，烫伤后 

2 h喂饲 70 L L—Arg，l ml／次 ，2次／d)和普通喂养组(30只，烫伤后喂饲等量凉开水)。检测正常对 

照组及两组烫伤大 鼠伤后 6、l2、24、48、72 h肠组织 内皮 素(ET)水平 、一氧化氮 (NO)含 量 、ET／NO比 

值以及血浆内毒素水平的变化 ，并取回肠组织标本作病理学观察。 结果 伤后 6、12、24 h，精氨酸 

组大鼠肠组织 ET水平分别为(0．80±0．26)、(0．75±0．30)、(0．63±0．22)ng／g，低于普通喂养组 

(1．26-4-0．38)、(1．34-4-0．37)、(0．97-4-0．19)n#g(P <0．05)；其 NO含 量显 著高于普通喂 养组 (P < 

0．01)；ET／NO比值和血浆内毒素水平均低于普通喂养组(P <0．05或 0．01)。病理学观察显示，精 

氨酸组大鼠肠黏膜损伤情况明显轻于普通喂养组。 结论 喂饲 L—Arg可减轻烫伤大鼠肠组织缺血 

再灌注损伤 ，有利 于保护肠黏膜屏 障功能 。其机制 为喂饲 L—Arg后增 加了肠黏膜 局部 NO的含量 ，有 

助于维持ET／NO比值 的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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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protective effect of oral L—arginine(L—Arg)on 

the intestine after scald injury in rats． Methods Sixty—six Sprague—Dawley(SD)rats were randomly divid— 

ed into three groups：i．e．normal control(N，n=6，without treatment)，oral L—arginine group(A，n 

30，with 1ml 70g／L of L—Arg per os 2 times a day from 2 post scald hour(PSH))on with normal enteral 

feeding and group B(n：30，with oral feeding of cold boiled water after scald)．The changes in the content 

of superoxide dismutase(SOD)，mal0ndialdehyde(MDA)，nitric oxide(NO)，endothelin(ET)，ET／NO 

ratio in the intestine and the level of plasma endotoxin(LPS)in portal vein were．assessed at 6，1 2，24．48 

72 PSH ．Ileum tissue samples were harvested for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Results The ET content in 

the intestinal tissue in A group at 6，12 and 24 PSH (0．80±0．26 ng／g，0．75±0．30 ng／g，0．63±0．22 

ng／g)was obviously lowerthan that in B group(1．26±0．38 ng／g，1．34±0．37 ng／g，0．97 4-0．19 ng／g， 

P <0．05)，but the NO contents in the intestine in A group at the same time poi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B group(P <0．0 1)．The ET／NO ratio and the level of plasma endotoxin in A group were sig— 

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B group at each time point(P <0．05 or 0．01)．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showed that the intestinal mucosal injury in the A group was obviously milder than that in the B group． 

Conclusion Oral L—arginine was shown to have the effects to ameliorate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of the 

intestine and to protect the barrier function of the intestinal mucosa．This might be related to an increase in 

the NO level in intestinal mucosa resulting in maintenance of a stable ET／NO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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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证实，大鼠烧伤后早期行肠道喂养可增 

加肠黏膜血流量、减轻肠道缺血再灌注损伤⋯。笔 

者曾观察到，喂饲左旋精氨酸 (L-arginine，L-Arg)可 

减轻烫伤大鼠肠道缺血再灌注所引起的脂质过氧化 

损害，推测其机制可能与喂饲 L-Arg导致肠黏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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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一氧化 氮(NO)含量增加有关 。在此基础上 ， 

笔者又进一步探讨喂饲L-Arg对烫伤大 鼠肠道缺血 

再灌注损伤的具体作用机制。 

材 料 与 方 法 

1．动物模型及分组 ：66只健康 SD大鼠(云南省 

天然药物药理重点实验室)，雌雄不限，体重(220± 

20)g，随机分 为正常 对照组 (6只)、精氨酸 组 (30 

只)和普通喂养组(30只)。正常对照组大鼠不作 

烫伤和其他处理。精氨酸组大鼠用 20 g／L氯胺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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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6 mg／L阿托品混合溶液(3～5 ml／kg)腹腔注射 

麻醉 ，背部脱毛后 ，置 (92±2)cc热水中浸烫 18 s， 

制成 30％TBSA Iii度烫伤模 型(经病理切 片证 实)， 

伤后立 即用等渗盐水 (40 ml／kg)复苏 ；伤后 2 h开 

始喂饲 70 g／L L—Arg(深圳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1 ml／次 ，2次／d，不限饮食。普通喂养组大 鼠烫伤 

后喂饲凉开水 ，剂量及方法同精氨酸组。 

2．标本采集 ：两致伤组大 鼠分别于伤后 6、12、 

24、48、72 h麻醉并取材，每组每时相点 6只。(1) 

肠组织 ：在距大鼠回盲部 5 cm处切取约 1 cm回肠 ， 

置体积分数 10％ 甲醛 中固定。再切取约 500 mg回 

肠，等渗盐水冲洗、吸干水分后称重，随后加入 9倍 

体积的等渗盐水，用玻璃匀浆器制成组织匀浆，置于 

一 60 cc保存。(2)门静脉血 ：剖腹抽取大 鼠门静脉 

血 ，置于预先去热原的抗凝试管中，分离血浆。同法 

采集正常对照组大鼠的上述标本待检。 

3．检测指标 ：(1)放射免疫法测定大 鼠肠组 织 

内皮素(ET)水平 ：操作按试剂盒 (解放军总医院科 

技开发中心放射免疫研究所)说明书进行。(2)硝 

酸还原酶法测定 大鼠肠组织 NO含量 ：操作按深圳 

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试剂盒说 明书进行 ，并计算 

ET／NO比值。(3)鲎试剂法测定血浆内毒素水平： 

按试剂盒(上海 医学化验所)说 明书操作。(4)病理 

学观察 ：取经甲醛 固定的回肠组织标本，常规石蜡包 

埋 、切片 ，HE染色 ，观察肠黏膜变化。 

4．统计学处理 ：数据用 x± 表示，采用SPSS 10．0 

统计软件包进行方差分析和 t检验。 

结 果 

1．肠组织 ET水平：精氨酸组大鼠在伤后6 h达 

到高峰 ；普通喂养组在伤后 12 h达高峰。两致伤组 

大 鼠伤 后 6～72 h均 明显高 于正常对 照组 (P < 

0．05或 0．01)。见表 1。 

表 1 3组大鼠肠组织 ET水平的变化(ng／g，x±s) 

Tab 1 Changes in the intestinal ET content in 

the three groups of rats(ng／g，x±s) 

组别 _  —  

注：正常对照组 6只大 鼠，ET水平为 (0．29 4-0．14)ng／g；与正常 

对 照组 比较 ， P <0．05，#P <0．O1；与普 通 喂养组 比较 ，△ P < 

0．05 

2．肠组织 NO含量 ：伤后 6 h精氨酸组大鼠肠组 

织 NO含量迅速升高 ，与其他两组 比较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1)。普通喂养组伤后6～24 h与正 

常对 照组 比较 ，差异 无统计 学 意义 (P >0．05)； 

48 h开始高于正常对照组 (P <0．05)。见表 2。 

表 2 3组大鼠肠组织 NO含量的变化(nmol／g，x±s) 

Tab 2 Changes in the intestinal NO content in 

the three groups of rats(nmol／g，x±s) 

组别 鼠数 堕 旦! 一—— —— 
⋯  (只 ) 6 12 24 48 72 

普通喂养组 30 0．743 0．721 0．735 0．801 0．768 

±O．119 ±0．086 ±0．028 ±O．O38’ ±O．071 

精氨酸组 3O 1．114 0．976 0．863 0．850 0．803 

±0．244 ±0．091 ±O．047 ±0．086 ±0．052 

注：正 常对照组 6只大鼠，NO水平为(0．672±0．061)nmol／g；与正 

常对 照组 比较， P <0．05，#P <0．O1；与普通 喂养组 比较 ，A P < 

O．O1 

3．ET／NO比值 ：伤后 6、12、24 h精氨酸组大 鼠 

ET／NO比值 明显 低 于普 通 喂养 组 (P <0．05或 

0．01)。普通喂养组在伤后各时相点均高于正常对 

照组(P <0．05或 0．01)。见表 3。 

表 3 3组大 鼠 ET／NO比值的变化 (x±s) 

Tab 3 Changes in the intestinal ET ／NO 

ratio in the three groups of rats( ±s) 

组别 

注 ：正常对照组 6只大鼠 ，ET／NO比值为 0．44±0．21；与正 常对照 

组比较， P<0．05，#P<0．01；与普通喂养组比较，A P<0．05， 

☆ P <0．01 

4．血浆 内毒素水平 ：伤后 6 h开始两致伤组大 

鼠血浆内毒素水平明显上升，12 h达高峰，之后逐 

渐下降；但精氨酸组各时相点均明显低于普通喂养 

组(P <0．05)。见表 4。 

表 4 3组大鼠血浆内毒素水平的变化(EU／ml，x±s) 

Tab 4 Changes in the plasma endotoxin level in 

the three groups of rats(EU／ml，x±s) 

组别 鼠数 墨 !里! ! 
⋯  (只 ) 6 12 24 48 72 

普通喂养组 30 0．811 0．980 0．554 0．440 0．324 

±O．129 ±0．094 ±O．O61’ ±0．021 ±0．040 

精氨酸组 30 0．513 0．533 0．402 0．266 0．225 

土0．105 ±0．043’ ±0．084’ ±0．039 ±0．056 

注：正常对照组6只大鼠，内毒素水平为(0．102±0．016)EU／ml； 

与正常对照组 比较 ， P <0．05；与普通喂养组 比较 ，#P <0．05 

5．肠黏膜病理学观察 ：正常对照组 大鼠肠黏膜 

结构完整 ，绒 毛上 皮无缺 损。两致伤 组大 鼠伤后 

12 h内的组织切 片均可见肠黏膜充血、水肿。24 h 

后普通喂养组大鼠肠黏膜有绒毛坏死、脱落的现象， 

并有较多急性炎性细胞浸润 ，72 h时仍存在上述病 

理改变。精氨酸组伤后 24 h肠黏膜杯状细胞减少， 

未见绒毛脱落，72 h时损伤明显减轻。见图 1。 

Q2xvdWRWZXJzaW9uLQo?



 

}“P n ‘ 量翌 — i 2̈̈  I 2】、” 

T km “ ̈  ̂ m t ￡ 

ll x ：'| iil J~ 。}tt J rl H11 l 

E脱 №" i1i i ) 

目 f 』 目j j k 【 J I 24 h 1 q # 摩 

¨ 】 ¨1-I J~tl · ·、l__̈ tl~Ll·I PI I Ï ⋯ l̈⋯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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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川  KⅦ Ê _Ĵ M r⋯ l M r1 1_lI NlJl ritl【_兀H f 】 t J̈_ 

JIId dit~n 】l【l̈ Iml ⋯I Pmt} ⋯ Il̈ 口̈tⅢⅢ～ 1l1』fn w_。rhl J 

】 99 2 ：53̂ 5 

4 K |l̈ cl1 J Kllk=u n T)l 1 JiI ‘Jdul Il⋯ f im⋯ I 

L JI)nⅢ {1 H h『l“ hvI H r“⋯l⋯ J⋯ Imtr．<ti l ̈  ̈J【⋯ ¨th⋯  

『̈f ⋯ 1 4 8I：】i 9 I 2⋯ 

v『v 1．++~bunrlan川 】 h y I'J I j Ⅱ̈ 】̈_】nutrl‘mn：【h  r0l ur 

nr lnl _P N L~rit_⋯ I 99 I4·6l L 61 7 

 ̂ Eleflllrm E h'⋯  k l_̈ 【l“I Jl N．II l T n ImpI㈣ f⋯  

IIiI rJl 1- 『1IlI l⋯l_ h |_r1Jd l r1 II n sI⋯ l1 r’n I⋯ Su ．2000． 

85 23 2 

7 m Ⅱ 1 养 烧̈ J 

告  ̈ ． ，Iq 8 1 4：37—4Il 

8 h￡ ￡ _l R， 日 嚣 * 骷 

2㈨ I I 7：2̈ 一∞ L 

f H 2004 ∞ O2) 

f本 编辑 ：苟 学 ) 

Q2xvdWRWZXJzaW9uLQ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