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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
、

眼花
、

胸闷
、

恶心等症状
。

查体 体温
、

脉博 次 分
,

血压
,

呼 吸 平 稳
,

无明显阳性体征
。

查心电图示皿
。

房室传导阻滞
,

即

刻住院治疗
。

给 葡萄糖溶液 静滴
,

每 日

一次对症治疗
,

次日自觉症状明显好转
,

复查心电

图示窦性心律不齐
,

房室传导阻滞消失
,

住院 天

痊愈出院
。

讨论 草乌为野生毛食科乌头属植物
,

辛温
、

有大毒
、

祛风散寒
,

除湿止痛
、

麻醉

等作用
。

乌头的块根含有六种结晶性生物碱

如次乌头碱
、

乌头碱
、

中乌头 碱
、

塔拉第胺
、

川乌碱甲
、

川乌乙
,

其中以次乌头碱含量较

多
,

毒性作用强
,

药理作用 镇痛镇静作用
。

用电刺激

鼠法
,

皮下注射乌头碱  即有镇痛

作用
,

镇痛作用效果较吗啡

的作用还强 对动物实验性关节炎
、

有

消炎作用 次乌头碱有退热作用
,

但对正常

体温无影响 乌头煎剂静脉滴注
,

可引起麻

醉猫的冠脉血流量增加  ! ∀ ,

作用司达

一 分钟 小剂量乌头碱使心跳减慢
,

大剂量引起心律不齐
,

甚至纤维颤动
。

草乌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

类风湿性关节

炎
、

大骨节病
、

半身不遂
、

跌打肿痛等有一

定疗效
。

用量 茎 乌 一 克
,

乌 一

克
,

内服不宜 与半夏
、

贝母
、

瓜娄
、

天

花粉等药同用
。

用量不宜过大
,

’
一

否则引起中

毒危险
。

孕妇忌服
。

·

文摘
·

甲 氰 米 肌 预 防 扑 热 息 痛 所 致 的 肝 毒 性

大剂量服用扑热急痛可引起不可逆的肝损害甚

至于死亡
。

扑热息痛中毒较罕见
,

仅在口服本品数

日后可表现出自身的毒性反应
。

通常口服本品不久时
,

体内的血药浓度达最高

峰
,

出现最大的毒性反应
。

由于化合物总要排泄
,

除非是由于强碱如氢氧化钠或强酸引起某些组织的

结构损害
,

毒性反应会逐渐消失
。

最初服用扑热息痛即使是非常大的剂量
,

也无

大的毒性
。

只有在服用数天后可产生肝毒性反应
。

这是因为造成损伤的毒性物质不是扑热息痛本身
,

而是其代谢产物
。

扑热息痛经过一些不同过程
,

在

肝脏中代谢
,

因此在服用本品的受试者的尿中可鉴

别出许多不同的代谢产物
。

从毒性观点来看
,

重要的代谢过程是扑热息痛

通过细胞色素 依赖混合功能氧化酶 的 氧 化作

用
。

这种酶系统在肝脏中可转变扑热息痛为许多产

物
,

其中之一是 一 乙酞基一 一苯氧亚胺
。

这是一

种高度活性物质
,

可与大分子在化学上结合而引起

肝脏组织的不可逆损害
。

扑热息痛的正常用量以及即使中度过量也不会

发生问题
,

因为与贮存的谷胧甘肤反应可除去代谢

物的毒性
。

只有当扑热息痛超剂量服用和毒性代谢

物相对大量形成时则可发生问题
。

在这种情况中谷

胧甘肤的正常储备变饱和而代谢物即能够与肝脏细

胞大分子共价结合引起组织坏死
。

已知甲氰咪肌可抑制细胞色素 依赖混合

功能氧化酶系统
,

那就可能存在着保护不受大剂量

扑热息痛对肝毒性的影响
。

动物实验研究观察到混

合的结果
,

人体实验研究也产生不 肯定的结果
。

这

并不奇怪
,

因为扑热息痛剂量中涉及含毒性代谢物

构成的比例是非常小的
,

因此在实验条件下甲氰咪

肌与扑热密
‘

痛同服时
,

代谢物形成的模式不能企望

会有严重的改变
,

正式实验是将甲氰咪肌给予曾服严重超量扑热

息痛的人
,

观察有无任何作用
,

这一实验不可能符

合道德观
,

因为这是确定保护人们对抗扑热息痛肝

毒性的一种实验方法
。

这一工作不可能在不久将来提供扑热息痛中毒

的解毒药
,

但是可增加我们对药物作用和毒性生物

化学机制的知识
,

最终可对药物设计有所改进
。

〔 《澳大利亚 药 学 类 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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