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３５卷（增刊）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ｃｔ．２０１４，Ｖｏｌ．３５（Ｓｕｐｐｌ）

分３批实验。给药前、给药１０、３０、６０ｍｉｎ和４、６、８ｈ及停药后不同时间点取血，采用比浊法测定测定血小板聚集，

标准化出血时间测定器法，观察普瑞巴肽、依替巴肽、替罗非班对Ｂｅａｇｌｅ犬体内抗血小板聚集作用。结果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拉丁方设计的三因素方差分析并行优效性检验。

【结果】　Ｚ４Ａ５组与依替巴肽组给药后对血小板聚集产生快速抑制作用；在持续给药期间对血小板聚集有稳

定抑制作用，抑制率能达到临床血小板聚集目标抑制率（≥８０％），与给药前相比有显著差别（犘＜０．０５）；停药后

Ｚ４Ａ５对Ｂｅａｇｌｅ犬血小板聚集功能恢复快，血小板聚集恢复７０％所需时间仅为依替巴肽组的１／８～１／１６，明显优于

依替巴肽组（犘＜０．０５）。给药期间Ｚ４Ａ５组能延长出血时间达２０ｍｉｎ以上，依替巴肽组能延长１１～１３ｍｉｎ，停药

后Ｚ４Ａ５组出血时间的恢复快于依替巴肽组。

【结论】　普瑞巴肽抗血小板聚集作用优于临床批准剂量的替罗非班，停药后血小板聚集功能恢复明显优于依

替巴肽和替罗非班，停药后Ｚ４Ａ５对出血时间延长作用的恢复明显优于阳性药物依替巴肽和替罗非班。

　　关键词：血小板膜糖蛋白Ⅱｂ／Ⅲａ受体拮抗剂；普瑞巴肽；血小板聚集抑制率；出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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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耦联杂大环犆狌（犐犐）配合物的制备及其催化释放犖犗性能

罗玉兰１，宋文婷１，余光勤１，何顺莉１，王双凤２，王清玉３；指导教师：袁泽利

１．遵义医学院２０１０药物制剂

２．遵义医学院２０１１药物制剂

３．遵义医学院２０１２制药工程

　　【目的】　寻求高效低毒的内源性一氧化氮供体型前药，并探究其在生理条件下催化一氧化氮前驱体释放一氧

化氮性能。

【方法】　采用常规法与微波法考察关键中间体制备条件；应用壳聚糖成膜策略耦联杂大环Ｃｕ（ＩＩ）化合物，通

过１
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ＳＥＭ等手段对中间体及目标前药分子的结构和组成进行表征；利用重氮化反应探究其催化

一氧化氮前驱体释放一氧化氮性能。

【结果】　（１）探寻出关键中间体的高效、节能制备方法；（２）成功制备并表征了各中间体及其目标前药；（３）制

备的目标前药具有良好的催化一氧化氮前驱体释放一氧化氮性能。

【结论】　为人工合成高效低毒的一氧化氮供体型前药的设计开辟了新思路，也为一氧化氮的供药方式提出了

新的供药途径。

　　关键词：壳聚糖；大环Ｃｕ（ＩＩ）化合物；催化；一氧化氮

犛６　解剖学与形态结构，超微结构，组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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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三维灌注固定装置创新设计

范春杨，余新颖，张莹莹，曹亚男，田　伦；指导教师：付元山

大连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２０１１级临床医学

　　【目的】　灌注固定是动物实验中的常规操作之一，但是灌注针脱落等是导致固定失败的主要原因，为此本创

新设计制作灌注针的三维立体固定装置，以提高灌注成功率。

【方法】　本装置设计结构包括粗略调节和精细调节两个部分，精细调节部分借两侧的弧形臂与粗略调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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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连接，灌注针插入至精细调节部分的中央，其中粗略调节部分包括（１）夹持于动物操作台的侧向滑道，弧形臂

一端借旋钮嵌入于滑道内，可前后方向移动至所需位置后旋钮旋转固定；（２）弧形臂以旋钮为中心可呈弧度旋转，

调节上下方向并可靠旋钮固定到所需位置；（３）精细调节部分与两侧弧形臂的连接处有滑道，可左右方向移动至所

需位置并借助旋钮固定。精细调节部分中心柱体穿过灌注针，（１）两侧以弧形小臂连接于粗略调节部分的弧形大

臂滑道内；（２）柱体以环绕沟槽嵌入于以９０度角度形成的两条弧形滑道内，弧形滑道两端以原位为基点可以做侧

向的角度运动；（３）柱体在弧形滑道内位置移动实现不同角度的旋转；（４）柱体可旋钮固定终止角度运动；（５）精细

调节部分的弧形滑道固定于圆环状基座内，环形孔中间有灌注针通过。未来设计中可加入以下部分：（１）麻醉后不

进行解剖操作，立体定位后灌流针直接插入到左心室或主动脉；（２）立体定位后回流针插入右心房，灌注液流出实

现即时收纳；（３）冲洗液和固定液定时定量灌入，自由掌控时间，减少操作，提高灌注效率。

【结果】　所设计的灌注针三维立体固定装置能够实现前后，上下和左右方向的粗略调节，继而通过精细调节

部分也可实现对灌注针的角度和位置的细微控制，解决了灌注针位置移动脱落等难题。

【结论】　动物灌注三维立体固定装置能够通过上下、左右和前后三个维度的移动，将灌注针稳定于实验动物

心脏和主动脉等插入位置，从而提高灌注成功率，能够为后续的免疫组织化学等实验奠定扎实基础。

　　关键词：灌注固定；三维固定；心脏；主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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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海绵体神经的解剖学定位与定量研究

黄子钧１，郭晓丹２，黄会龙２，杨向群２；指导教师：杨向群

１．第二军医大学２０１０级临床医学五年制

２．第二军医大学解剖学教研室

　　【目的】　解剖与观察海绵体神经的形成与走行，统计海绵体神经在重要位点的分支分型，测量其在重要位点

的直径及其与盆腔参考标志的距离。为临床手术提供神经保护的安全操作范围，为海绵体神经的修复重建提供数

据参考。

【方法】　对１８例（３４侧，左１８，右１６）甲醛液固定的成年男性盆腔标本进行解剖，观察前列腺丛、海绵体神经

的走行与分支。利用圆规、游标卡尺测量海绵体神经起始部、穿盆部的外径以及与膀胱颈、前列腺尖和耻骨前列腺

韧带等标志的距离。

【结果】　人海绵体神经自发出处至远端可分为三段：盆内段、穿盆段和盆外段。在起始部，海绵体神经以５～

８支型由前列腺丛前下部的神经纤维渐次汇合形成，汇合后又以１～３支型神经纤维在前列腺的两侧向前走行至

前列腺尖部。在距离前列腺尖部两侧３ｍｍ处，海绵体神经以１～４支型神经纤维穿过尿生殖膈部，其穿盆点多位

于前列腺尖的３～４点钟方向（右侧）和７～９点钟方向（左侧）。在盆外段，海绵体神经发散成丛，支配阴茎海绵体

和尿道海绵体，并有小部分神经纤维与阴茎海绵体神经交通。海绵体神经的起始点距离膀胱颈（３１．９８±４．６５）

ｍｍ，距离前列腺尖部（３４．０９±７．８８）ｍｍ；其穿盆点距离膀胱颈（３８．４５±４．００）ｍｍ，距离耻骨前列腺韧带

（３３．８３±４．５８）ｍｍ。

【结论】　人海绵体神经的形成与走行较为复杂，解剖位置特殊，本研究首次对海绵体神经进行了定位、定量研

究。通过大体解剖观测对海绵体神经进行了分段与分型；通过测量得到了海绵体神经重要部位的定位定量数据。

为前列腺相关手术中进行神经保护操作提供了解剖学数据参考，给出了更清楚的安全操作范围。海绵体神经分型

与直径的测量结果，给海绵体神经的修复重建提供了数据参考。

　　关键词：解剖学；海绵体神经；勃起功能障碍；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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