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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测定了慢性氟中毒病 区引产胎儿大脑五种氨基酸及三种单胺类递质含量
。

发现兴奋性

氛基酸门冬氨酸明显低于非病区胎儿
,

抑制性氨基酸牛磺酸含量明显高于非病区胎儿
,

主要抑

制脊髓的甘氨酸含量明显减少
。

单胺类递质中去甲肾上腺素明显下降
,

额
、

枕部 5
一

轻色胺

升高
,

顶部 (中央前
、

后回 ) 6
一

径色胺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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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 慢性氟中毒研究的 日益深入
,

氟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

视
。

但迄今为止这方面的报道并不多
,

仅有

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及动物实验
,

有关氟对人

脑直接损伤 的证据甚少 , 我们曾对氟病区胎

少t
J

大脑进行体视学研究
,

发现神经细胞发育

迟缓
,

分化较差
。 ‘”近年来

,

中枢神经系 统

内递质的作用已引起人们关注
。

为 了 了 解

氟中毒对发育中大脑的影响
,

我们收集了慢

性氟中毒病区引产胎儿大脑
,

测定了五种胺

基酸递质及三种单胺类递质 的含量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胎儿收集

1
.

1
.

1 病区胎儿 取 自贵州省织金县
,

该地

区煤含氟量平均 1 43 m g / k g ,

燃烧过程排放的

氟量平均 12 8
.

6 m g / k g
。

当地居民主食玉米

用煤烟烘烤后含氟量平均为1 3
.

9 m g / k g
,

而

饮水含氟量平均仅o
.

21 m g / L
,

故为燃煤型地

.

卫 生部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方性氟中毒流行区
。

我们收集的10 例胎儿
,

其母亲长期居住氟病 区
,

食用高氟粮食
,

都

患有不同程度的氟斑牙
,

其中 I度 3 例
, I

度 5 例
,

I 度 2 例
,

但无临床症状 及体征
,

亦无其他影响骨韶代谢之疾病
。

1
.

1
.

2 对照组胎儿 取 自贵州省 贵 阳市
,

该市粮食含氟量平均 4
.

7 m g / k g ,

饮水含氟

量o
.

s m g / L
,

故为非氟中毒流行区
。

10 例

胎儿之母亲均为健康者
。

1
.

1. 3 标本处理 系采 用人工水囊引产
,

产

出后立即取大脑的额
、

顶
、

枕三部分
,

立即

置 一 切
。

C低温保存
。

t
.

t
.

4 胎龄 根据母亲停经史及胎
、

!七顶臀长

确定胎龄
‘“ ’,

本实验收集的氟病 区 及 对照

地区胎儿胎龄均为 5 ~ 7 月
。

1
.

2 测定方法
1

.

2
.

1 孕妇尿及血清 氟含扭视l定

仪器及试剂
:

PX J 一了B型数字式 离 子

计及 C S P 一 F 一 1型氟离子选择电极
。

0
。

02 M

p H S
.

叶乡檬酸三钠
一

硝酸钠缓冲液 1卜g / m 1F
-

标准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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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预处理及测定
:

孕妇清展空腹抽取

静脉血
,

分离血清 , 收集孕妇晨尿
。

用氟离

子选择奥极法测定血清及尿氟含量
。

1
,

2
.

2 胎儿脑组织及骨组织氟含量测定

仪器及试剂
:
离子计及试剂同上

,

氟 离

子选择电极为20 1型
,

组织预处理及测定称取

新鲜脑组织剪碎
,

烘干
、

炭化及灰化 , 取右

侧股骨剔去肌肉及结缔组织
,

烘干
、

炭化及

灰化
。

上述灰化后之脑组织
、

骨组织用氟离

子选择电极法测定氟含量
。

1
.

2
.

3 脑组织氨基酸类递质的测定

仪器及试剂 聚酸胺薄膜 (浙江黄岩化

学实验厂 ) 7 o m 义 7 c m , 紫外层析灯 , 双

波长
,

薄层扫描仪
。

门冬氨酸 (A s p )
、

谷氨

酸 (G lu )
、

甘氨酸 (G ly )
、 r 一氨基丁酸

(G A B A ) 及牛磺酸 (T a u ) 标准混合液
,

浓度为 2 x lo
一 4

M ~ 4 x 1 0
一 ‘

M
。

组织预处理及测定 取顶部大脑组织按

1 ‘ 峨 (幻m l) 用预冷三蒸水匀浆
,

离心
,

去蛋白质沉淀
,

减压抽干
,

D N S 化
,

聚酞

胺薄膜层析
,

层析后之薄膜于双波长薄层扫

描仪上进行姆描
,

并行进计算‘”

1
.

2
.

4 不同部位脑组织单胺类递质的测
、

定

仪器及试剂 高效液相
一

色谱 仪 (美甲
W

a t e r s公司 )
,

包括与7 0泵
,

4 6 0 电化学检测

器
,

U 6 K 进样器及8 10 色谱工作仪
。

去甲肾上

腺事
、

肾上腺素
、

多巴胺
、

3 , 4
一

二怒摹苯乙

酸
、

5
一

羚色胺及份羚叫噪乙酸均购自 S ig m a

公司
。

脑组织预处理及测定
:

精确称取一定量

脸组织
,

加O
。

Z N高氯酸 (l : 5 ) 匀浆
,

在

1 8 00 0 r / m in 4
O

C离心4 0 m in ,

取上 清 液

100 川 进样
。

工作 电压O
.

70 V
,

灵敏度 0
.

2
-

n A Fs ,

流量l
。

6 m
‘

1/ m in 。

结果

孕妇血清
、

尿含氟量和胎儿骨
、

脑组
,工

2

.

,曰

织含氟量见表 1
。

表 } 孕妇和胎儿饭含皿

T a b
.

1 F lu o r
记

e e o n t e n t s o f t h e fe t u s e s a n d th e ir 1ll o t h e r s

组别 例数 孕 妇

尿(卜哪 m l) 血清 (卜g / n l l)

胎
·

骨(卜g / g )

儿

脑 (卜g / g
、

)

nuo
�, .t二

非病 区

病 区

尸 值

1
.

6 7 士0
.

82

4
.

3 7 士 2
.

9 4

0
.

41 土0
。

15

0
.

5 5 士0
。

2 1

.

5 0 土 0
。

1 1

.

7 7 士 O
。

2 5

.

2 3 土 0
。

2 4

。

5 5 士 0
。

3 3

< 0
。

0 5 > 0
。

0 5 哎O
。

。5 百以
.

05

表中数据为牙士S D

从表中可看出氟病区孕妇血清及尿氟中

含量均高于非病区孕妇
,

尿氟含量两组伺差

异有显著性 (尸< 0
.

05)
。

氟病区胎儿 骨和

脑组织中氟含髦均高于非病区胎儿
,

且 两种

组织两组
.

间差异均有显著性
。

2
.

2 胎儿大脑氨基酸含量测定见表2
、

表3
。



2 4 3

表 2

T a b
。

2

胎儿大脑兴奋性氛墓酸递质含且 ( n m ol / g ) (三土 S D )

E x e it in g a 互n i n o a e id tr a n s m it te r s in t li e te t a l br a in s

组 别

非病 区

病 区

例数 A s p G ltl

17 6 2
.

8 9 士 4 9 6
.

1 2

1 0 0 9
.

3 1 士 2 2 5
.

2 5 〔l )

4 4 0 8
.

2 9 土 9 1 1
.

5 6

4 0 9 4
.

9 4 土 8 9 5
.

3 5

810

川P< 0
.

0 1

表 3 胎儿大脑抑制性氨墓酸递质含t ( n m ol / g ) (牙士S D )

T a b
.

3 In h ib i ta r y a 一n in o a e i d t r a n m it te r s i n t h e fe t a l b r a i n s

组 别 例数 T 公u G ly G A B A

810非病区

病 区

2 5 0 6
.

10 士3 4 2
.

2 ]
.

36 5 3
.

0 9 土 4 6 8
.

0 0 ( . )

3 4 2 2
.

5 5 士 7 6 3
.

0 1

9 8 2
.

0 9 士 2 1 0
.

7 0川

9 9 4
.

4 6 士 9 9
.

16

7 7 9
.

5 1 土2 1 4
.

7 8川

“ ’尸< 0
.

0 1 ‘2 ’尸咬0
.

0 5
,

以下各表同

从表 2 可见
,

A sp 含量在氟病区胎儿大脑

明显低于非氟病区胎儿
,

但G lu 含量无明显差

异
。

从表 3 可见
,

氟病区胎儿大脑 T a u 含量

明显高于非氟病 区胎 儿
,

而G ly及G A B A 含

量却低于非氟病区胎儿
。

2
.

3 胎儿不同部位大脑组织单胺类递 质 含

量见 表 4
、

表 5
。

表 4 胎儿大脑去 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紊含皿 (m g / g ) (牙士S D )

T a b
.

4 T h e e o n t e n ts o f a d r e n a lin a n d n o r 一 a d r e n a lin i n th e fe ta l b r a in s

组别 例数 N E

额部 顶部 枕部 额部

E

顶部 枕部

1 3
.

8 1

士 1
.

0 1

17
.

4 4

土 2
.

8 2

1 3
.

()6

士 1
。

5 3

OOQ自氏�OJ4 l

士 1 0

1191O口. .一非病区 10 37

土1 6

9 2

士 4 1

病 I友 1 0 4 3
.

士8
.

3 2 ‘
8 1 ( 1 、 9

.

7 7川
土 1 8

.

3 0 土 1
.

0 9

2 2

土5

0 8 ( 1 )

0 3

2 1

士 2

8 4 ( 1 )

9 2

1 4
.

9 9

士 2
.

6 0

notJg曰9口内H�,叼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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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胎儿大脑多巴胺及其代谢产物含组 (n g / g ) (牙士夕D )

T a b
。

5 T h e e o n t e n t s o f d o Pa m in e a n d its m e ta b o li e P r o d u e t in th e fe ta l br a i n s

组别 例数 D A D O PA C

额部 顶部 枕部 额部 顶部

.

3 5

.

9 8

8
.

0 1

士 4
.

3 6

9 1 戈2 ) 10
。

3 4

土 8
.

6 6

枕部

0
.

9 4

士0
.

3 6

4
.

0 7 〔
2 〕

士 2
.

8 2

�hl人�a

士1

1卜病 区 1 0 3
.

5 3

士 1
。

7 0

5
.

2 8

士 2
.

7 9

4
.

2 5

士 1
.

6 6

病 区 10 15
.

6 6〔、、

士 12
.

1 4

7
.

3 4

士 3
.

9 2

4
。

0 7

士 2
。

4 8 士 8
。

2 0

表 6 胎儿大脑 6
一

轻色胺及其代谢产物含盆 ( 。 g / g )

T a b
。

6 T h e e o n t e n t s o f s
一

H T a n d i t s m e t a bo li e p r o d u e t i n th e f e t a l b r a i n s

组别 例数

额部

非病区 1 0 1 9
.

6 1

士7
.

1 3

5 一 H T 5
一

H 1A A

顶部 枕部 额部 顶部 枕部

2 4
.

3 6

士 8
.

8 5

37
.

5 3

士2 0
。

1 4

17 7
.

9 6

士 3 4
.

1 9

病 区 10 1 3 0
.

土5 2
.

3 7 ( 1 )

4 5 0
.

6 0 1
.

6 6

士3 1 9
.

9 3 土 0
.

4 3

1 2 3
.

3 4 ( 王) 1 0
.

5 0 ( I )

土 3 1
.

9 1 士 2
.

1 7

5 6
.

2 1 弋l ) 3 1
.

2 8

士 2 1
.

1 3 士 1 8
.

9 5

2 3
.

土 1 6
.

3 6 ( 1 )

3 讨论

本研究测定了氟病区10 例引产胎儿母亲

孕期尿氟含量
,

结果明显高于非病区同期孕

妇
,

且此 10 例孕妇均患氟斑牙 , 表明蛛些孕

妇均是慢性氟中毒患者
,

体内已有过量氟蓄

积
。

不少动物实验及流行病学调查已证明当

孕妇摄入较大量氟时
,

氟可以通过胎盘进入

胎儿体内
,

而且还 可透过血脑屏障在脑组织

中蓄积
『礴’,

我们的测定结果也证实了这点
,

因此
,

可以认为氟中毒母亲所生子女
,

从胎

儿时期就开始接触较非病区胎儿更多的氟
,

且这些过量氟蓄积于脑中
,

对脑产生一定的

影响
。

我们测定的大脑中五种氨基酸的含量表
明

,

兴奋性氨基酸A o p在氟病区胎儿大脑中

含量较非病区胎儿明显下降 ; 另一种兴奋性

氨基酸G lu 两组间无明显差异
。

从抑制性氨基

酸测定结果看
,

T a u
在氟病区胎儿大脑内是

明显增加的
,

但是另两种抑制性递质G ly 和

G A BA 在氟病区胎儿大脑内均有下降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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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ly含量下降幅度很大
。

:

有较多资料表明
,

脑内去甲肾
_

L. 腺 素

‘N E ) 的存在使机体处于觉醒状态
,

参 与

复杂的应答系统和睡眠
、

情绪等的调节
‘” ’。

氟病区胎儿顶
、

枕部脑N E 含量 均较对照 组

有明显下降
,

提示这种维持 中枢神经系统处

于适当兴奋状态的功能减弱
。

脑顶部有感觉中枢
,

管理全身痛
、温

、

触
、

压 以及位置觉和运动觉等体躯感觉
。

其中痛

觉与5
一

经 色胺 ( 5
一
H T ) 诀 系 密 切

。

许多

实验表明 5
一

H T 系统受到抑制时
,

导 致 痛 觉

过敏
,

吗 啡镇痛作用减弱
。

亦有资 料 表 明

N E 参与镇痛
,

但其作用可能是间接的
。

从

我们实验结果看
,

氟病区胎 儿 脑 顶 部 5
-

H T 明显下降
,

N E 亦下降
,

这与袁 淑 德 等

发现慢性氟中毒时下丘脑 5
一

H T 系统 活 动

下降
,

患者发生痛觉过敏等相符川
,

可以从

神经递质量的改变上去解释其发生机理
。

与顶部相反
,

氟病区胎儿额
、

枕部脑内

5
一

H T 含
一

量明显高于对照组胎儿
。

6
一

H T 在

中枢神经系统主要表现为抑制作用
,

因此它

的增加能使额
、

枕部有关的功能减那
。

额
、

枕部有视
、

听
、

说
、

书 写中枢及内脏调节中

枢
,

更重要的是额前区与记忆等高级精神活

动密切相关
,

这些部位抑制作用的加强会带

来不良后果
。

我们测定大脑多巴胺 (D A )含量的结果表

明
,

额部D A 含量明显增加
,

其 代 谢 产 物

3
,

4
一

二径墓苯乙酸 (D O P A C ) 亦明显

增加
,

而脑内D A主要分布于额 叶 和 边 缘

区 ,
枕 D A 含量与对照组相比从数值上看 并

无差异
,

但其代谢产物D O PA C明显增加
,

故可推测合成仍是增加的
,

‘

可能导致神经精

神异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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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萍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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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脑组织递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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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原穴
、

背俞穴
、

耳穴电阻与气候关系
一

的实验

研究

吕明庄
‘

周康瑜
‘

(
‘

贵阳医学院附院针灸科

程绍鲁
‘
王培民

2

“
贵阳医学院附院微机室 )

提要 本文研究气候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

通过夏至
、

冬至二候人体 经穴 (原穴
、

背俞穴
、

耳

穴) 电阻的对比观察
,

初步提示
:

人体经穴电阻与季节变化有明显的关系 , 人体经穴电阻似

有其季节节律性 , 经穴一内脏相关性
。

说明了人体经穴电阻的变化符合气候变化的规律
,

为

中医
“
夭人相应

” 理论提供了一定的实验依据
。

关键词 气候 中国传统医学 穴位

中图分类号 R 2 2 4

“医学气象
”
是近代国际上研究气象因 经穴电阻与气候变化关泉和规律性

,

为
‘

沃
素与疾病关系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

。

季节 人相应 ” 理论提供一定的实验依据
。

的变化
、

昼夜的更替
、

气候的异常
、

地理环
.

境的差异与人体生理
、

病理及疾病的诊断
、

1
一

材料与方法
治疗

、

预防有密切的关系
。

从 《内经 》四时

八节二十四气的确立
,

我们分别选择了夏至 1
.

1 研究对 象 我院 54 名健康学生
。

其中男

与冬至连续六天
,

以人体原穴
、

背俞穴
、

耳 性 36 例
、

女性 18 例
。

年龄最小者15 岁
,

年龄

穴电阻值 (K O ) 和阻抗波形图为指标
,

观 最大者 30 岁
,

平均年龄19
.

25 岁
。

察叙名健康青年经穴电阻变化
,

以探讨人体 1
.

2 气象资料 贵阳地处云贵高原
,

东 经

了二寨蔽丽贫厂一一一
一

一一一
迫

” ~
’

一
’

一一
l. ”.

-
-

一
’ .. ” ~

’

一”
’ 川

”
’

一一

lo w e r e d w h i le th e 未n h ib it o ry o 耳e , ta u r i n e r o s e 生n a r ke d ly
.

G ly e i n e , a t r a n 卜

m it te r e x e r t i牡 g a 耳 i n h ib it o r y e ffe e t 0 0 t he sP in a l e o r d a ls o d e e r e a s e d
.

A s

r e g a r d s to th e m o n o a m i n e s , the n o r 一 e P in e p五r i n e e o n t e n t d e e r e a s e d s i g n ifie a n t

ly w h ile th e s
一

H T e o 环t e扛t w a s m u e h li ig h e r th a n in th e n o n 一
f lu o r o ti e s

fe tu s e s
。

B e s id e s , a n i n e r e a s e o f d o Pa m in e w a s n o t ie e d in t h e fr o n t a l lo b e

o f th e b r a in s .

T h e a b o v b fin d in g污 sh o u ld m e r it a la r g e s h a r e o f a t te n s io n

5 1 n e e t h e y m ig h t r e s u lt i n s o m e n e u r o 一

P sy e h i e a bn o r舆 a li ti e s .

K e y w o r d s :
b r a i牡 , fl林o r id e p o iso n in g , a m in o a e id s , n o r e p in e p h r in e , s . r -

o to n i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