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仁冷

氧酶代谢物生成增加
。

脑细胞体外 培 养 表

明
,
� � �可由脑组织生成

,

但其基础水平极

低
,

然而缺血区脑组织生成� � 增 多
,

尤 其

是在再灌流时
,

由于该类物质为脑血管强烈

收缩剂
,

因此很可能在脑缺血时
,

因� � �
蓄

积从而阻止血液流通和促使脑水肿形成
。

此

外
,
� �  

‘

直接注入脑间质可见到脑微循环

通透性增加
,

提示了� �
�在形成血管源性脑

缺血上可能起重要作用
,

因此时损伤组织有

白细胞和巨噬细胞聚集
,

促使� �
�释放

。

蛛网膜下腔 出血引起的脑血管痉挛
,

阻

碍了正常血液供应并使脑缺血时间延长
,

在

卒中的发病上有重要意义
。

而晚近证明 �� 一

氢过氧化廿碳 四 烯 酸 ��� 一 � � � � � � 对

脑内基底动脉有明显和持久的痉挛作用
,

该

物质可在卒中患者脑脊液中测 得
,

提 示 了

� �过氧化物在原发性脑血管意外出现后可

长时间存在
,

至于是否� �
�
亦存在

,

尚须进

一步查明
。

八
、

白三烯拮抗荆与合成抑制荆

�
�

� � � 一 � � � � � � 为 � � � 一 � 拮 抗

剂
,

能阻滞半胧氨酸类白三烯的 体 内外 作

用
,

但均需较高浓度 ���
一 ‘

� �
,

如以克分

子比例计算
,

产生体内洁抗效应浓度较体外

高 � � � �倍
,

可能系该药半衰 期 �� 于 � 极 短

�仅 �� 秒左右 � 所致
。

�一 � 一 �� �  ! � 一种新型 抑 制 � �
�
生

成药物
,

能同时抑制谷胧甘肤 � 一转移 酶与

� 一脂氧化酶
。

该药在体内外均能阻 滞 � �

合成
。

此外
,

还可拮抗抗原对人体引起的呼

吸紊乱
,
因此该药可能对哮喘或其他 由 � �

介导的病理过程有作用
。

� ‘

�珍� , �� � ��
�
仅拮抗 � � �

‘

的间

接效应
一

卿由� � �
�
介导效应�

,

可能通过

拮抗� �人赏对终末器官作用所致
。

�一 抗孰化别和其他白三烯合 成 抑 制

朴 某维眼肇体类抚炎药能相对选择性抑制
� � 脂氧化酶通路而对环氧化酶代谢途径 则

影响不大
。

现认为琴� � � �
。
为环氧化酶 � 脂

氧化酶混合抑制荆
, 几同时亦是一 种 抗氧 化

剂
,

因此这类药物对发展选择性更高更强的

� � 合成抑制刻 ,
�

可能具有潜在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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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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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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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订 �
、

感冒药可诱发青光眼发作

原发性闭角性青光眼
,

特别是其急性发作因与

突然失明密切相关
,

故不仅要强调紧急处理的重要

性
,

而且更应认真地预防
。

已知青光眼急性发作的发病诱因有过劳
、

紧张

等
,

其发病率在寒冷地区与冬季偏高
。

本文对于用感冒药而致青光眼发作或使其恶化

的 � 例作了介绍
。

� 例中的 � 例服用感冒药后出现症状
,

其它 �

例则表现为症状恶化
,

故怀疑这些感冒药或镇咳剂

对青光眼发作可能涉及什么影婀
,

于是进行了服药

调查
。

病例 � 用了含有副交感神经阻断剂为主要成

分的碘化异丙酞胺之感冒药 , 病例 �
、

病例 � 的镇

咳剂中均有抑制镇咳中枢作用且有阿托品样副交感

神经抑制作用的拘榕酸咳必清
。

这些药物已知与阿托品一样阻断副交感神经支

配的障孔括约肌的神经肌肉接头处
,

引起 瞳 孔散

大
。

本文的 � 例由于服了上述药物而造成 瞳 孔 散

大
,

故推测诱发急性青光眼发作或使其恶化与 口服

感冒药
、

镇咳剂有关
。

因而对老年人应用植物神经

系统药物 �副交感神经阻断或抑制药�
,

要重视急

性闭角性青光眼的预防
。

〔《药局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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