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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条正常麻醉犬动脉血电解质、Lact、AO* 

值(见表 2)。 

2．3 20条正常麻醉犬 CSF酸碱变量值 (见表 

3)。 

衰 3 2B条正常麻醉犬 CSF酸碱变量值 

pH PCO HC0 H 项 目 
(u) (kPa) (retool／L) (㈨ l，L~ 

均 数 ．319 6．451 24．0 48．0 

拧准差 0．0230 0．373Z 0．8261 2．555 9 

标准误 O．O055 0 O936 0．2O55 0．653q 

9 ％正常 7．2739— j．7146— 22．398一 42．996 7—— 
值范 囝 7．3642 7．1B̂2 ：5．637 53．O1 8 

变异系 0
．3 j．8 3．4 数(％) 

2．4 20条正常寐醉犬 CSF 电解质、Lact、AG 

值f见表4)。 
表4 zo条正常麻醉犬 CSF电解质、Ltet AG值 

Na K C1一 Lact AG 

项 目 (mmoI， (mtool／ fmroB1／ (retool／ L(n 。。 L1 L) L) L) 

均 敢 15O．(14 2．B6 I32．0 —4．B 

标准差 I．821 B 0．0838 2．7325 0．3701 3．1406 

标 准供 0．4553 0．0209 0．6831 0．0925 0．7851 

95％正 常 1{6． 一 2．6945— I26．6— 1．443 一 一 10．13 
擅范围 153．6 3．0230 137．4 2．894I —3．I38 

变异系 I
．2l 2．93 2．07 17．1 65．0 数(％) 

3 讨论 

本文结果显示了20条正常麻醉犬动脉血和 

CSF酸碱变量及主要电解质值。其动脉血气值 

及血电解质值同钱氏 报告相似， 与目前推荐 

使用人的正常值相比较，pH 与入相似，PC 、 

Hc0i偏低，Na 、Cl一偏高，K 、Lact与人无 

明显差异。入 CSF 酸碱变量及电解质值目前 

国内外尚未见确切报道 ，无法比较。犬动脉血 

和 CSF主要数据均数比较(见表5)。CSF pH、 

K 、AG< 动脉血 (p< 0．0I)； CSF PCO2、 

HCO7、C1一、Lact> 动脉血 (p< 0．01)；CSF 

Na 与动脉血比较无明显 差 异。CSF 的酸碱 

及离子成分同动物种系密切相关。曾有入认为 

CSF 是血浆的简单滤出液，后经研究证实 CSF 

中的许多成分完全不同于血浆 ，如蛋白、葡萄 

糖 氨基酸等 本实验结果主要说明了犬CSF中 

的酸碱变量及主要电解质亦完全不同于血浆。 

袭5 动脉血殛 CSF 中主要成分比较 

项 目 血 浆 CSF CSF，血掌 

pH(u) 7．398* 7．319 0． 89 

PCO (kPa) 4．679* 6．452 1．379 

HCO7(retool／L) 21-9 24-0 1．096 

Na十fretool／L) 151．3 l 90．1 0．992 

K+(mmal／L) 4．3● 2．86 O．665 

C1一(retool／L)" 1l0．5 l 32．0 I．19， 

La[Ifmtool』L) 1-125’ 2．2 1．956 

AG(retool／L1 21．9 —4．8 —0．21 

动特血和 CSF 均数此较 p<0-01 

CSF的大部分离子成分是由脉络丛 分 泌， 

少部分由脑细胞及脑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分泌。 

其分泌机制目前研究认为脉络 的分泌过程包 

括 Na+经过脉络丛表面顶端的 &TPase作甩 

从血液主动分泌到 CSFⅫ，同时 伴 有 cI一和 

HCO；的被动分珏 。碳酸酐酶加速 CO：水 

化作用提供 HCO；伴随 Na 在膜表面分泌 

近年来 Kopito 等人 在中枢神经系统细胞膜 

上(包括脉络丛细胞、脑细胞及脑毛细血管内皮 

细胞)分离出一种红细胞膜带 3蛋白 (b~nd 3> 

同系物，命名为阴离子转换器，其主耍功能是谎 

节 CSF Hco 和血浆 cl一交换，在维 持 CSF 

离子成分内环境稳定中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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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 FOR ARTERIAL BL00D AND CSF ACIDh—BASE 

VAR王ABLES AND ELECTROL YTES IN THE 

UNANESTHETIZED NORMAL DOGS 

JIN Faguang QIAN Gui sheng ZHAO Ziqiang SHAO Lili 

ZHU Jian ZHOU Lanxiang 

(Depgr~mcnt。f Respiratory Disea se，Xinqiao lto*pls#l ĉ 口̂ { 630O37) 

ABSTR&CT Arterial blood and cerebrospinal fluig(CSF)samples from 20 unanesthetized 

normal dogs were analyzed．Results is that：CSF pH，potassium，sodium，anion gap (AG) 

and strong ions difference(SID)in CSF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arterial blood；CSF 

PCO2 HCO；，chloride，lactic acid (Lact)and o smolallty (Osm) were higher than in the 

arterial blood．too．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acid．base variables and electrolytes 

were existed between CSF and arterial blood． The lower values of CSF pH were dependent 

up the higher valuesof CSF PCq and chloride concentration． 

Key words unanesthetized dogs，cerebrospinal fluid，acid-base，electrol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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