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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体重 214—215g，每组 6—10只；标准收 

集：断头处死动物，收集血样，剖腹取肝脏并称 

重，分别制备血清、肝匀浆及亚细胞组分；肝匀 

浆及亚细胞组分的制备：称取一定量肝，用冰冷 

的0．15mol／L KCl至 0．1Mol／L Tris-H121缓冲 

液(pH7．4)，制备 14％匀浆，采用差速离心，取 

得线粒体部分；用钙沉淀法制备微粒体 ]。 

1．2 检测项目及方法 (1)全血谷胱甘肽过氧 

化物酶 (GSH—Px)活性测定，用 DTNB直接 

法l2 ；(2)红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测 

定，用邻苯三酚 自氧化法l3 ；(3)血清铜兰蛋白 

(Ceruloplasmin)含量测定，用氧化对苯二胺 

法  ̈；(4)血清、肝匀浆及线粒体和微粒体膜脂 

质过氧化物二醛(MnA)含量的测定，用硫代巴 

比妥酸反应法l5。 ；(5)肝匀浆 中还原型谷胱 

测定，用荧光法_8 ；(6)肝匀浆脂肪酸构成的分 

析，经氯仿一甲醇 盐酸混合液(2：1：0．02)提取 

肝匀浆脂质 J，然后用甲醇 氢氧化钾室温甲酯 

化，气相色谱法分析脂肪酸组成；(7)线粒体中 

Ca-Mg ATP酶活性 的测 定，用孔 雀绿 比色 

法 ；(8)微粒体中细胞色素 P4∞含量的测定， 

用 CO差光谱法 ；(9)线粒体和微粒体膜脂 

流动性的测定．以荧光探剂 1．6-二苯基 1．3．5 

已三烯(DPH)标记线粒体和微粒体膜脂区，应 

用荧光偏振技术测定偏振荧光分量．计算荧光 

偏振度(P)，膜脂微粒度( ) I1 

2 结果与讨论 

各项检测数值，经统计学处理求出平均值 

( )和 标 准差 (SD)及 正 常 值 范 围 ( ± 

甘肽(GsH)和氧化型谷胱甘肽(GssG)含量的 1
．96SD)，其结果(见表 1—3)。 

表 1 健康成年 SD大鼠血4项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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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至表 3所列出的参数值，对于实验 

动物学、药效学及卫生毒理学的科学研究具有 
一 定的实用价值 但正常实验动物的各项检测 

数据虽然有其一定的稳定数值，不过只是相对 

而言。影响各项检测值的因素较多，常固动物 

品种、年龄、性别及营养状况、实验条件、操作技 

术 至所用的测定单位等不同，其数据则随之 

变化，因而差异可能很大。本文只得将部分国 

内外文献中所能取得的有关数据列在自己所测 

数据之后，以供对照。叉因这些都是新的指标， 

统一方法目前尚未建立，本文采纳了国内外最 

常用的方法，项目既多，方法叉较复杂，例数也 

很有限，误差在所难免，于是，所报道的参数值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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