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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 77.50%（P＜ 0.05），详见表 1。

表1  超声、腹部 X线片对肠梗阻的诊断准确率比较（n，%）

诊断方法 例数 准确 误诊 诊断准确率

超声 40 39 1 97.50

腹部 X线片 40 31 9 77.50

χ2 7.314

P 0.007

2.2 穿插口长度、手术开始到腹腔探查时间

研究组穿插口长度、手术开始到腹腔探查时间均短于

对照组，且统计学差异明显（P ＜ 0.05），详见表 2。

表2  两组穿插口长度、手术开始到腹腔探查时间比较（n，x-±s）

组别 穿插口长度（mm） 手术开始到腹腔探查时间（min）

研究组 13.5±1.3 11.1±2.4

对照组 27.1±3.6 26.8±4.5

t 33.709 29.205

P 0.000 0.000

3��讨论
肠梗阻作为临床常见腹部急症，以腹痛、呕吐、腹胀

为主要临床表现，病情进展极快，若治疗不及时可对患者

消化系统构成严重影响，增加休克、肠穿孔等并发症发生

的风险，而诊治不及时，严重者有生命危险 [1]。因此，早

期确诊肠梗阻，明确其梗阻部位、病因以及有无肠绞窄等，

对于合理制定治疗方案有重要临床意义，且有助于优化手

术治疗效果，但关于应用何种诊断方式，临床上尚无统一

标准。

既往临床上对于肠梗阻多采取腹部 X线片检查方式，

可明确腹部组织器官解剖结构特征，并根据肠腔有无积气

诊断，但肠梗阻早期表现是肠管积液，但无积气，加上该

方法分辨率低，提供信息有限，因而诊断准确率较低 [2]。

相比之下，超声可发现早期积液肠管，并根据肠蠕动变化，

准确提示存在肠梗阻[3]。同时，超声可清晰显示肠壁结构、

回盲肠瓣、肠腔内容物等，甚至可以看到肠梗阻病灶，如

肿瘤、粪石等，因而诊断准确率较高 [4]。此外，在肠梗阻

腹腔镜手术治疗中应用超声，可充分了解患者病情，快速

确定术区，判断手术时机，并减少不必要创伤，同时节省

相关操作所耗费时间，有利于缩短手术时间。结果提示：

研究组患者的穿插口长度、手术开始到腹腔探查时间均短

于对照组，且超声对肠梗阻的诊断准确率高达 97.50%，

均优于对照组，证明了上述观点，并彰显了超声的肠梗阻

诊断与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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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应用分子影像学技术氢质子磁共振波谱成像

（1H-MRS），来观察银杏内酯B对于脑出血后脑代谢的变化规律，

从分子影像角度进一步探讨银杏内酯B的神经保护机制。

1��资料与方法

1.1 主要试剂及设备

Ⅶ型细菌胶原酶（SIGMA USA），银杏内酯B（ABSIN），

磁共振波谱成像观察银杏内酯 B对于脑出血后
脑代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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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采用磁共振波谱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MRS) 的方法，研究银杏内酯 B对于脑出血

后脑代谢的影响，从分子影像角度进一步探讨银杏内酯B的神经保护机制。方法：将20只SD大鼠随机分为干预组(n=7)、

对照组(n=7)、假手术组(n=6)，采用Ⅶ型细菌胶原酶构建大鼠实验性脑出血模型，在造模成功后，分别在第1天、第3天、

第 7天，对 3组大鼠行氢质子磁共振波谱成像（1H-MRS），并对图像进行处理及定量分析。结果：1H-MR检测结果表明，

银杏内酯 B3d亚组和 7d亚组的 N一乙酰天门冬氨酸较对照组明显升高，乳酸明显降低，而胆碱复合物、肌酸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H–MRS 能够从分子影像角度分析银杏内酯 B对于脑出血后脑代谢的影响，从而揭示银杏

内酯 B可以通过影响脑代谢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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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T磁共振（BRUKER,瑞士），KOPF型大鼠脑立体定位仪，

微量注射器，牙科钻，手术器械等。

1.2 研究方法

1.2.1 脑出血模型的建立  健康雄性 SD大鼠，体重

250～300g，4%水合氯醛(400mg/kg)溶液腹腔注射麻醉，

将大鼠俯卧位固定在立体定向仪上，根据大鼠大脑立体定

位图谱调整，使门齿沟平面比耳间线平面低 3.3mm，将头

部背侧备皮后纵行切开头皮 1cm，暴露颅骨，用 30%双氧

水腐蚀颅骨上腱膜及颅骨外膜暴露前囟；于前囟后0.2mm，

中线右旁 3mm，钻一直径约 1mm 的圆孔；钻孔后将 0.4 

units 的Ⅶ型细菌胶原酶溶于 1μl生理盐水中，采用微

量加样器沿钻孔方向垂直进针 5.0mm，均速推注入脑，术

毕用石蜡封闭骨口，严密缝合皮肤切口，待动物苏醒后送

回动物房饲养。

1.2.2 MRI 参数及后处理方法  采用 BRUKER 9.4T

超导 MR 成像系统，并用 EWS 处理图像，4 通道大鼠专

用线圈。MRS：点分辨自旋回波波谱刺激回波采集样式，

采用二维多体素波谱分析序列，在 T2 横断位像定位，

置于尾壳核层面，体素容积为 3mm×3mm×3mm，扫描前

自动匀场，采集时间为 20 分钟，在右侧脑出血区周围

选取 5 ～ 8mm2 感兴趣区，统计该区域的各代谢物波峰

下面积。

1.2.3 干预组处理方法  干预组大鼠按 20mg/kg 银杏

内酯 B腹腔每日注射 1次。对照组大鼠注射同体积的生理

盐水。所有大鼠放回笼中常规喂养。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P ＜ 0.05

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脑出血模型的建立及大鼠追尾征

本研究中建立的大鼠脑出血模型，均有左侧肢体活动

障碍，呈现追尾征。3d内干预组及对照组各死亡 1只，

死亡时段数据缺失，其余大鼠功能障碍随着银杏内酯 B的

应用，偏瘫症状得到改善。

2.2 1H-MRS 检测结果

2.2.1 假手术组  假手术 MRS波形基本与脑组织磁共

振波谱曲线相同，NAA峰最为明显；Cr、Cho 峰曲线下面

积相近；Lac峰大部分未见。

2.2.2 干预组与对照组  干预组与对照组的第 1天、

第 3天在脑血肿周围均可见到 NAA下降，但两组在第 1天

NAA的浓度及 Lac浓度均差异无显著意义（P ＞ 0.05），

在第 3天、第 7天，干预组的 Lac浓度均较对照组明显降

低，而胆碱复合物、肌酸虽然浓度略有变化，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P ＞ 0.05 )。见表 1、表 2。

表1  干预组与对照组各时间点 NAA与 Lac浓度比较

组别
NAA Lac

对照组 干预组 t P 对照组 干预组 t P

第 1天 43.25±2.35 44.31±2.46 -0.735 ＞ 0.05 76.14±2.78 73.85±4.19 0.566 ＞0.05

第 3天 26.89±3.54 32.54±2.78 -2.966 ＜ 0.05 66.28±3.69 59.82±3.87 2.789 ＜0.05

第 7天 55.42±1.51 61.73±2.67 -5.098 ＜ 0.05 55.68±4.17 51.32±4.45 2.144 ＜0.05

表 2  干预组与对照组各时间点 Cho与 Cr浓度比较

组别
Cho Cr

对照组 干预组 t P 对照组 干预组 t P

第 1天 88.06±4.11 87.44±3.65 -0.275 ＞ 0.05 75.66±2.99 77.58±4.02 -0.856 ＞ 0.04

第 3天 94.31±2.55 93.66±3.58 0.169 ＞ 0.05 82.33±2.58 77.63±3.19 2.469 ＞ 0.05

第 7天 103.99±3.21 100.78±3.96 1.677 ＞ 0.05 81.99±3.79 80.11±1.92 0.915 ＞ 0.02

3��讨论

磁共振波谱，是一种无创性研究活体组织生化代谢的

影像技术，近年来 MRS研究显示，MRS可检测的脑组织的

代谢产物主要有 NAA、Lac、Cho和 Cr。NAA可以作为反映

神经元功能状况的内标物，被认为是神经病理状态的生化

标志。NAA降低提示神经元和突触的损失及功能异常。但

仅有脑功能失调而无神经元死亡也可引起 NAA的显著丢失

Lac可反映无氧酵解的情况。当脑缺血、氧供减少、无氧

酵解率增加时，Lac含量亦增加 [1]Cho 峰其含量增加可能

是细胞合成或分泌量增加的反映。Cr峰是能量代谢的一

种产物，通常将 Cr作为参照波峰，进行半定量分析。

而银杏内酯 B作为银杏叶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研究

银杏内酯对于神经细胞保护的具体机制，尤其是对于脑代

谢的影响是目前研究热点之一。本研究表明，银杏内酯

B3d 亚组和 7d 亚组的 N一乙酰天门冬氨酸较对照组明显

升高，乳酸明显降低，而胆碱复合物、肌酸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P ＞ 0.05)。关于 Cho 和 Cr，不同研究得到的结论

也不相同。Cr是能量的缓冲剂。一般比较稳定，当患者

能量代谢不足时，其含量增加；如石金河 [2] 等指出，肌

酸激酶与脑血管疾病密切相关，间接反映脑组织能力代谢

的变化。

综上所述，1H–MRS 能够从分子影像角度分析银杏内

酯 B对于脑出血后脑代谢的影响，脑代谢的变化与肢体功

能恢复相一致，提示银杏内酯 B可以通过影响脑代谢发挥

神经保护作用，并可能成为判断预后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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