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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硒高镐联合作用对大鼠谷眯甘肤

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影响
‘

鲁文清 杨成峰 陈学敏
同济 医科大学环境卫生学教研室

,

武汉 。

摘要 用人 工合成饲料控制硒
、

镐含量饲养 大鼠 周
,

观察高剂量硒 ,
·

和高剂量锦
·

今

联合作用对大 鼠血液
、

心
、

肝
、

肾
、

肺
、

脑和脾 中谷肤甘肤过氧化物酶
一

活性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
, 经 口

同时摄人高硒高锦
, 大鼠血液

一

吞比显著增加
, 对单独摄人高硒或高福所致血液

一

活性下降有明 显

拮抗 , 对 组织
一

活性的 影响则因脏器而异
, 在肝

、

肾和肺
, 主要表现为对硒单独染毒所 致

一

活性下降有

拮抗作用 脾脏表现为对硒或福单独染毒所致
一

活性下降有拮抗作用
, 脑组织 表现为硒镐共存使

一

活

性显著下降

关链词 硒
,

镐
, 一

活性 , 大鼠
,

毒理实验

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

是
一

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一

作为一种抗氧化酶
,

可 以通过催化有机或无机过氧化物的还原
,

使

机体细胞膜系统免受损害 机体在缺硒和高硒

状态下
,

都可导致
一

活性下降〔幻 ,

给健

康带来危害 镐是常见的金属毒物
,

有研究报

道
,

镐可以抑制抗氧化酶的活性
,

高剂量的镐可

使 一 活性显著下降 〔,

对硒锡的相互作用已有很多实验研究
,

过

去的研究大多采用非中毒量的硒与 中 毒 量 的

镐
,

且多是一次或多次注射的短期实验研究
,

研

究方向注重硒对福所致各种损伤的保护作用

而有关镐对硒的影响
,

尤其是高剂量硒和高剂

量福共存时的相互作用研究报道较少

杨光沂等人 〔, 在进行湖北恩施地方性硒中

毒研究时发现
,

高硒地区居民发镐
、

血镐显著高

于对照地区
,

并且和硒含量有显著关系
,

但是对

于在摄入高硒情况下
,

福能否影响到硒代谢和
一

的活性是不清楚的 为此
,

本研究在

接近人 类环境暴露的情况下
,

采用经口途径
,

让

大鼠摄取高剂量的硒和高剂量的镐
,

以
一

作观察指标
,

来探讨高硒高福相互作用的特点
,

以便进一 步揭示硒
、

镐二者的关系

材料与方法

实验动物及分组

选用 周龄 大鼠
,

体重 左右
,

适

应性喂养 后
,

随机分为 组
,

分别为高硒组
、

高镐组
、

高硒高锅组和对照组
,

分笼饲养
,

自由

摄食和饮水

染毒剂量及分组

染毒剂量参照预实验所得亚硒酸钠与氯化

镐的
。

值来确定 采用
。

的亚硒

酸钠为本研究中的高硒水平
, , 。

的氯

化福为高福水平 根据大鼠每 日平均摄食量换

算成饲料山的硒
、

镐含量
,

分别为饲料
一

含硒

和饲料含镐

染毒及测定方法

采用同济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的正

常饲料
,

亚硒酸钠和氯化镐预先溶于植物油
,

然

后均匀拌于饲料中
,

使之分别达到上述所规定

的染毒剂量
,

对照组饲料加人等量植物油 大

鼠自由摄食 周
,

分别于第
、

和 周末
,

每

组断头处死 只大鼠 雌雄各半
,

于大鼠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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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一天采鼠尾静脉血
,

内测定 ‘ 诬一

活性 取处死大鼠的心脏
、

肝脏
、

脾脏
、

肾脏
、

肺

和脑测定
一

活性
,

测定方法采用

直接法  运用 软件包对资料进行统计

学分析
。

谬 卷 期

表 大鼠肾脏
一 二 活性

。

结果

大鼠血液

组组 别别
一

活忆 单位户 蛋 自产产

周周 周周 周周

高高硒组组 ,
一一

高高锦组组
。 一

卜
。

士 一一
·

土
,

,,

高高硒高锅组组
。 一卜 上

对对照组组
·

土  、 土
‘

几
,

二

卜
。

表

一

活性见表

大鼠血液
一 二 活性

一

活性 单位
·

组 别

周 周 周

高硒组

高锡组

高硒高铜组

对 照组

,

十

士
。

士

宝十

土

士

十

。 。

十
。

,

。

汁 ,

矛土

大鼠肺脏
一

活性见表 斗

高铜组在实验早期显著低于对照组
,

高硒组在实验中
、

后期显著低于对照组

尸 , ,

高硒高镐组在实验中
、

后期显著高

于高硒组 尸 。

表 大鼠肺脏
一 二 活性

牙土

高硒组
、

高锡组在实验后期 周 显著低

于对照组
,

高硒高镐组则在实验中

期 周 显著高于对照组 尸 ,

并在整

个实验期间显著高于高硒组和 高 镐 组 尸

大鼠肝脏

 
”

一 ’

丽
单位

闷
一 蛋白

组 别

—
…
一竺翌

一

阵望一一竺
高硒组 ,

·

, 。土 ,
·

“ ’
·

。士 ,
·

’
·

, 士。
·

, 呼

高镐组 “
·

“ 士 ‘
·

,

…
, ”

·

4 , 土 ‘
·

’4

…
‘3

·

“3 土3
·

”‘

高硒高锅组
{
’

·

2 8 土 ’
·

5 0

{

‘’
·

“8 土‘
·

8 ‘

{

, ’
·

5 4 上o
·

8 6

对照组
:

{
8 ·

2 , 士 3
·

”
l
‘3

·

’。士‘
·

。。
{
‘2

·

9 6

杏
’

‘

。3

* 牙土S D

表 2

G SH 一
p
x 活性见表 2

.

大鼠肝脏 G SH 一 p 二 活性

G SH 一
p
x

活性(单位/m i
n ·

m
g 蛋 白)

*

券
一

…森…燕高锅组
{
‘3

·

3 ‘土‘
·

’9
!
‘3

·

‘, 土’
·

’“

高硒高锡 组
}
‘’

·

5
‘士 ‘

·

’6

】
‘’

·

6 ‘工‘
·

”‘

对 照组 】
, ‘

·

“6士 ’
·

9 0

{

‘3
·

7 0 士 ’
·

。o

12 周

2. 5 大鼠脑组织 G SH 一
p
x 活性见表 又

高硒组在实验早期显著低于对照组 (尸 <

0
.
0 5 )

,

高硒高镐组在实验后期除显著低于对照

组外
,

还显著低于高硒组和高福组(尸 < 0
.
0 5 )

.

13 。

1
7 +

1

.

1 9

1
9

。

0 0 斗 3
.
2 6

1 3
。

1 6
+

1

。

2 7

表 5 大鼠脑组织 G sH 一
p x 活性

性(单位/m i
n ·

m
g 蛋白)*

组 别

17 .40+ 1
.

巴
8周 12周

* 牙土S D

高硒组在实验中
、

后期显著低 于 对 照 组

(尸 < 0
.
叮 )

,

高硒高镐组在实验中期显著高于

高硒组(尸 < 0
.
0 5 )

.

2. 3 大鼠肾脏 G sH 一
p
x 活性见表 3.

高硒组和高镐组在实验中
、

后期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 (P < 。
.
05 )

,

高硒高镐组在实验早期

(3 周 ) 显著高于高硒组和高锅组 (p < 0
.
0 , )

,

在实验后期显著高于高硒组 (p < 0
.
05 )
.

高硒组

高镐组

高硒高镐组

对照组

333 周周

5
.
36士1

.21

4 。

3 4

一

朴0
.
9 5

5
.
6 0土1

.46

4.61士 1
.
02

7 。

9
3 十2

‘
4 石

6
.
2 3土 1

.
38

1.00士 0
.
1吞

4
.
4 0土 0

.
83

* 王士 SD

2. 6 大鼠脾脏 G SH 一
p
x 活性见表 6

.

高硒组和高镐组在实验中
、

后期显著低于

对照组 (P < 0
.
05)

,

高硒高镐组在实验中期显

著高于高硒组和高锡组 (p < 0
.
05 )
.

2. 7 大鼠心脏 G SH 一
p
x 活性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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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大鼠脾脏 G sH 一 p ,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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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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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土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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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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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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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土‘
.

{二
高硒高锦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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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1

‘2
·

5 斗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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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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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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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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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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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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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大鼠
,

合脏 G SH 一
p x 活性

G sH 一
p x 活性(单位/m i

n ·

m
g 蛋 白)

*

组 别
3 周

高硒组

高锦 组

高硒 高镐组

对 照组

4。

3 3 士 0
.6D

2 。

5
8 十0

。

8
7

4

.

7 4 十1
。

5
4

4

。

9 9
+ 0

。

4 3

3

.

6 7
+

0

.

, 3

7
。

8 2 士0
.
55

4 .40土 0
.82

4 。

8 1 十0
。

4 1

1 2 周

6 .62士 0
.99

3 .84+ 0
.81

4 .93土 1
.0乡

4
.
8 0 + 0

。

4
6

* 牙土SD

各处理组在整个实验期间相互比较均无明

显差异
。

3 讨论

G SH 一
p
x 是一种含硒酶

,

具有重要的抗氧

化作用
,

而适量的硒则是 G S H 一
p
x 活性的重要

保证
,

低硒使 G S H 一

Px 活性下降已有大量的研

究报道
.
国内外一些研究表明

,

高硒也 可 使

G SH 一

Px 活性下降
,

海春旭等闭报道
,

高硒可使

大鼠血液 G SH
一
p
x 活性下降

,
V

a
l

e n t i
n e [l , 等发

现
,

饮用高硒水的人群全血 G SH 一

Px 活性较饮

用低硒水的人群低
,

但也有给大鼠喂高硒 ( ,
.
,

m g / k g ) 饲料
,

全血 G SH 一
p
x

活性增加 的 报

道 [6]
.
本研究高硒组大鼠血液 G SH 一

Px 活性在

实验后期时显著低于对照组
,

说明高硒可使大

鼠血液 G sH 一
Px 活性下降

.

高硒也可使大鼠组织 G sH
一

Px 活性下降
,

其影响随着染毒的进程而越显明显
,

在实验早

期
,

高硒仅抑制脑 G SH 一
p
x 的活性

,

到实验中
、

后期
,

肝
、

肾
、

肺
、

脾中 G SH 一
p
x

活性均受高硒

影响而显著下降
,

说明本研究采用的硒经 口染

毒剂量 (,
.
s m g / k g )

,

对大鼠血液和组织 G SH -

, x 活性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科 学
·

27

.

本研究高镐组大鼠血液
、

肾
、

脾 G SH 一p : 活

性也明显降低
,

提示高镐也能抑制 G SH 一

Px 的

活性
.

关于硒
、

镐的相互作用已有大量的研究报

道
,

适量硒对镐中毒的拮抗已为许多实验所证

实
,

但对高硒高福联合作用的研究则得出不同

的结果
.
有报道高硒高镐共存时

,

高镐可增强

高硒的毒性 叨
,

也有报道高镐对高硒所产生的

毒性作用无明显影响[8]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在

整个实验期间
,

高硒高福组大鼠血液 G SH 一
p
x

活性均显著高于高硒组和高镐组
,

说明高硒高

镐联合作用可明显拮抗高硒或高镐单独作用所

引起的血液 G SH 一

Px 活性降低
.

在组织 G s H 一
Px 活性方面

,

高硒高镐共存

则表现出较为复杂的联合作用
,

在肝
、

肾
、

肺
,

主

要表现为高镐对高硒所致组织 G S H 一

Px 活性

下降的拮抗(高硒组 G SH 一
p
x

活性显著低于对

照组
,

高硒高镐组 G SH 一

Px 活性显著高于高硒

组)
.
在脾脏

,

主要表现为高硒高锡的相互拮抗

(高硒组和高镐组 G SH 一

Px 活性均显著低于对

照组
,

高硒高镐组 G SH 一

Px 活性均显著高于高

硒组和高镐组). 在脑组织
,

主要表现为高硒高

锅的协同作用
,

二者的毒性均增强(高硒高镐组

G SH 一

Px 活性显著低于高硒组和高镐组 )
.

由本研究结果看出
,

对不同的脏器而言
,

高

硒高镐共存在影响 G SH
一
p
x

活性方面是不一样

的
.
已证实硒虽是 G SH 一

Px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但是体内还存在一种不含硒的 G S H 一

Px

,

两种

G SH 一

Px 在不 同组织中的分布比例不同
,

本研

究所反映出的高硒和高镐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是

否和两种 G SH 一
p
x 在不同组织细胞由的 活 性

不同有关
,

亦或是和不同组织中硒
、

镐的分布不

同有关
,

有待进一步研究后才能阐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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