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麝 香 对 两 栖 类 离 体 

心 脏 的 作 用 与 气 温 的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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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麝香是珍贵的中药材，也是优质定香剂。现已证明，麝香对中枢神经、离体子宫、 

气管平滑肌及心脏等有广泛的作用(全国中草药汇编1975、木村正康1978)。据国内外 

有关文献报道，麝香对包括两栖类动物在内的离体心脏具有加强心搏的作用(Mukno-

padhyay，A.et a1，1973；木村正康等，1968)。但也有认为单独使用麝香对心脏机能

无任何影响，只有与其它药物合用时，才能诱发其复合效果。例如与肾上腺素合用则可 

激动β受体增强儿茶酚胺效应(1975)。另有报道蛙心脏的肾上腺素受体夏天为β型；冬天 

则为α型。Kunos et a1 1976和Nikerson并证明蛙离体心脏当灌流液的温度降低时(24°

—14℃)，可使β受体转变为α受体，当灌流液的温度升高时(17°—22℃)，则可使α受

体转变为β受体。他们推想蛙心脏的α和β受体是同一结构的两种受体互相转变的构型。

然而，Benfey(1977)不支持这种互相转变的假设，认为那是有关工作没有在最适宜的 

条件下进行的结果。 

    本文报道1982年4月20日至6月18日在成都市不同气温条件下，麝香对青蛙和蟾蜍 

离体心脏的作用。 

实 验 材 料 与 方 法 

    一、麝香液制备：将干麝香碾末，经95％乙醇提取过滤，然后将其残渣再用热水提

取过滤，最后把两种滤液混和，在60℃左右减压蒸干，用生理盐水配制待用。 

    二、实验动物：用黑斑蛙和中华大蟾蜍。 

    三、实验方法：应用Straub氏和八木氏离体蛙心灌流法；各项实验的Ringer氏灌流

液统一用2毫升，并且在室温下进行实验，不作人工加温或减温调节，以电动双鼓记录。 

实 验 结 果 

一、 麝香抑制心搏效应：在日平均气温16°—20℃的条件下，用18双35克至60克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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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蛙的离体心脏，给予1.1、2.2、4.4、6.6，8.8、11毫克6个梯度麝香，其中除了6.6

毫克麝香作4次实验外，其他各梯度都作5次实验，共29次实验，均出现明显的抑制效

应。表现为心缩减弱，振幅降低。以各个梯度的每次实验所产生的振幅降低，达到最低

限度稳定为止，然后计算其降低正常振幅的百分比。结

果表明，随着给予麝香量的增加，心缩张力越小，即

收 缩 振 幅 越 低 ， 其 作 用 的 潜 伏 期 越 短 ( 见 图 1 ) 。 

    引人注目的是，  当气温升高达27℃左右时，麝香对 

青蛙或蟾蜍离体心脏的作用，表现为兴奋，加强心搏之

后，一旦气温下降到20℃以下，麝香对离体心脏的作用

又显现出抑制性效应。图2即从6月8日较高气温下降 

后于6月10日气温20℃时，麝香对离体心脏减弱心搏的

结果。 
 

图1.  麝香对离体蛙心的抑制作用 

 

图2.  麝香11毫克对蟾蜍离体心脏的作用(拼接处1100秒) 

   箭头示给麝香    时间5秒    气温20℃ 

    实验发现，在2毫升的Ringer氏灌流液中，加入胆硷能受体阻滞剂阿托品0.002毫

克，即能对抗8.8毫克麝香所致的心张力抑制作用，阿托品量越大，其对抗程度越强，

当加入阿托品0.005毫克时，则完全阻滞8.8毫克麝香对心搏的抑制效应，  7次实验均出

现相似的结果(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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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阿托品0.006毫克阻滞麝香8.8毫克对青蛙离体心脏的抑制作用 

   左 箭 头 示 给 阿 托 品     右 箭 头 示 给 麝 香     时 间 10秒     气 温 17℃  

这些结果表明，在较低气温(20℃以下)条件下，麝香对青蛙离体心脏的抑制效应，是

通过对胆硷能受体的兴奋而引起作用的。说明麝香对心脏的M受体具有一定的特异性。



 

    二、麝香加强心搏效应：在日平均气温20°—27℃条件下，在离体蛙心的2毫升灌

流液中，分别给予1.1和8.8毫克麝香，共用10鋏动物进行15次实验。结果表明，给药初

期出现短时期(100—65秒)心缩张力减弱后即产生兴奋性效应，表现为心搏加强，振 

幅增大，经200—300秒后达到最高振幅(图4)。给予1.1毫克麝香提高心搏振幅23.39

±4.12％；而给予8.8毫克麝香则提高振幅为36.67±11.54％。此外，有迹象表明，在 

比较高的气温下，给予麝香量越大，初期减弱心搏的时间越短。 

 
 

图4．  麝香8.8毫克对青蛙离体心脏的兴奋作用(拼接处1200秒 ) 

     箭头示给麝香    时间：10秒   气温：27℃  

    如于灌流液中加入β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心得安0.02毫克，即可完全阻滞8.8毫克麝

香所致的加强心搏效应。看来，在较高气温(20°—27℃)条件下，麝香加强心搏张力 

的作用，是由于兴奋了β受体而引起的。 

 

图5．  心得安0.02毫克阻滞麝香8.8毫克对青蛙离体心脏的兴奋作用 

     左箭头示给心得安      右箭头示给麝香      时间：10秒      气温27℃ 

    此外，从Straub氏和八木氏两种蛙心灌流法分别进行实验的结果，在27℃条件下给

予麝香量为0.44毫克时，各7次实验均不能引起心缩力明显的变化；而当加入麝香达 

0.66毫克，则两种方法均产生显著的短时间心搏减弱后又出现心搏增强的反应。说明麝 

香兴奋离体蛙心的阈值应在0.44—0.66毫克之间。这结果也说明，心起搏组织静脉窦对

麝香的反应，似并不比心室肌细胞更为敏感。 

讨      论 

    关于麝香对两栖类动物青蛙和蟾蜍离体心脏的作用，过去国内外都有报道或记载，

普遍认为麝香具有提高心脏的兴奋性，加强心缩张力(或加强心搏)的作用。(下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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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腺、食道分泌物等进行临时的观察研究，可采用涂片、压片、分离等方法进行观察。活

体组织、器官和卵、胚的临时玻片标本，可用0.45％的生理盐水制作。因活体标本透明，

不易观察，可用0.5％的甲基绿、1％的美兰或中性红染色后观察。对直径小的受精卵

及早期胚胎标本应在盖片与载片之间加粗细适度的两根玻丝，以便置显微镜下后轻轻地

移动盖片，使标木在盖片与载片间滚动，观察细胞谱系和形态。如中国圆田螺的受精卵，

卵径仅41—42μ(欧洲的田螺卵径18μ)，观察其卵裂过程和早期幼虫，即可用此法。亦

可用凹玻片观察。 

(二)永久性非切片玻片标本制作 

    1.丙三醇制片法：将固定后的小型软体动物的器官、卵、胚胎、幼虫经1—2小

时水洗后移入盛有5—10％的丙三醇液的小培养皿中，用双层纱布盖好，置于45—50℃

的恒温箱中1—2日，使丙三醇浓缩后封片。于盖片四周用浓的加拿大树脂、石蜡、火

漆或乳胶封固。也可用甘油明胶、甘油桃胶等封片剂代替丙三醇，但不经浓缩，直接用

于封片。 

    2.加拿大树胶制片法：经固定后的着色或不着色的卵、胚、部份组织或单个器官

标本，以温热的2.5—5％的琼脂，按所需标本的方位固着于载片上，然后经等级乙醇

或正丁醇逐级脱水，二甲苯透明后加拿大树胶封固成永久性制片。如田螺的卵、早期胚

胎，椎实螺的卵裂标本、幼虫，河蚌及其他双壳类的钩介幼虫等可用此法制作。幼虫在

固定前必须麻醉；在盖片与载片间应加适当粗细的玻璃丝，以防琼脂和加拿大树胶收缩

时盖片压碎标本。 

    3.贝壳磨片标本制作法：研究软体动物的贝壳必需先制成薄片，以便观察。大型贝

壳的磨片，可用小钢锯按一定的方向和角度锯开后用油石或细砂轮磨至所需的厚度。小

型的易碎贝壳，则需按一定角度切割成小片，用松脂贴附于毛玻璃片上，再用油石磨成

薄片。用乙醇或二甲苯溶去松脂，洗净，以香柏油或加拿大树胶封片。在制片过程中必

须注意贝壳的切割方向和角度，否则所显示的构造差异极大。 

(上接37页) 

本实验证明，麝香对青蛙离体心脏既有兴奋作用，也有抑制作用。这种不同性质的反应 

与自然气温或季节性温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Kunos等(1976)用不同温度灌流液对离 

体蛙心实验，产生不同的反应，进一步提供了气温对离体蛙心在夏天和冬天产生不同反 

应的可能性。另外，木村正康(1968)进行麝香加强儿茶酚胺效应的实验后提出，麝香 

作用的特征在于对β受体效应的选择性。而在我们的研究中，却看到了在16—20℃条件 

下，麝香兴奋M受体，而在20—27℃时，兴奋β受体。说明麝香对β或M受体的选择性作 

用，依赖于气温的变化。虽然这些结果还不能否定在人工控制不同温度灌流液条件下α 

和β受体相互转变的假设，但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成都地区4至6月正是春夏交替的 

季节，在这种气温条件下，麝香对两栖无尾类冷血动物的心脏产生不同性质的反应，似 

乎同这些动物在冬天蛰伏，夏天活跃这种年周期性的生物学特征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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