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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氢$

P

.

+

%是一种无色有臭鸡蛋味的气体#大量吸入会

导致中毒+长期以来#人们印象中硫化氢是一种毒性物质和环

境污染物+直至
$7!7

年#科学家在人脑中检测到了内源性

P

.

+

#其生理学价值才正式被揭开)

$

*

+随着基础医学的逐步发

展#证实
P

.

+

具有调节平滑肌张力,抑制血管平滑肌增殖和保

护心肌等多种作用#并在临床治疗上显示出极大的应用前景+

现就
P

.

+

在心血管系统中的作用作一综述+

$

!

P

/

+

的生物学特性

P

.

+

体内以
P

.

+

与
0DP+.

种形式存在#并且两者之间

存在动态平衡#以保证其含量的稳定性+人体血清中
P

.

+

生

理浓度约为
/#

)

II'F

"

-

+内源性
P

.

+

主要通过胱硫醚
(

'

(

合

成酶$

,Q+

%,胱硫醚
(

(

(

裂解酶$

,+1

%途径#以及半胱氨酸转移

酶途径形成)

.

*

+

P

.

+

在大脑,心血管,肝脏和肾脏分布较多#在

心血管中主要是通过
,+1

催化产生+

P

.

+

在体内经谷胱苷肽

激发#大部分经氧化代谢形成硫酸盐和硫代硫酸盐#少部分则

会甲基化形成甲硫醇和甲硫醚)

"

*

+代谢物质主要通过肾脏,肠

道,肺排出+

/

!

P

/

+

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2$

!

心肌组织的负性肌力作用
!

王刚等)

8

*研究发现#以
$#(8(

$#(5I'F

"

-

的
0DP+

灌注离体大鼠#左心室内压最大变化速

率受到明显抑制#对人体静脉注射
0DP+

时#不仅引起平均动

脉压下降#同时带来短时心脏负性肌力作用+

P

.

+

主要通过

影响三磷酸腺苷$

49%

%敏感性钾离子通道促进钾离子外流#

使得心肌细胞膜的超极化且去极化时间延长#最终导致钙离子

内流#抑制心肌细胞的收缩功能#从而使左心室内压最大变化

速率下降#以及收缩末压和舒张末压显著下降)

/

*

+

/2/

!

血管舒张作用
!

);G

H

等)

5

*用乙酰胆碱预处理门静脉#使

用去甲肾上腺素预处理胸主动脉#在动脉收缩后给予不同浓度

的
P

.

+

#门静脉和胸主动脉将呈浓度依赖性舒张#并且这种舒

张效果被
P

.

+

的抑制剂所阻断+这是因为
P

.

+

可以激活血

管平滑肌上
49%

依赖的钾离子通道#使细胞膜发生超极化#抑

制钙离子内流#从而起到舒张血管的作用+此外#

P

.

+

可以影

响体内一氧化氮$

0Y

%,一氧化碳$

,Y

%的代谢过程#而
0Y

作

为一种内皮舒张因子#与
P

.

+

协同调节血管舒张)

6

*

+

P

.

+

还

可能影响下丘脑的功能#调节血压,心率使之下降+

/2'

!

抑制血管平滑肌的增殖和修复
!

有关细胞凋亡研究显

示#外源性
P

.

+

作用在主动脉平滑肌细胞时#细胞凋亡会加

速#但只有当内源性
P

.

+

生成障碍时才发挥作用+

P

.

+

会抑

制内皮素
($

激活丝裂素#蛋白激酶不能完成活化#从而抑制细

胞增殖(

P

.

+

还可能引起细胞分离酶$

,+1

%基因过表达#致使

增殖受抑制+另外#

P

.

+

可以抑制血管损伤后内膜的增生)

!

*

+

因此#

P

.

+

能抑制血管平滑肌的增殖和修复#影响血管的

重构+

/21

!

心肌的保护作用
!

P

.

+

可以对心肌缺血
(

再灌注起到保

护作用+将
0DP+

预处理过的离体心脏和减少内源性
P

.

+

心

脏的各项指标进行比较#发现经
0DP+

预处理的离体心脏在

缺血
(

再灌注后#电诱导钙瞬变的幅度及心肌细胞的活性明显

增加#可见
P

.

+

对心肌细胞的保护作用)

7

*

+其机制主要是

P

.

+

会影响蛋白激酶
,

和肌膜
49%

依赖性钾通道的活性(此

外
P

.

+

对心肌细胞的保护作用还与其能提高心肌细胞的存活

力及杆状细胞的比率相关+

'

!

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

'2$

!

治疗高血压
!

相关实验显示#随着体内
P

.

+

含量的逐渐

增加#高血压患者的症状会逐步减轻+因此#

P

.

+

可以尝试应

用在高血压的治疗上+从其机制提示#

P

.

+

能影响心肌细胞,

血管平滑肌的钾离子通道的开放#起到舒张血管平滑肌#降低

脉压#从而对心肌起到负性肌力作用#减小心脏的输出压力+

'2/

!

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

有学者研究表明#冠

心病患者血浆中
P

.

+

水平较健康者要减少一半以上#尤其是

冠心病重症不稳定者#

P

.

+

水平更是明显下降)

$#

*

+并且随着

冠心病严重程度加大#如吸烟,高血压,高血糖等冠心病危险因

素的增多#患者血浆中
P

.

+

含量明显不足#由此推断
P

.

+

参与

了冠心病的发病过程+同时动脉粥样硬化主要是由于血管平

滑肌细胞增殖引起内膜增生#而
P

.

+

却能抑制血管平滑肌细

胞的增殖#诱导细胞凋亡+

'2'

!

治疗心力衰竭
!

在构建大鼠心力衰竭模型的过程中#发

现内源性
P

.

+

水平逐步下降#并且抑制
P

.

+

生成后#模型心脏

功能进一步恶化#而在补充
0DP+

后明显改善)

$$

*

+这是因为

P

.

+

能调节心肌细胞的凋亡进程#保护心肌细胞#减轻衰竭#起

到改善心脏功能的作用+

'21

!

治疗心肌缺血性疾病
!

构建大鼠心肌梗死模型#采用

0DP+

处理后与对照组比较#病死率显著下降#并且心肌梗死

面积比对照组平均减少
$62$7O

#而抑制
,+1

表达后病死率明

显增加#且心肌梗死面积也相应增加+若用烯丙基半胱氨酸

$

+4,

%预先处理#因上调
,+1

蛋白的表达而促进
P

.

+

的合

成#病死率和心肌梗死面积则大大减少)

$.

*

+

P

.

+

可促进钾离

子通道#减少心肌梗死面积(此外#其还可以通过活化热休克蛋

白
6.

的表达来保护心肌(

P

.

+

还能促进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

苷肽过氧化物酶的表达#从而降低脂质过氧化物#促使氧自由

基的消除#达到改善心肌缺血
(

再灌注损伤的作用)

$"

*

+

'22

!

治疗肺动脉高压
!

构建的低氧性肺动脉高压动物模型表

明#血浆
P

.

+

含量下降#肺部细胞
,+1

活性降低+而给予外源

性
P

.

+

后#模型疾病症状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8

*

+其机制提

示#

P

.

+

有舒张血管,抑制血管平滑肌的修复和重构#并且还能

抑制胶原蛋白过度合成并且促进其降解)

$/($6

*

+而对于高肺血

流量引起的肺动脉高压#

P

.

+

可以抑制增殖性细胞核抗原

-

8"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5

月第
$.

卷第
$$

期
!

-DKS;3,FAG

!

T=G;.#$/

!

U'F2$.

!

0'2$$



$

%,04

%的表达#下调
0Y

"氧化氮气增压系统#起到缓解高压

的目的)

$!(.#

*

+

1

!

结
!!

论

P

.

+

作为一种气体信号分子#对心肌组织有负性肌力作

用#能舒张血管,抑制血管平滑肌的增殖,保护心肌组织,调节

新生血管#在高血压,心力衰竭,冠心病和肺动脉高压等疾病的

病理,生理过程和治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作用机制

尚未十分明了#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应用于临床治疗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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