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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鸡室颤阈测定方法的研究

栗绍文3 　乔 健3 3 　董世山　乔惠理　陈守强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北京 100094)

摘　要　本研究以常规饲养肉鸡和蛋鸡作为试验动物, 采用电刺激和静脉输钾 2 种方法诱发室颤, 以探讨禽

室颤阈测定的方法。结果显示: 1) 电刺激方法诱发试验鸡室颤成功率为 94. 71% (197ö208) , 其中肉鸡为

100% (84ö84) , 蛋鸡为 91. 87% (113ö124) ; 2)静脉输钾方法, 试验鸡诱发室颤成功率为 88. 06% (118ö134) , 其

中肉鸡为 88. 46% (46ö52) , 蛋鸡为 87. 80% (72ö82)。试验认为电刺激和静脉输钾均可以成功诱导鸡发生室

颤, 用电刺激方法的成功率高于静脉输钾方法, 肉鸡比蛋鸡更容易诱发室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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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pu rpo se of th is study w as to induce the ven tricu lar f ib rilla t ion (V F ) and

m easu re the ven tricu lar f ib rilla t ion th resho ld (V FT ) in ch icken s. Ch icken s w ere induced V F

by the electric st im u la t ion (ES) o r KC l i. v. m ethods. T he resu lts w ere as fo llow s: 1) in the

ES m ethod, 94. 71% of ch icken s w ere successfu lly induced ven tricu lar f ib rilla t ion (V F ) ,

including 100% of b ro iler ch icken s and 91. 87% of laying ch icken. 2) By KC l, 88. 06% of

ch icken s w ere successfu lly induced V F, including 88. 46% in b ro iler ch icken s and 87. 80% in

laying ch icken s. It show ed that: 1) bo th ES and KC l infu sion w h ich cou ld induce V F in

ch icken s; Ch icken s w ere induced V F by ES mo re easily than by KC l. 2)B ro iler ch icken s w ere

mo re sen sit ive to V F than laying ch icken s by bo th m ethods.

Key words　ch icken s; V FT; electric st im u la t ion; KC l infu sion

心肌易颤性是指心肌对室性心律失常尤其是室颤发生的敏感性, 它是直接反映心脏电生

理机能状况的一项重要参数。室颤阈 (ven tricu lar f ib rilla t ion th resho ld,V FT )是医学上公认的

并在医学研究中广泛应用的一种评价心肌易颤性的指标, 它既可以定量反映心肌的易颤性, 也

可以反映自发性室颤发生的倾向性[1 ]。目前医学上对于犬[1, 2 ]、猫[3 ]、家兔[4, 5 ]、大鼠[6, 7 ]等哺乳

动物的心肌易颤性和室颤阈测定方法已经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 而对于禽类心肌易颤性和

室颤阈测定方法的研究尚未见有文献报道。医学上已经建立了许多诱发室颤的方法, 常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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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剌激方法及人工高钾、低钾、高钙、静注乌头碱或洋地黄等[1 ]。本试验在医学研究的基础上,

采用电刺激和静脉输钾 2 种方法诱导鸡发生室颤, 以探讨鸡室颤阈测定方法的可行性, 为进一

步研究禽类的心肌易颤性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1　试验仪器

日本三荣公司生产的 360 型多导生理记录仪; 上海嘉龙教仪厂生产的JL 2C 型生理实验多

用仪; 江苏省张家港市仪表仪器总厂生产的RDB 2IB 型蠕动泵。

112　试验方法

试验动物为本校动物房常规饲养的健康肉鸡和蛋鸡 (3～ 8 周龄)。分别采用电刺激方法和

静脉输钾方法诱发室颤来进行室颤阈的测定。

11211　电刺激方法　本试验采用在基础心率下连续方波双脉冲电刺激方法。将试验鸡背位保

定于手术台上, 按标准肢体导联连接好电极导线。从翼静脉注射混合麻醉剂[8 ] (戊巴比妥钠

510 g, 丙二醇 40 mL , 酒精 10. 5 mL , 蒸馏水 49. 5 mL ) 0. 5 mLõkg - 1, 待麻醉后从左侧胸骨向

下 1 cm 左右打开胸腔 (注意避开血管和神经)。剪开心包, 暴露心脏。将生理实验多用仪刺激

电极置于冠状动脉左下支前 1ö3 处。刺激参数为定时 1 s, 双脉冲方波刺激, 延时分别为 2 m s

和 5 m s, 频率 80 H z, 波宽 1 m s。初始电压为 1 V , 每次剌激时间为 15 s, 间隔 5 s 递增 1 V。在

全试验过程中均用多导生理记录仪监测其肢体标准Ê 导心电图, 至刚好出现室颤波形为止 (图

1)。记录诱发室颤所需最小电压值, 即为电刺激方法诱发室颤阈值 (ES2V FT )。未发生室颤即

死亡或者电压达 50 V 仍未发生室颤者判为不能诱发。

图 1　正常及室颤心电图波形比较

11212　静脉输钾方法　将试验鸡称重后背位保定于手术台上, 按标准肢体导联连接好电极导

线。连接蠕动泵, 从左侧翼静脉滴注 0. 5% KC l 溶液, 速度控制在 1. 5 mLõm in - 1。用多导生理

记录仪监测其肢体标准Ê 导心电图, 至刚好出现室颤波形为止 (图 1)。计算单位体重诱发室颤

所需的最小溶液量, 即为静脉输钾诱发室颤阈值 (KCL 2V FT )。未发生室颤即死亡或者静脉滴

注 KC l 溶液量大于 100 mLõkg- 1仍未发生室颤者判为不能诱发。

11213　数据的统计分析　用U 2检验判断总体率的差异显著性。

2　结　果

211　2 种方法诱导试验鸡发生室颤结果

采用电剌激方法诱发室颤来进行室颤阈的测定: 共测定试验鸡 208 只, 诱颤成功 197 只,

成功率为 94. 71% ; 其中试验肉鸡 84 只, 诱颤成功 84 只, 成功率为 100% ; ES2V FT 变化范围

401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02 年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为 0～ 33 V。试验蛋鸡 124 只, 诱颤成功 113 只, 成功率为 91. 87% ; ES2V FT 变化范围为 0～

40 V。 (0 V 表示开胸时即发生室颤, 肉鸡 28ö84; 蛋鸡 8ö124) (表 1)

表 1　电刺激诱导试验鸡发生室颤结果

供试材料 样本
(N )

室颤数
(V F )

成功率ö%
(V F öN )

ES2V FT
V

肉鸡 84 84 1003 3 0～ 33

蛋鸡 124 113 91. 87 0～ 40

合计 208 197 94. 71 0～ 40

　　注: 3 3 : P < 0. 01 与试验蛋鸡比较。

采用静脉输钾方法诱发室颤来进行室颤阈的测定: 共测定试验鸡 134 只, 诱颤成功 118

只, 成功率为 88. 06%。其中试验肉鸡 52 只, 诱颤成功 46 只, 成功率为 88. 46% ; KC l2V FT 变

化范围为 35～ 68 mLõkg - 1。试验蛋鸡 82 只, 诱颤成功 72 只, 成功率为 87. 80% ; KC l2V FT 变

化范围为 51～ 98 mLõkg - 1 (表 2)。

表 2　静脉输钾诱导试验鸡发生室颤结果

供试材料 样本
(N )

室颤数
(V F )

成功率ö%
(V F öN )

KCL 2V FT
(mL ökg)

肉鸡 52 46 88. 46 35～ 68

蛋鸡 82 72 87. 80 51～ 98

合计 134 118 88. 06 35～ 98

试验鸡在发生室颤时, 临床表现为拼命挣扎, 全身肌肉强烈收缩, 剧烈拍打翅膀, 一般在

1 m in 内死亡。

212　2 种方法诱颤成功率的比较

对全部试验鸡而言, 电刺激方法诱颤成功率显著高于静脉输钾方法 (P < 0. 05) ; 在肉鸡实

验中, 电刺激方法诱颤成功率极显著高于静脉输钾方法 (P < 0. 01) ; 在蛋鸡试验中, 电刺激方

法诱颤成功率虽高于静脉输钾方法, 但无显著性差异 (P > 0. 05)。

213　肉鸡和蛋鸡诱颤成功率的比较

采用电刺激方法诱发室颤, 肉鸡成功率极显著性高于蛋鸡 (P < 0. 01) ; 采用静脉输钾方法

诱发室颤, 肉鸡成功率高于蛋鸡, 但无显著性差异 (P > 0. 05) (表 1, 2)。

3　结论与讨论

1) 建立了电刺激和静脉输钾法进行鸡室颤阈测定方法。室颤阈是医学上公认的并在医学

研究中广泛应用的一种评价心肌易颤性的指标, 它既可以定量反映心肌的易颤性, 也可以反映

自发性室颤发生的倾向性。本试验在医学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现有条件建立了基础心率下连续

方波双脉冲电刺激心脏和静脉滴注 0. 5% KC l 溶液 2 种方法诱发鸡室颤, 成功率均可达到

87% 以上, 用来进行室颤阈测定以评价鸡的心肌易颤性是可行的, 本试验结果为进一步研究试

验鸡的心肌易颤性的工作基础。

2) 电刺激方法比静脉输钾方法更容易诱发室颤。比较 2 种方法诱导肉鸡和蛋鸡发生室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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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率, 电刺激方法均高于静脉输钾方法, 而在肉鸡差异更为显著 (P < 0. 01)。这是由于电

刺激方法直接作用于心脏, 干扰心脏的电生理活动, 影响了心肌的电兴奋传导, 从而诱导室颤

的发生; 而静脉输钾方法是通过人工输钾造成高钾血症, 影响心肌细胞膜内外的离子平衡, 从

而导致室颤的发生。二者作用机制不同, 是导致这 2 种方法诱颤成功率差异的根本原因。目前

医学上应用最多的诱发室颤的方法为电刺激方法, 但该方法需要进行麻醉和打开胸腔, 操作比

较繁琐, 技术要求也比较高。实际应用中对于 2 种方法需根据具体情况不同进行选择。

3) 与蛋鸡相比, 肉鸡更容易诱发室颤。前人研究结果表明, 肉鸡易发生猝死综合征, 而蛋

鸡不易发生[9 ]: O lkow sk i 等的研究结果表明肉鸡猝死综合征致死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恶性心律

失常尤其是室颤的发生[10, 11 ] , 据此可以推论肉鸡易发猝死综合征是由于肉鸡对恶性心律失常

尤其是室颤的敏感性即心肌易颤性比蛋鸡高。本试验结果表明, 2 种方法诱发室颤的机制虽然

不同, 但诱颤成功率肉鸡均高于蛋鸡, 而且电刺激方法诱发室颤时二者差异更为显著 (P <

0101) , 这表明肉鸡更容易诱发室颤。作者应用 ES2V FT、KC l2V FT、冷加压心电图等作为评价

指标对肉鸡和蛋鸡的心肌易颤性进行了比较, 结果均表明肉鸡的心肌易颤性大于蛋鸡 (结果另

报)。这些结果均与上述推论相符。若该推论被进一步证实, 则为肉鸡猝死综合征发病机理、药

物防治、遗传改良等方面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

另外, 本试验中发生室颤时试验鸡的临床表现也与猝死综合征肉鸡的临床症状[12 ]相符,

这也进一步支持了O lkow sk i 等的研究结果[10,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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