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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血清
R>

水平降低#且缺血缺氧程度越重#时间越长#血清

R>

水平越低'

/

(

)目前#认为缺氧主要通过抑制氧敏感钾通道

dE!#"

钾离子内流引起膜电位去极化导致电压门控性
R>

通道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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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从而使细胞内
R>

离子浓度增加#血清
R>

水平降低'

4

(

)

所以#对于高原旅居者在服用抗缺氧药物的同时补充适量
R>

剂也是十分必要的)

-

D

离子作为机体内一种主要的内源性保护因子参与细

胞代谢及调节#防止脂质过氧化反应引起的细胞膜损伤'

!$

(

)

-

D

离子是非竞争性
2.

甲基
.S.

天冬氨酸$

2-S'

&受体拮抗

剂#可以阻止
R>

离子内流从而减轻缺血缺氧时细胞内
R>

超

载造成的毒性损害'

!!

(

)另外#

-

D

离子还能够通过捕捉初级自

由基来对抗细胞脂质过氧化反应#并通过影响酶的合成和活化

增强抗氧化酶活性'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慢性缺氧后血清
-

D

离子水平下降明显#这主要与缺氧抑制甲状旁腺素分泌#从而

导致肠道和肾脏吸收
-

D

离子能力降低有关)这也提示#在高

原习服过程中应注意
-

D

的合理摄入)

RK

也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是铜蓝蛋白*铜锌
.

超

氧化物歧化酶*细胞色素氧化酶*过氧化物酶*单胺氧化酶等的

重要组成成分#影响线粒体能量代谢及细胞生长'

!%

(

)部分学

者发现#低压缺氧使大鼠血浆
RK

元素含量明显增加#推测这

种变化可能是一种代偿性反应'

!:.!P

(

#而
*>J>@

等'

!&

(和本实验

则表明慢性缺氧对血浆
RK

元素水平无明显影响#具体机制有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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