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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和原理

实验目的

1. 学习离体蛙心灌流的实验方法

2. 通过实验了解心肌的生理特性

3. 观察和掌握钠、钾、钙三种离子、肾上腺素和乙酰

胆碱等对离体心脏活动的影响及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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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和原理

实验原理

1. 心脏具有自动节律性。将两栖类动物蟾蜍或蛙的离

体心脏用理化性质近似于血浆的生理溶液（任氏液）

进行灌流，以保持其新陈代谢顺利进行，这种节律

性可维持较长时间。

2. 心脏正常节律性活动有赖于内环境理化因素的相对

稳定，离体心脏脱离了机体的神经支配和全身体液

因素的直接影响，改变蛙心灌流液的成分，可引起

心脏活动的改变。



目的和原理

3. 心肌细胞生物电活动的基础是钠、钾、钙等跨膜

离子流。心肌细胞的自律性、兴奋性、传导性及

收缩性，与钠、钾及钙等离子有关，因此细胞外

液中这些离子浓度的变化会对心脏的活动产生不

同的影响。

4. 肾上腺素可使心率加快、传导加快和心肌收缩力

增强，乙酰胆碱则与肾上腺素的作用相反。



器材与药品

滴管

玻璃分针

镊子

组织剪

探针

MD2020生物信号记录系统、张力换能器、蛙心插管、蛙心夹、蛙类动

物手术器械等；任氏液、 0.65％NaCl、2％CaCl2、1％KCl、1:10 000

肾上腺素、1:10 000乙酰胆碱等

蛙心插管

蛙心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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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对象

蟾蜍或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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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备离体蛙心

（1）捣毁脑和脊髓

（2）开胸暴露心脏

（3）观察蛙心

（4）蛙心插管

方法和步骤



999

方法和步骤

① 左手握蛙，右手持探针从枕骨大孔垂直刺入椎管，

向上进入脑，左右摆动探针充分捣毁脑组织。

② 探针退回垂直位置但不要拔出，向下进入椎管，

上下捻动探针捣毁脊髓。

注意点： ① 探针进入枕骨大孔有突破感，在颅腔和脊髓腔内

活动度很小；②脑和脊髓破坏完全的标志是：下颌呼吸运动消

失，四肢松软，肢体对称。

1. 制备离体蛙心

（1）捣毁脑和脊髓



方法和步骤

① 将蛙仰卧固定于蛙板上，剪开胸前区皮肤，剪

去胸骨，暴露心脏。

② 用眼科镊提起心包膜，再用眼科剪将其剪破，

使心脏完全暴露出来。

（2）开胸暴露心脏

1. 制备离体蛙心



方法和步骤

① 识别心脏的各个部分，包

括心房、心室、主动脉、

动脉圆锥、静脉窦等，并

观察心跳。

1. 制备离体蛙心

（3）观察蛙心

正面观 背面观

左主动脉



方法和步骤

① 穿线结扎作准备：在左主动脉下方穿线结

扎，并作插管时牵引用；在主动脉干下方

穿线系一松结备用，用于结扎固定蛙心插

管。

② 作左主动脉剪口：左手提起左主动脉上的

结扎线，用眼科剪在结扎线下方、沿向心

方向在动脉上剪一斜口。

1. 制备离体蛙心

（4）蛙心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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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步骤

1. 制备离体蛙心

（4）蛙心插管

③ 插管：将盛有任氏液的蛙心插管自剪口

处插入动脉圆锥。当插管尖端到达动脉

圆锥基部时，将插管稍稍后退，然后向

着心尖方向（左后方）推进，经主动脉

瓣在心室收缩期插入心室。此时可见心

室内血液冲入插管，并使液面随心室舒

缩而上下波动。



方法和步骤

④ 冲洗防凝血：用滴管吸去插管中的血液，用新

鲜任氏液更换数次。

⑤ 结扎固定插管：用预先准备好的松结将主动脉

干连同插管扎紧固定，并在蛙心插管的侧钩上

加固以免插管滑出心室。剪断两根主动脉。

1. 制备离体蛙心

（4）蛙心插管



1. 制备离体蛙心

（4）蛙心插管

方法和步骤

⑥ 保留静脉窦，结扎分离静脉端：

轻轻提起插管以抬高心脏，用

一线在静脉窦和腔静脉交界处

做一结扎，结扎线尽量下压，

避免损伤静脉窦。在结扎线远

心端剪断腔静脉，游离蛙心。

⑦ 用新鲜任氏液反复换洗插管内

液体，直至灌流液无明显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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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木质试管夹夹住蛙心插管，再将木质试管夹通

过双凹夹固定在铁支架上。

（2）用一端带有长线的蛙心夹在心脏舒张期夹住心尖。

（3）将蛙心夹上的系线绕过滑轮与张力换能器相连。

2. 实验装置连接与使用

方法和步骤

MD2020: 蛙心灌流

Powerlab：D→Labstation→动物实验：蛙心灌流



方法和步骤

3. 观察项目

（1）描记正常的蛙心搏动曲线以做对照。注意观察心率、心肌收缩幅度和

舒张程度。

（2）把蛙心插管内的任氏液全部更换为0.65％NaCI溶液，观察心搏变化并

作好标记。

（3）向蛙心插管内滴加2％CaCl2溶液1～2滴，观察心搏变化并作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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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步骤

3. 观察项目

（1）描记正常的蛙心搏动曲线以做对照。注意观察心率、心肌收缩幅度

和舒张程度。

（2）把蛙心插管内的任氏液全部更换为0.65％NaCI溶液，观察心搏变化

并作好标记。

（3）向插管内滴加2％CaCl2溶液1～2滴，观察心搏变化并作好标记。



方法和步骤

（4）向插管内滴加1％KCl溶液1～2滴，观察心搏变化并作好标记。

（5）向插管内滴加肾上腺素溶液(1:10 000) l～2滴，观察心搏变化并作好标记。

（6）向插管内滴加乙酰胆碱溶液(1:10 000) 1～2滴，观察心搏变化并作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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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步骤

4. 注意事项

（1）如插管不成功，请按步骤重复插管，不可用力过大或插管过深。插管成功后及

时用任氏液换洗，以免发生凝血引起插管尖端堵塞。

（2）游离蛙心时，勿伤及静脉窦，要连同静脉窦一起取下。

（3）蛙心插管内液面高度要保持恒定，以免影响实验结果。

（4）吸取新鲜任氏液的滴管和吸取插管内液体的滴管要注意区分。

（5）药品发挥作用后，要及时换洗，以免心肌发生不可逆损伤。并待心搏曲线基本

回复正常后方可进行下一项目。

（6）滴加药品和换洗时，要及时标记，以方便观察分析。

（7）药品作用不明显时，可以适当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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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虚拟仿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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