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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寻求活性更好、毒性更低的新结构类型钙通道阻滞剂，以氟桂利嗪为先导化合物，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双哌
嗪类新化合物，并经光谱证明其结构。初步药理实验结果表明，９个新化合物在４５Ｃａ２＋跨膜内流动药理实验中，对大鼠主动
脉电压依赖型钙离子通道（ＰＤＣ）均有钙阻滞活性，且部分化合物的活性强于阳性对照药硝苯吡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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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钙通道阻滞剂（ｃａｌｃｉｕｍｃｈａｎｎｅｌｂｌｏｃｋｅｒ）是在
通道水平上选择性地阻滞Ｃａ２＋经细胞膜上的钙离
子选择性通道进入细胞内，从而减少细胞内 Ｃａ２＋

浓度的药物。其广泛用于治疗劳力型、变异型及不

稳定性心绞痛和无症状性心肌缺血等缺血性综合

症，心肌梗死、高血压及其危象，脑血管痉挛，脑梗

死等疾病［１－４］。传统的钙通道阻滞剂主要有二氢

吡啶类、苯烷胺类、地尔硫
"

类等结构类型化合物，

由于在临床应用中此类药物普遍存在着与血流动

力学效应有关的继发作用，并且由于患者的个体差

异，不同结构类型药物显效不一，因此，对新结构类

型钙通道阻滞剂的研究成为近年来心血管药物研

究领域的热点之一［５－７］。

在钙通道阻滞剂中，双苯哌嗪类是最早应用于

临床的作用于脑的药物。以其代表药物氟桂利嗪

（ｆｌｕｎａｒｉｚｉｎｅ）为例，长期被用于治疗偏头痛、脑动脉
缺血性疾病，如眩晕、耳鸣、注意力涣散、精神混乱

等，还可用于脑血栓形成、脑栓塞、脑动脉硬化、脑

出血恢复期、脑外伤后遗症等，由于末梢循环不良

引起的疾患。其作用特点：一是扩张血管，无心脏

抑制作用，能有效防止脑血管痉挛；二是对病理性

钙超载有抑制作用，在细胞膜水平不影响正常细胞

功能；三是保护神经膜内外离子环境稳定，增强对

缺血缺氧耐受性。但该类药物的钙阻滞作用较弱，

特异性较差，虽广泛用于临床，但严格的临床实验

报道较少。本文以氟桂利嗪为先导化合物，并将双

哌嗪结构引入心脑血管药物的设计中，设计并合成

了一系列双哌嗪类化合物，运用４５Ｃａ２＋跨膜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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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技术［８］，考察了这些化合物对大鼠主动脉电

压依赖型钙离子通道（ＰＤＣ）的钙阻滞作用。

!

　合成路线

以对硝基苯基哌嗪为起始原料，与氯乙酰氯
反应得到 １（氯乙酰基）４（４硝基苯基）哌嗪
（１），（１）与哌嗪反应得到１（２哌嗪基乙酰基）４
（４硝基苯基）哌嗪（２），（２）再与不同取代的肉桂
酰氯或取代苯甲酰氯反应得到４ａ～４ｅ；４ａ和４ｃ经
还原硝基后得到４ｆ和４ｇ；（１）与乙基哌嗪反应得
到４ｈ，４ｈ经还原后得到４ｉ。具体合成路线见路线

１，化合物４ａ～４ｉ结构见表１。

"

　实验部分

２１　仪器与材料
熔点用天津分析仪器厂的 ＲＤ１型熔点测定

仪测定（温度计未校正），质谱用ＨＰ５９８８Ａ型质谱
仪测定，红外光谱用 ＰＥ９８３型测定，溴化钾压片；
核磁共振谱用 ＢｒｕｋｅｒＡＣＥ２００型核磁共振仪测
定。柱色谱用硅胶Ｈ（１６０～２００目，青岛海洋化工
厂生产），ＴＬＣ用高效硅胶板 ＧＦ２５４（烟台化工研究
所）。所用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和化学纯。

Ｓｃｈｅｍｅ１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４ａ４ｉ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４ａ４ｉ　　　

Ｃｏｍｐｄ Ｒ１ Ｒ２ Ｃｏｍｐｄ Ｒ１ Ｒ２

４ａ ４ｆ

４ｂ ４ｇ

４ｃ ４ｈ

４ｄ ４ｉ

４ｅ

２２　合成实验
１（氯乙酰基）４（４硝基苯基）哌嗪（１）　将对硝基

苯基哌嗪６ｇ（００３ｍｏｌ）溶于氯仿６０ｍＬ中，室温下滴加氯
乙酰氯３ｍＬ（００３８ｍｏｌ），反应２ｈ，抽滤，用少量氯仿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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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得黄色固体７８ｇ，收率：９２６％，ｍｐ：１８０～１８１℃。
１（２哌嗪基乙酰基）４（４硝基苯基）哌嗪（２）　将１

（氯乙酰基）４（４硝基苯基）哌嗪（１）（５ｇ，００１８ｍｏｌ），无
水哌嗪６ｇ（００７２ｍｏｌ）溶于无水甲醇１００ｍＬ中，回流反应
９ｈ，蒸去溶剂，水洗残留物，然后用 ＣＨ２Ｃｌ２（３０ｍＬ×３）提
取水液，无水硫酸钠干燥，经硅胶柱色谱得黄色固体

１９５ｇ，收率８０％，ｍｐ：１６７～１６９℃。
１［（４甲氧基）肉桂酰基］４［（４（４硝基苯基）１哌

嗪基）羰基亚甲基］哌嗪（４ａ）　将１（２哌嗪基乙酰基）
４（４硝基苯基）哌嗪（２）（１ｇ，０００３ｍｏｌ）溶于无水丙酮
１００ｍＬ中，分批加入对甲氧基肉桂酰氯（３）０６ｇ（０００３
ｍｏｌ），室温反应８ｈ，蒸去溶剂，经硅胶柱色谱得黄色针状
晶体１３ｇ，收率９０％，ｍｐ：２１６～２１８℃（ｄｅｃ）。元素分析
Ｃ２６Ｈ３１Ｎ５Ｏ５：Ｃ６３７５（计算值 ６３８９），Ｈ６７６（计算值
６５５），Ｎ１３６９（计算值 １３８０）；１Ｈ 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２００
ＭＨｚ）：６８０～８２０（４Ｈ，ｍ，ｐＮＯ２ｐｈＨ），６６５～７８０（４Ｈ，
ｍ，ｐＣＨ３ＯｐｈＨ），７６２（１Ｈ，ｄ，Ｊ＝１５２Ｈｚ，ＣＨ＝＝），６９０
（１Ｈ，ｄ，Ｊ＝１５２Ｈｚ，＝＝ＣＨ），３５５（３Ｈ，ｓ，ＣＨ３Ｏ），３３０
（２Ｈ，ｓ，ＣＨ２），３６２４００（８Ｈ，ｍ，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Ｈ），２２０～２９０
（８Ｈ，ｍ，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Ｈ）；ＥＩＭＳ：４９４［Ｍ＋１］＋，３９２，３３４，１６１，
１３３，７０。

１［（２，４二氯）２甲基肉桂酰基］４［（４（４硝基苯
基）１哌嗪基）羰基亚甲基］哌嗪（４ｂ）　采用类似方法合
成，得到黄色针状晶体，收率６８％，ｍｐ：８３～８４℃。元素分
析Ｃ２６Ｈ２９Ｎ５Ｏ４Ｃｌ２：Ｃ５７０５（计算值５７１５），Ｈ５４８（计算值
５３５），Ｎ１２７８（计算值 １２８２）；１Ｈ 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２００
ＭＨｚ）：６８０～８２０（４Ｈ，ｍ，ｐＮＯ２ｐｈＨ），７２０～７４０（３Ｈ，
ｍ，２ＣｌｐｈＨ），６５０（１Ｈ，ｓ，ＣＨ＝＝），３５５（２Ｈ，ｓ，ＣＨ２），２００
（３Ｈ，ｓ，ＣＨ３），３４５～４００（８Ｈ，ｍ，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Ｈ），２６０～
２８０（８Ｈ，ｍ，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Ｈ）；ＥＩＭＳ：５４６［Ｍ＋１］＋，５１６，４１８，
３１１，２１３，１１５。

１［（４甲基）肉桂酰基］４［（４（４硝基苯基）１哌嗪
基）羰基亚甲基］哌嗪（４ｃ）　采用类似方法合成，得到黄色
粉末，收率７１％，ｍｐ：２０５～２０７℃。元素分析 Ｃ２６Ｈ３１Ｎ５Ｏ４：
Ｃ６５２５（计算值６５３９），Ｈ６７２（计算值 ６５４），Ｎ１４５２
（计算值１４６７）；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２００ＭＨｚ）：６８０～８２０
（４Ｈ，ｍ，ｐＮＯ２ｐｈＨ），７２０～７４０（４Ｈ，ｍ，ｐＣＨ３ｐｈＨ），
７６０（１Ｈ，ｄ，Ｊ＝１５０Ｈｚ，ＣＨ＝＝），６９０（１Ｈ，ｄ，Ｊ＝１５０Ｈｚ，
＝＝ＣＨ），３５５（２Ｈ，ｓ，ＣＨ２），３５１～４００（８Ｈ，ｍ，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
Ｈ），２２０～２５０（８Ｈ，ｍ，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Ｈ），２２０（３Ｈ，ｓ，ＣＨ３）；
ＥＩＭＳ：４７７［Ｍ］＋，３９６，３３３，２０９，１４６，９２。
１［间氯肉桂酰基］４［（４（４硝基苯基）１哌嗪基）羰

基亚甲基］哌嗪（４ｄ）　采用类似方法合成，得到黄色粉末，
收率 ６５％，ｍｐ：１８３～１８４℃。元素分析 Ｃ２５Ｈ２８Ｎ５Ｏ４Ｃｌ：
Ｃ６００６（计算值 ６０３０），Ｈ５８５（计算值 ５６７），Ｎ１４０１
（计算值１４０６）；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２００ＭＨｚ）：６８０～８２０
（４Ｈ，ｍ，ｐＮＯ２ｐｈＨ），７２０～７８０（４Ｈ，ｍ，ｍＣｌｐｈＨ），７４０

（１Ｈ，ｄ，Ｊ＝１５４Ｈｚ，ＣＨ＝＝），７０１（１Ｈ，ｄ，Ｊ＝１５４Ｈｚ，
＝＝ＣＨ），３３０（２Ｈ，ｓ，ＣＨ２），３６０～４００（８Ｈ，ｍ，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
Ｈ），２２０～２９０（８Ｈ，ｍ，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Ｈ）；ＥＩＭＳ：４９７［Ｍ］＋，
３６９，２７５，２３５，２０７，１６５，１２５。

１［对甲氧基苯甲酰基］４［（４（４硝基苯基）１哌嗪
基）羰基亚甲基］哌嗪（４ｅ）　采用类似方法合成，得到黄色
粉末，收率７３％，ｍｐ：１６６～１６８℃。元素分析 Ｃ２４Ｈ２９Ｎ５Ｏ５：
Ｃ６１４９（计算值６１６６），Ｈ６３９（计算值 ６２５），Ｎ１４８５
（计算值１４９８）；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２００ＭＨｚ）：６９５～８２０
（４Ｈ，ｍ，ｐＣＨ３ＯｐｈＨ），６８０～８００（４Ｈ，ｍ，ｐＮＯ２ｐｈＨ），
３６５（３Ｈ，ｓ，ＣＨ３Ｏ），３３０（２Ｈ，ｓ，ＣＨ２），３８０～４００（８Ｈ，ｍ，
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Ｈ），２６０～２８０（８Ｈ，ｍ，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Ｈ），３４０～
３６０（８Ｈ，ｍ，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Ｈ）；ＥＩＭＳ：４６８［Ｍ＋１］＋，３３４，２４９，
１３５，１０７。

１［（４甲氧基）肉桂酰基］４［（４（４氨基苯基）１哌
嗪基）羰基亚甲基］哌嗪（４ｆ）　将化合物 ４ａ１ｇ（０００２
ｍｏｌ）溶于无水甲醇 １００ｍＬ中，分批加入 １２ｍｏｌ／Ｌ盐酸
５ｍＬ（００６ｍｏｌ），锌粉２ｇ（００３ｍｏｌ），室温反应２０ｈ，直至
反应液澄清无色，蒸去甲醇，反应液加氨水１００ｍＬ，用二氯
甲烷（３０ｍＬ×３）提取，提取液干燥，浓缩，经柱色谱得产品
０５０ｇ，类白色粉末，收率５０％，ｍｐ：５６～５８℃。元素分析
Ｃ２６Ｈ３３Ｎ５Ｏ３：Ｃ６７２５（计算值 ６７３６），Ｈ７３６（计算值
７１８），Ｎ１５３２（计算值 １５１１）；１Ｈ 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２００
ＭＨｚ）：７６～７７（１Ｈ，ｄ，Ｊ＝１５２Ｈｚ，＝＝ＣＨ），７４８（２Ｈ，ｄ，
Ｊ＝８６Ｈｚ，ｐＣＨ３ＯｐｈＨ），６９０（２Ｈ，ｄ，Ｊ＝９２Ｈｚ，ｐＮＨ２
ｐｈＨ），６８５（２Ｈ，ｓ，ＮＨ２），６８０（２Ｈ，ｄ，Ｊ＝８６Ｈｚ，ｐＣＨ３Ｏ
ｐｈＨ），６７０～６８０（１Ｈ，ｄ，ｄ，Ｊ＝１５２Ｈｚ，＝＝ＣＨ），６６５
（２Ｈ，ｄ，Ｊ＝９２Ｈｚ，ｐＮＨ２ｐｈＨ），３８２（３Ｈ，ｓ，ＣＨ３Ｏ），３６０
～３８０（８Ｈ，ｍ，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Ｈ），３３０（２Ｈ，ｓ，ＣＨ２），２８０～
３２０（４Ｈ，ｍ，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Ｈ），２５１～２６３（４Ｈ，ｍ，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
Ｈ）；ＥＩＭＳ：４６３［Ｍ］＋，２５９，２１９，１８９，１７５，１６１，１２１。
１［（４甲基）肉桂酰基］４［（４（４氨基苯基）１哌嗪

基）羰基亚甲基］哌嗪（４ｇ）　采用类似方法合成，得到类
白色粉末，收率 ４５％，ｍｐ：１１５～１１６℃。元素分析
Ｃ２６Ｈ３３Ｎ５Ｏ２：Ｃ６９６５（计算值 ６９７７），Ｈ７５８（计算值
７４３），Ｎ１５５２（计算值 １５６５）；１Ｈ 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２００
ＭＨｚ）：７２０～７５０（４Ｈ，ｍ，ｐＣＨ３ｐｈＨ），６６０～６９０（４Ｈ，
ｍ，ｐＮＨ２ｐｈＨ），７７０（１Ｈ，ｄ，Ｊ＝１５０Ｈｚ，ＣＨ＝＝），６９５
（１Ｈ，ｄ，Ｊ＝１５０Ｈｚ，＝＝ＣＨ），３１５（２Ｈ，ｓ，ＣＨ２），３１０～３９０
（８Ｈ，ｍ，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Ｈ），２２０～２６０（８Ｈ，ｍ，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Ｈ），
２３５（３Ｈ，ｓ，ＣＨ３）；ＥＩＭＳ：４４７［Ｍ］

＋，３４２，３２２，２６９，１７８，１４５。
１乙基４［（４（４硝基苯基）１哌嗪基）羰基亚甲基］

哌嗪（４ｈ）　将１（氯乙酰基）４（４硝基苯基）哌嗪（１）１ｇ
（０００４ｍｏｌ）和乙基哌嗪０５ｇ（０００４５ｍｏｌ）、氯仿２０ｍＬ和
三乙胺１ｍＬ，回流反应５ｈ，蒸去溶剂，用乙醇氯仿（１∶１）重
结晶，得黄色固体０９ｇ，收率６２％，ｍｐ：５５～５７℃。元素分
析Ｃ１８Ｈ２７Ｎ５Ｏ３：Ｃ５９７５（计算值 ５９８１），Ｈ７６９（计算值

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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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３），Ｎ１９２５（计算值１９３８）；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２００ＭＨｚ）：
６８０～８２０（４Ｈ，ｍ，ｐＮＯ２ｐｈＨ），３４０（２Ｈ，ｓ，ＣＯＣＨ２），
３２０～３９０（８Ｈ，ｍ，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Ｈ），２００～２８０（８Ｈ，ｍ，
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Ｈ），２６（２Ｈ，ｍ，ＣＨ２），１０５（３Ｈ，ｔ，Ｊ＝６８Ｈｚ，
ＣＨ３）；ＥＩＭＳ：３６２［Ｍ＋１］

＋，３４９，２９３，２２１，１６７，１２７。
１乙基４［（４（４氨基苯基）１哌嗪基）羰基亚甲基］

哌嗪（４ｉ）　将化合物４ｈ１ｇ（０００３ｍｏｌ）溶于１２ｍｏｌ／Ｌ盐
酸３ｍＬ中，分批加入锌粉 １２ｇ（００１８ｍｏｌ），室温反应
１０ｈ，加氨水１００ｍＬ，用二氯甲烷（３０ｍＬ×３）提取，提取液
干燥，浓缩，用６０％乙醇精制，得类白色粉末０５５ｇ，收率：
６１％，ｍｐ：９４～９５℃。元素分析 Ｃ１８Ｈ２９Ｎ５Ｏ：Ｃ６５１０（计算
值 ６５２３），Ｈ８９６（计算值 ８８２），Ｎ２１０１（计算值
２１１３）；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２００ＭＨｚ）：６６０～６９０（４Ｈ，ｍ，
ｐＮＨ２ｐｈＨ），３５５（２Ｈ，ｓ，ＣＯＣＨ２），３００～３８０（８Ｈ，ｍ，
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Ｈ），１８０～２６０（８Ｈ，ｍ，ｐｉｐｅｒａｚｉｎｅＨ），２４（２Ｈ，
ｍ，ＣＨ２），１０５（３Ｈ，ｔ，Ｊ＝６８Ｈｚ，ＣＨ３）；ＥＩＭＳ：３３２［Ｍ＋
１］＋，２８８，２４７，１９１，１２８，８５。
２３　４５Ｃａ２＋跨膜内流动实验

击昏大鼠取出胸主动脉，并在ＰＳＳ液中去除结
缔组织，每条动脉管剪切成６段，迅速放入３７℃盛
有ＰＳＳ生理液２０ｍＬ的安瓿管中，恒温通氧平衡
４０ｍｉｎ，此过程是保持组织细胞生物活力，恢复手
术和剪切造成的细胞损伤。然后将动脉管迅速转

移到加有被测样品（浓度为２５ｍｍｏｌ／Ｌ）的 ＰＳＳ液
２ｍＬ中，恒温通氧 ２０ｍｉｎ（被测样品为 ２０μＬ）。
再将其移入含４５Ｃａ２＋和被测样品（２０μＬ）的２ｍＬ
ＰＳＳ液中，预处理１０ｍｉｎ，让４５Ｃａ２＋进入细胞及间
隙。再次转移至含２０μＬ样品的高钾 ＰＳＳ液中处
理１０ｍｉｎ，恒温通氧。最后将动脉管转移至０℃无
Ｃａ２＋ＥＤＴＡ中，洗去细胞间隙中的４５Ｃａ２＋，洗涤
３次，间隔时间为２０ｍｉｎ。取出动脉管后，用滤纸
吸干，置于称量瓶中，用分析天平精确称出动脉管

的质量。然后向装有动脉管的安瓿瓶中分别依次

加入７０％ＨＣｌＯ４２５μＬ和 ３０％Ｈ２Ｏ２５０μＬ，恒温
７０℃消化２０～３０ｍｉｎ。此步旨在分解细胞组织，
分解蛋白质、糖类等，让细胞中的４５Ｃａ２＋全部游离
出来，瓶内防止进水。观察动脉管是否消化完全

（消化液至澄明），如未消化完全，则可酌加 ＨＣｌＯ４
和Ｈ２Ｏ２继续加热消化。冷却后分别加入甲苯闪烁
液３５～４ｍＬ，密闭，在黑暗中放置３ｈ。最后用ＦＪ
２１０Ｐ型液体闪烁计数器测量４５Ｃａ２＋计数率（ｃｐｍ），
采用外标准道比法（ＥＳＣＲ）对样品进行淬灭校正。

#

　结果与讨论

以硝苯吡啶作为阳性对照，生理盐水作为阴性

对照，应用４５Ｃａ２＋跨膜流动测定技术测定了９个新
化合物对细胞膜钙通道的作用，结果见表２。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４ａ４ｉ（１０ｍｇ／ｍＬ）ｏｎＣａ２＋ ｔｒａｎｓｍｅｍ
ｂｒａｎｅｉｎｆｌｕｘｉｎｒａｔａｏｒｔａ（珋ｘ±ｓ，ｎ＝８）

Ｃｏｍｐｄ Ｃａ２＋ｉｎｆｌｕｘ／（μｍｏｌ／ｋ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４３４±３１３５
Ｎｉｆｅｄｉｐｉｎｅ ２５７２６±９４２
４ａ ２２８９８±５７５

４ｂ ２２１６５±８５１

４ｃ ２４０１５±１２２３

４ｄ ２４５１６±６７２

４ｅ ２４２７６±１５９７

４ｆ ２３４６４±６９８

４ｇ ２４１１２±９５８

４ｈ ２５５４５±７８６
４ｉ ２５２１２±１０１５

Ｐ
#

００５，Ｐ
#

００１ｖｓｎｉｆｉｄｉｐｉｎｅｇｒｏｕｐ

结果表明，９个新化合物对大鼠主动脉电压依
赖型钙离子通道均有阻滞作用，且化合物４ａ、４ｂ、
４ｆ的活性强于阳性对照药硝苯吡啶，且有极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１）。

致谢：药理实验工作在四川大学七二○所莫尚武教授、杨
远友老师指导和协助下完成。

参 考 文 献

［１］　ＬｅｄｅｒｂａｌｌｅＯ，ＩｂｓｅｎＨ．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ｌｃｉｕｍｃｈａｎｎｅｌｂｌｏｃｋｅｒｓｆｏｒ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Ｊ］．ＵｇｅｓｋｒＬａｅｇｅｒ，２０１１，１７３（２３）：１６４７－１６５０

［２］　ＴｈｏｍéＣ，ＳｅｉｚＭ，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ＧＡ，ｅｔａｌ．Ｎｉｃａｒｄｉｐｉｎｅｐｅｌｌｅｔｓｆｏｒ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ｖａｓｏｓｐａｓｍ［Ｊ］．ＡｃｔａＮｅｕｒｏｃｈｉｒＳｕｐｐｌ，
２０１１，１１０（Ｐｔ２）：２０９－２１１

［３］　ＮｉｓｈｉｇａｋｉＫ，ＩｎｏｕｅＹ，ＹａｍａｎｏｕｃｈｉＹ，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ｃａｌｃｉｕｍｃｈａｎｎｅｌｂｌｏｃｋｅｒ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ｖａｓｏｓｐａｓｔｉｃａｎｇｉｎａ：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ＣｉｒｃＪ，２０１０，７４（９）：１９４３－１９５０

［４］　ＡｌｃｏｃｅｒＬ，ＢｅｎｄｅｒｓｋｙＭ，ＡｃｏｓｔａＪ，ｅｔａｌ．Ｕｓｅｏｆｃａｌｃｉｕｍｃｈａｎｎｅｌ
ｂｌｏｃｋｅｒｓｉｎ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ｉｓｋ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ＡｍＪ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Ｄｒｕｇｓ，２０１０，１０（３）：１４３－１５４

［５］　ＺａｍｐｏｎｉＧＷ，ＦｅｎｇＺＰ，ＺｈａｎｇＬＹ，ｅｔａｌ．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ｂａｓｅｄ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Ｎｔｙｐｅｃａｌｃｉｕｍｃｈａｎｎｅｌｂｌｏｃｋｅｒｓ［Ｊ］．
ＢｉｏｏｒｇＭｅｄＣｈｅｍＬｅｔｔ，２００９，１９（２２）：６４６７－６４７２

［６］　ＫｉｍＨＳ，ＫｉｍＹ，ＤｏｄｄａｒｅｄｄｙＭＲ，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１，３ｄｉｏｘｏｉｓｏｉｎｄｏｌｉｎｅ５ｃａｒｂｏｘａｍｉｄ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ａｓＴｔｙｐｅｃａｌｃｉｕｍｃｈａｎｎｅｌｂｌｏｃｋｅｒｓ［Ｊ］．ＢｉｏｏｒｇＭｅｄ
ＣｈｅｍＬｅｔｔ，２００７，１７（２）：４７６－４８１

［７］　贾宏钧（ＪｉａＨＪ），王钟林（ＷａｎｇＺＬ），杨期东（ＹａｎｇＱＤ）．离
子通道与心脑血管疾病［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１：
７３－８７

［８］　莫尚武（ＭｏＳＷ），刘　宁（ＬｉｕＮ），张坐奎（ＺｈａｎｇＺＫ），等．瓜
蒌皮提取物对大鼠主动脉ＰＤＣＣａ２＋内流的影响［Ｊ］．中草药
（Ｃｈ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ＨｅｒｂＤｒｕｇｓ），１９９９，３０（９）：６７４－６７５

６０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