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草药及其有效成分促粒系造血的研究进展

湖南医科大学血液生理研究室 长沙 罗志勇
‘

谭孟群 得德昭

摘要 白细胞减少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

目前尚乏满意疗法
,

而部分中草药对此症有较好疗效 现

将对迄今为止证实有确切疗效的升白细胞中草药及其有效成分在促进骨髓粒系造 血方面的药理

及临床研究进展作一介绍
。

“

白细胞减少症
”

典型表现为精神萎靡
、

乏力
、

头晕耳鸣
、

抵抗力下降
。

此症主要由放射及化

学因素所致 也有因感染
、

脾亢引起
。

部分中草药对治疗此症有较好疗效
,

并具有多效
、

双 向调

节
、

毒副作用小的优点
。

因此
,

国内许多从事中草药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工作者 以中医
“

辩证论

治
”

为指导
,

运 用现代研究方法
,

从中草药中筛选
、

提纯
、

人工合成升 白新药
,

并就升白中药及其

有效成分的化学
、

药理
、

临床等方面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

人参

五加科植物人参 尸。 。

卯
。 。

的干燥根
,

主要药理活性成分为人参皂贰和人

参多糖
。

实验证明
,

人参能促进骨髓细胞
、 、

蛋白质和脂质的合成
,

促进骨髓细胞有

丝分裂及造血功能
。

小鼠灌胃人参皂贰 各组均有对抗环磷酸胺 所致白细

胞降低作用
,

同时骨髓有核细胞数增加 人参皂贰对苯所致的骨髓损伤似有恢复作用
,

而对电

离辐射所致的骨髓损伤促恢复作用不明显
【】。

人参多糖对受不同剂量 射线照射的小鼠骨髓

 
一

和
一

均有显著保护作用
, 。

黄蔑

豆 科 植物蒙古黄蔑 对 , 。 ,, 〔
·

 、
·

, , , 。 、、、。 乙 。、

。

或膜荚黄茂 盛、 。 。 。 、 , 、。 , , 。 。 ,、。 。
、

。 、
· ·

的干燥根
。

黄蔑注射液腹腔注射可

防治 和 射线照射所致的小鼠骨髓造血功能障碍
,

能阻止骨髓有核细胞数
、

外周 白细

胞数明显减少 能促进骨髓粒系造血
,

使骨髓体外培养粒系祖细胞
一

集落数明显高于

对照组 对正常小鼠粒系造血也有刺激作用
〔 一 〕 。

黄茂的上述功能可能是促进细胞内 的

含量增加
,

使无活性的蛋白激酶系统转为有活性
,

从而激活磷酸 化酶
,

使骨髓静止期造

血干细胞进入增殖周期
,

同时促进了骨髓细胞的增殖分化

新药
“

蔑枣冲剂
”

黄蔑
、

大枣
、

获菩
、

鸡血藤 对白细胞减少症有较好疗效 福建省人民医院

等 家医院先后治疗 例
,

总有效率
〔 〕 。

补骨脂

豆科植物补骨脂 尸 , 。 。。 。。勺 ‘ ‘。

的干燥成熟果实为
“

辛卜肾助阳药
” 。

动物实验证

明
,

补骨脂对  
一

生长有促进作用
,

并能保护动物在注射 后引起的白细胞下降 其机

理可能是补骨脂香豆素激发肾上腺皮质
,

纠正皮质功能低下
,

从而使白细胞升高 几 王晋源等

应 用补骨脂为主药的复方制剂
“

升白片
”

补骨脂
、

女 贞子
、

淫羊范等 治疗 白细胞减少症

例
,

并观察近期疗效
。

化疗组 例
,

总有效率 , 月
。

治疗前 后 白细 胞有显著提高

非化疗组 例
,

升白片组疗效明显优于鳖肝醇 曰 用升白片制成的注射液

有促进小鼠骨髓多能造血干细胞
一

及粒系祖细胞
一

增殖作用
日 。

, ,  ‘ 一 们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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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羊获

小粟科植物淫羊蕾 尹‘ 。山
。 ,。 。 , 乙 , ,‘。川 的干燥地上部分

,

体外细胞培养和

竹
一

掺入细胞 的测定表 明 淫羊蕾多糖 可使轻基脉 所致
“

阳虚小鼠
”

的骨

髓细胞增殖率提高  
、

合成率提高
,

但对正常动物无此作用 腹腔注射 和
· ,

连续 可部分或全部对抗抗
 

药物叠氮胸

昔对小鼠粒系造血和免疫功能的双重抑制作用
,

有助于 病的控制与治疗
。

其机理与淫羊

蕾多糖通过调节 合成水平而促进细胞增殖
,

同时增强免疫应答功能有关
〔

·

’。〕 。

用淫羊霍

冲剂治疗白细胞减少症病人发现有较好疗效
。

现已知
、

是许多生物酶必不可少的活性

物质
,

是核昔酸还原酶系统 个组成部分之一
,

只有 大量存在
,

方能保持此酶活性
。

淫羊霍升 白效应是通过调节阴阳平衡
,

增强对
、

的吸收
、

转移
、

利用
,

从而促进 生

物合成
,

促进有核细胞分裂增殖
〔‘’〕。

淫羊霍的复方制剂
“

升白片
”

有刺激小鼠骨髓
一

和

 
一

增殖作用
〔 , 。

当归

伞形科植物当归 加
。 、 。。。 、

的干燥根为
“

补血活血
”

要药
,

当归多糖

是其主要成分
。

临床和实验研究表明
,

其补血作用是通过增加外周血
、 、

及

骨髓有核细胞数而体现的
,

在外周血细胞下降和骨髓受抑时尤为显著
。

其作用机制可能是

通过作用于造血干
、

祖细胞
,

促进其增生 刺激 分泌
,

从而提高循环血 中 水

平或增强 活性
,

刺激骨髓细胞的增殖分化
,

增加粒系等血细胞的生成
、

成熟与释放而起

到生血
、

补血作用
〔, ,

,
‘ 。

拘祀子

茄科植物宁夏构祀 甸
“ 。

幼 。、爪 干燥成熟果实
。

腹腔注射构祀多糖
· ,

连续 可促进正常小鼠骨髓
一

增殖
,

明显增加  
一

数量
,

促进  
一

向粒系分化
。

具有免疫增强和造血刺激双重作用
〔’‘〕 。

体外培养体系中
,

 对
一

无直

接刺激作用
,

但可加强集落刺激因子的集落刺激活性
〔’ 〕。

构祀子冻干粉混悬液和 联合用

药
,

治疗大 鼠 癌肉瘤
,

发现构祀子对 所致白细胞减少有明显保护作用
“ 〕 。

绞股蓝

葫芦科植物绞股蓝 勺
、。 , 。 。 。, ‘ 为 。 , 的根茎或全草 主要含

绞股蓝皂贰
、

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
,

具有抗衰老
,

抑癌细胞增殖
,

免疫增强和升 白细胞等多种

药理活性
。

研究证实
,

绞股蓝总皂贰 能防治 或
。

照射所致小鼠低白细胞血症
,

并在

剂量  
,

升白效应与剂量呈正相关
。

具有对抗 的骨髓抑制作用
,

显著增 加

骨髓有核细胞数
。

G P 对正常动物白细胞数无明显影响
〔’‘〕。

但龚国清等报道 G P 能提高正常小

鼠外周白细胞数 目和增加吞噬酵母多糖时化学发光值
,

逆转小 鼠因注射醋酸泼尼松而引起 的

白细胞减少和吞噬发光值的降低
。

提示 G P 不仅对白细胞减少疾病而且对 白细胞功能低落免

疫缺陷病可能有效
,

因此 G P 可望成为诸如 A ID s 等疾病的辅助药物
〔’8〕。 用绞股蓝治疗 31 例

因放
、

化疗所致的白细胞减少症
,

结果绞股蓝加升白 工号(鸡血藤
、

女贞子
、

补骨酷)组和升白 工

号组 白细胞回升到 4x 10
9
/L 的天数分别为 4

.
69

、

7

.

22

,

总有效率分别为 93
.
55 %

、

70

.

97 %

〔’。〕。

8 茜草

从茜草科植物茜草 R
。从。

co 记
‘

fo
l
‘。

L

.

的干燥根及根茎中分离的茜草酸贰 工及 n (为蔡醒

化合物)和根据该有效成分的结构经人工合成的茜草双醋均有升白作用
。

动物实验证实
,

茜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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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酷具有促进干细胞的增殖
、

分化
,

加速成熟粒细胞释放的药理效应
,

防治 c y 所致的狗 白绷

胞减少〔
20j

。

临床上用茜草双醋治疗 白细胞减少症 333 例
,

对其中原因不 明的 139 例
,

有效率

68
.
4%

,

而放
、

化疗所致者有效率 83
.
5%

,

其疗效优 于鳖肝醇
,

并具有奏效快
,

疗效维持时间

长
,

毒副作用小等优点
〔2‘, 。

9 刺五加

五加科植物刺五加 A
ea nth即 aoa x se nt‘e o su s

( R
u p r

·

e
t

M

a x
i

m

·

)
H

a
r

m

s 的干燥根及根茎

含多种糖
、

贰 (0
.
6 % 一 0

.
9 % )

。

其作用类似人参根中皂贰的生理活性
。

刺五加对苯引起的小鼠

与兔白细胞减少症均有显著预防作用
〔川

。

其地上浸膏对 c y 和
6OC 。丫 射线所致小鼠骨髓有核细

胞数减少有保护作用
〔, 3 , 。

刺五加多糖可减轻 c y 引起的小鼠白细胞减少
〔2‘〕。

动物实验证实
,

刺

五加的升 白作用与增加骨髓粒系祖细胞 (C F u
一

D ) 有关
。

l 。 苦参

豆科植物苦参 so 尹h 。, 。
f
l
。 。。

sc
。, 、

Ai

t
.

的干燥根主要含生物碱和黄酮类化合物
。

静注或肌

注 30m g /k g 苦参总碱和 100m g /kg 氧化苦参碱对正常家兔外周血 白细胞有明显升高作用
,

两

者在显效时间
,

维持时间和 白细胞计数峰值基本一致
。

氧化苦参碱疗效优干鳖肝醇
‘2 5〕 。

氧化苦

参碱还可防止小鼠因丝裂霉素 c (M M c )所致的白细胞减少症
〔, 6〕,

对
6Oc 。 丫 射线引起的家兔 白

细胞低下也有 明显的防治作用
〔2 7〕。

11 冬虫夏草

麦角菌科真菌冬虫夏草 c , d y c
叩

。 。。 。* 、 、

(B

e r k
.

) s
ac

c 寄生在蝙蝠蛾科昆虫幼虫上的子

座及幼虫尸体的复合体
。

虫草多糖可拮抗可的松
、

c y 所致的 白细胞降低
〔
28j

。

实验证实
,

冬虫夏

草(4 一89 /kg )能明显促进骨髓 c Fu
一

G M 增殖
,

当剂量 > 109 /kg 时可抑制 c Fu
一

G M 的增殖
,

虫草(69/kg)还可拮抗三尖杉醋碱对造血机能的损害
〔川

。

1 2 沙棘果

胡颓子科植物沙棘 H
:pp叩 h 。 。 :

h
o
m

*
ol d

o L

.

的干燥成熟果实含有维生素
、

氨基酸等成

分
,

其中维生素 A
、

c

、

E 含量极为丰富
,

人体内所需的 8 种必需氨基酸含量甚高
。

应用造血细胞

培养技术
,

在 c F u
一

c 集落培养体系中
,

沙棘果的原汁能增加大鼠和成人的集落数
,

以 2 % 的浓

度组尤为显著
,

约为对照组的一倍
,

而且细胞的光亮度
、

细胞形态较对照组好
。

说明沙棘果原汁

对造血细胞的增殖分化有促进作用
〔3 。〕 。

13 三颗针

小璧科植物豪猪刺 B
。:

b
。: :、

so
: 八ea

。。
s
c
h
ne

id

.

等同属数种植物的干燥根皮
,

其主要含小

璧碱(黄连素)外
,

尚含 1
.
2% 的小璧胺

。

小巢胺 (B
er)能 明显拮抗 c y 所致大 鼠和犬白细胞降

低
,

并与 c y 抗癌疗效有协同作用
。

用 B
e:
片治疗 104 例白细胞减少症

,

对化
、

放疗所致者有效

率 78
.
4%

,

对药物所致者有效率 91
.
7% 〔3‘〕

。

Be

r 对 c y 引起的小鼠骨髓细胞损伤具有促进恢复

作用
,

对粒细胞的影响最为明显
。

提示 B
er
可提高体内粒系祖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G

一

C S F 的含

量
,

促进骨髓造血干细胞和粒系祖细胞的增殖
,

并向粒系细胞分化
,

从而达到升 白细胞效果
。

1 4 虎杖

寥科植物虎杖 尸ol 夕9 0 。。 m
cu 印 记 。

tu m 别
eb
. et Z ucC

.
干燥根茎和根

。

用单味虎杖水煎浓缩

液给小鼠灌胃和同时腹腔注射 c y
,

其 白细胞总数始终高于蒸馏水组
,

总的升白细胞效应优于

v it B ;和黄蔑
、

虎杖
、

鸡血藤合剂组
〔, , 〕。 临床上用虎杖葱 醒片用于升高白细胞

,

有效率达 70 %
,

白细胞平均升高 1000/m m
’

以上
,

并有对抗辐射引起的白细胞降低作用
〔3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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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粒数

由木兰科植物八角茵香 222:e‘u 。‘ , , e , u , n
H

o o
k

·

f

·

及伞形科植物茵香 F
oe,‘, 〔

、

u

l

u , , ‘ ,
,

u

l o

a r e

M ill

.

的干燥成熟果实或叶中提取的结晶
,

又名升白宁
、

茵香醚
,

化学名为对 甲氧基苯丙烯
。

药

理研究及临床观察均证实有较好的升白作用
,

主要 为中性粒细胞升高
。

其作用机理可能是促使

白细胞释放到周围血中
,

反馈性地促进骨髓细胞的成熟和释放
,

使白细胞恢复
〔3 , 〕。

此外
,

具有升白作用的中草药及其有效成分还有地黄多糖
、

蜂花粉
、

紫芝 多糖
、

蔓茎茧菜

(地白草)
、

鸡血藤
、

红枣
、

冤丝子
、

巴戟天
、

何首乌等
。

为开创一条研究与开发现代升白中药之路
,

必须做到植化
、

药理
、

制剂与临床相互配合
,

共

同探讨单味药和复方的有效成分
,

从整体
、

细胞及分子血液学水平研究促粒系造血的药理作用

及其机理
,

不断为临床提供更多的三小 (毒
、

副
、

用量 )
、

三效 (高
、

速
、

长 )的现代升白中草药有效

成分与方剂
,

为
“

白细胞减少症
”

的治疗开拓新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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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癖 降 脂 茶 的 质 量 控 制

天津中}又学院中药系 林翠英 吴泽莲 陈 琦

心脑 血管疾病是威可办
「

}

”
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常见

病多发病
,

近年发病患者年龄有年轻化趋势
,

应 旱期

预防
。

防治此病药物很 多
.
但效果好 而价格低的较

少
。

在总结大量临床疗效基础 上而研制出的
.’
化疲降

脂茶
”

具有这两特点
,

即剂量小
、

疗程短
、

迅速降脂降

粘使血液恢复正常指标
.
有效预防心脑血管发病

,

且

所含药味少
,

价格低廉 为保证有效性 及质量稳定

性
,

根据中医理论
,

结合化宁 )]t 分的药理 作用
.
金卜又寸

其 仁要有坎成分
,

研究制定 r 具有 t.; 试性强
、

重现性

好
、

简使易行的定性定量检测指标和方法
.
现将部分

定性内容报道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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