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

1 0 治疗睡眠过多
:

泽泻汤加味 ( 泽泻
、

白

术
、

远志
、

石营蒲
、

获等
、

桂枝
、

川芍
、

积实
、

升

麻 )治疗发作性嗜睡 18 例
,

结果
:

痊愈 12 例
,

好转 4 例〔, , :
。

4
.

n 治疗遗精
:

泽泻 10 ~ 2 0 9
,

水煎服
,

早

晚各服 1 剂
,

治疗相火妄动而引起的遗精 14

例
,

均治愈叫
。

4
.

1 2 治疗化脓性中耳炎
:

泽泻 汤加柴胡方

( 白术 5 0 9
,

泽泻 3 0 9
,

柴胡 1 5 9 )随证加减治

疗 化 脓 性 中耳 炎 35 例
,

结 果 痊 愈 29 例

( 8 3% )
,

好转 6例 ( 1 7% ) [ 2, 」
。

5 小结

药理实验及临床验证表明泽泻除具有 良

好 的利水
、

渗湿作用外
,

还具 有 明显 的降血

脂
、

抗动脉粥样硬化
、

抗脂肪肝等作用
,

配伍

其他药物广泛应用于临床
。

泽泻对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有抑制作用 ;

对体液免疫无 明显作用
,

提示其对免疫性疾

病可能有效
,

其化学成分及 药理作用有待于

进一步深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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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的开发与利用

西北农业大学中兽 医药研究所 (陕西杨陵 7 1 2 1 0 0) 张德刚
辛

武 浩

大蒜为百合科植物 百合的 鳞茎 l[]
,

用 于人畜疾

病 的治疗和食物调味品具有悠久的历史
。

早在古罗

马时代
,

人们在食用 大蒜 的 同时
,

将其 当作驭避瘟

疫
,

防治肠道疾病的 良好药 2j[
。

在我国西汉时
,

张赛

出使西域
,

带回了大蒜
。

东汉末年
,

名 医华佗将大蒜

人药为民治病
,

取得显著疗效
。

《唐本草》中说
:

蒜能
“

下气
、

消谷
、

化 肉
”
s[]

。

清代的《 随自居饮食谱》等书

籍中
,

都记载有大蒜的治疗功 能
。

中 医认为大蒜性

温
,

味辛辣
,

有下气
、

消肿
、

解毒
、

杀虫
、

消谷
、

除风
、

清

热
、

散痈
、

清毒气
、

止痢等诸多功效闭
。

事实上
,

它早

已 用作蔬菜和草药
。

对大蒜成分与药理作用的报道

不断深人 〔3一幻 ,

使其在 医
、

农
、

林
、

牧
、

渔各行业 上的应

用更加广泛
。

笔者拟对大蒜在如下 方面的开发利用

作一概述
。

1 医药领域

英 国的 《柳叶刀 》杂志 刊文称
:

大蒜能降低糖尿

张德刚 男
,

大专
,

助理实验师
。

主要从事 中兽医学实验教学
、

科研及中药制剂研制工作
,

先后参加和 主持科研项 目 9

项
,

获奖 2 项
,

其中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l 项 .发表研究论文和科普文章 30 余篇
。

其中 4 篇获陕西省 畜牧兽医学 会优 秀论
文奖

,

l 篇获陕西省科协
、

陕西省人事厅 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四等奖
。

《 中草药 》 1 99 9 年第 30 卷第 7 期
·

附 1
·



病患者的血糖
。

印度医生发现大蒜能使人智力增加
,

嗓音宏亮 s[]
。

美国医生发现大蒜中的化学物质 能治

疗结肠癌
,

蒜汁能提高白细胞的抗庙能力
。

西德的督

特教授试验证明
,

每天 吃 3 9 大蒜
,

可使高血脂 患者

的胆固醉 明显降低
。

用大蒜治疗高血压病亦收到 良

好的效果川
。

我 国 7。 年代发现
,

长江 以北胃庙死亡

率最低的 4 个县中
,

占第一位的 山东苍 山县盛产大

蒜
。

其余的 3 个县是 山东 的邹县
、

泅 水和 安徽的 固

镇
,

这三个县也都有较普遗的种植和食用大蒜 的 习

惯 sj[
。

日本大孤 医学院研究人员最近发现大蒜中提

取的一种毗喃酮 类物质能治疗老年痴呆症
,

故中 老

年人平时应养成食用大蒜的习惯
,

有利于 健康长寿
。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
,

亚 硝胺是一类强烈致癌 物

质
,

它 是 胃
、

食管
、

肝
、

鼻和咽 喉发 生庙变 的 原 因 之

一
,

亚硝胺可以在 自然中存在
,

也 可在 胃内合成
,

多

吃大蒜
,

可以降低胃内亚硝酸的含量
,

阻断和减少亚

硝胺 的合成 sj[
。

2 食品领域

近年来
,

国际上 掀起了大蒜热
,

据前西德 的 《图

片报 》报道
,
1 9 8 7 年欧洲第一届 大蒜节在达姆施塔特

市举行
,

食蒜爱好者来 自 1 8 个国家
,

在市中心展 出

了大蒜面包
、

大蒜冰淇淋
、

大蒜果普
、

大蒜酒
、

大蒜酱

油
、

大蒜糕
、

大蒜保健饮料等各种食品
,

大蒜节 还选

出了
“

大蒜皇后
” 。

据当时统计
,

西德 70 % 的人喜欢吃

大蒜
,

年消费量 已达 8 0 0 0 t 以 上
。

在德国
,

大蒜不仅

是菜店的热门货
,

而且 已摆 上药房 的水果店 的柜台
。

我 国大蒜资源丰富
,

但大蒜系列保健食品的开 发起

步晚
,

现仅有少量蒜粉加工
,

蒜油加工远不能满足 国

内外市场的需要 s[, 卜 “
· ` 7〕 。

3 奖容

大蒜可美容
,

因为脸部皮肤的血 管受 大蒜所含

成分的刺激
,

能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
,

衰老 的皮肤恢

复 了正常的新陈代谢
,

使得皮肤 细胞里 的黑色素无

法沉积
,

雀斑消失
,

于 是皮肤变得 白暂而 有光泽
。

再

者大蒜所含成分具有使皮肤角质层软化的作用
,

故

而较浅 皱纹也会消失 s[, 7〕 。

4 养殖业

饲 (饵 )料中添加大蒜可 增强 胃液分泌
,

促进胃

肠姗动
,

刺激食欲
,

促进机体生长
。

仔猪饲料 中添加

0
.

2% ~ 5% 的大蒜粉
,

肉用仔鸡饲料 中添加 3% ~

5%的生大蒜均可提商饲料的适 口性
,

用大蒜渣喂猪

日重提高 20 % 以上
。

饲料中添加大蒜可 提高鲤鱼
、

罗

非鱼
、

雏鸡的成活率
,

也可提高种鸡的受精率
、

产蛋

率
。

添加大蒜还 可改善肉的品质 .2[ ` 2
,
’ 们 。

。

附 2
。

大蒜注 射对 患有泻痢仔猪 的治愈率达 9 5
.

3 %
,

大蒜对 泻痢 牛犊的治疗效果优于 药物治疗
,

且对仔

畜
、

母畜 的保护率均高于药物
,

大蒜辣椒合剂能有效

驱除猪肠道线虫
。

大蒜在蜂病防治中也表现 出了 良

好 的应用效 果
,

用大蒜汁可有效地防治蜜蜂的各种

幼虫病
、

大肚病
、

白蟹病
,

且无毒副作用 lt2
,
`3

,

`幻 。

大蒜饲料添加剂 的制法
:

( l) 大蒜渣预 混剂
:

将

经水蒸气蒸馏提取蒜 油后 的副产物进行沉淀
、

过滤
、

控温 干燥得到大蒜渣
,

加人定量载体和适当辅料
,

混

合后粉碎过筛
、

包装
,

即得大蒜渣预混产品 ls[ 〕 。

(2 )水

产养殖饲料添加剂
:

将大蒜榨汁
,

离心 分离
,

过滤以

除去 固形物
,

然 后在大蒜汁 中加人 维生素 B
I

加热反

应
,

使大蒜 中的蒜素与维 生素 B
l
结合成蒜硫胺素

,

过滤
,

除去固形物
,

再加人粘合剂即成
。

(3 )无臭大蒜

饲料添加 剂
:

a) 在适量 牛油 中加人 乙氧基 喳和 大蒜

粉
,

经加热搅拌 即可得到大蒜饲料 添加剂 , b )在 牛油

和 猪油的混合油脂中
,

加人 乙氧基哇和磨碎 的大蒜
,

加热搅拌
,

可得添加剂
:

c) 在豆 油
、

花 生油
、

米糠油 和

玉 米油的混合油 中
,

加人 乙 氧基喳
,

搅拌均匀后加人

大蒜粉
,

再搅拌
,

可得到添加剂
。

经过脱臭的大蒜
,

在

食 品和 医 药 方 面能 进 一 步 开 发
,

形成大蒜 系 列 产

品 f Z
,

5〕
。

5 农 (畜 )产品保鲜

大蒜可提高果 品的贮藏保鲜效果
。

山植经 5 %
、

10 % 和 巧 %大 蒜浸提 液处理
,

其好果率均 显著高于

对照组
,

其中以 10 % 浓度经 5~ 15
5
处理最好

。

大蒜

可延长肉类食 品的保鲜期
。

宰前注射 10 %大蒜注射

液
,

能延 长鸡 胭体保鲜期
。

大蒜提取液对鱼 肉中的肠

炎弧菌有抗菌作用
,

且抗菌活性随浓 度增高而增 强
。

5%蒜液保鲜 剂用浸渍法在 26 ℃ 可延 长鲜 肉货架期

工 作以℃条 件 下
,

货架保 鲜 期从 10 d 延 长 至 20

d [ 13
,
1 5

,
’ 8 ] 。

6 农作物生长及病虫容防治

大蒜液处理 花生 (喷植物 叶面
、

浸种 )平均增产

率达 9
.

4 %
,

经济效益显著
。

大蒜可有效防治某些病

虫害
,

据报道
,

大蒜对果树腐烂病治愈率达 97 % 以

上
,

治疗效果明显优于福美砷等药物
。

由大蒜制取的

大蒜素能有效地防治水稻瘟病
,

安全无毒害
,

美 国已

广泛应用此农药 [ , ,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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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冬多糖的抗肿瘤作用

浙江奥 托康制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金华 3 2 1 0 53)

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 司

张文女

黄金龙

获荃 系多孔 菌科植物袂 荃 P o r ia 。 o c o 、
( S

e
h w

.

)

W ol f 的干燥菌核
,

获等多 糖是其抗肿瘤 的主要 活性

成分之一
。

近年来
,

大 量的动物 实验证明
,

与其 它真

菌多糖一样
,

获荃多糖有非常显著 的抗肿瘤作 用
。

临

床 试 用 以 治 疗 鼻 咽 癌
、

胃癌
、

肝癌 等取得 良好效

果川
。

现就其抗肿瘤作 用及其机制总结 如下
:

1 抗肿瘤作 用

日本学者 横 田 正实 z[] 报道获菩水提液 (主要 成

分为多糖 )能增 强丝 裂霉素 (M M C )的抗 肿瘤 作 用
。

以尿素为助溶 剂制成的获等多 糖复 合物
,

实验表 明

也有明显的抗肿瘤作用川
。

获荃 多糖对小 鼠体内 S
, l8(

肉瘤细胞抑制率达 48 % 闭 ;对小鼠 51
8。
和 E A c 瘤株

有 明显抑制作用圈
,

能 明显抑制小 鼠腹水 型肉瘤
、

人

慢性骨髓性 白血病 K 56 2

细 胞增殖
,

对 51
8。

细胞膜磷脂

酞肌醇 ( P D 转换有明显抑制作用 (尸 < 0
.

0 5 ) ;能 显著

改变其磷脂 的脂肪 酸组成
,

降低花生 四 烯酸〔C
Z。

,
;

]

( P < 0
.

0 5 )和豆范酸 [ C
, 4 , 。

〕( P < 0
.

0 1 )的含量 ;且能

使肿瘤细胞膜唾液酸 ( S A )升高 (尸 < 。
.

0 5 ) ,
一们

。

2 作用机制

目前 普遍认 为主要 是通过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

激活免疫监视系统来实现 的
。

近年发现其 对肿瘤细

胞有一定的直接杀伤作用
。

笔者认为
,

获荃多糖可能

通过 以下途径起到抗肿瘤作用
。

2
.

1 依赖 宿主的免疫 系统
,

激活机体对 肿瘤免疫监

视 系统 ( 包括特 异性 和非特 异性 免疫 )
,

而抑制 肿瘤

细 胞的增殖和 杀伤肿瘤细胞作用是其抗肿瘤的主要

机制
,

具体主要包括 以下环节
:

诱 导 T 淋 巴细胞 产生 I L
一
2

,

提 高 I L
一
2 的 活性

。

I L
一
2 能诱导 T H

细胞和 T c
细 胞增殖

,

增 强 N K 细胞

及 淋 巴 因子活化 的杀 伤细胞 ( L A K )的 活性 ;诱导干

扰素的产生
。

获等多糖 还 能增强 巨 噬细胞识别 功 能
,

提 高巨

噬 细胞 的吞噬 率和吞 噬指数
,

并 能通 过增 强肿 瘤坏

死 因 子 ( T N F ) 基 因 的转 录 而 增 加 巨 噬 细 胞 释 放

T N F
,

并增强 T N F 的活性
。

T N F 是 巨 噬细胞分泌的

一 种多肤
,

是 一种能 直接造成肿 瘤细 胞死 亡的细 胞

因子
。

T N F 不仅直接参于单核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

伤
,

而且能通 过抑制基 因转 录活性
,

特异 地降低 m yc

基因 m R N A 的表达水平 l0[ 」 ,

使 H L A 的 m R N A 表达

水平 增加
,

增强细胞免疫尤其 是细胞毒性 T 淋 巴细

胞 ( C T L )活性
,

间接起到杀伤肿瘤细胞的作用
。

获等 多糖对细胞免疫偏低者有很 强的促进 细胞

免疫作用 ll[ 〕 ,

能明显增强 脾 T 淋 巴 细胞对 C
o n A 刺

激的增殖 反应 (尸 < 0
.

0 1 )
,

同时提高小 鼠外周 T 淋

巴 细胞
a 一

A N A E 阳性率 (尸 < 0
.

0 5 )[
`“

·
’ 习 ,

且能调 整

T 细胞亚群 的比值
,

增 强机体免疫 功能
,

改善机体状

张文女 33 岁
,
19 8 8 年毕业 于浙江工学院化工系分析化学专业

,

工学 士学位
,

医药工程师
,

执业 药师
。

一直在制药企
业从事新药开发和质量技术管理

,

先后 参与开发 国家级新药 10 余个
,

获 国家级 Q C 小组成果二 等奖 1 次
,

三等奖 1 次
,

获省
优秀论文奖 l 次

,

已发表科技论文 5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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