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草药在航天飞行中的应用前景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刘新 民 肖培根 王 圣平 于街仁

摘要 防治航天飞行中由于失重
、

辐射等原因引起的各种航天运动病已成为国际航夭医学界 的难

题
,

目前除机械措施外尚无其它的有效办法
。

国内利用模拟的失重动物模型进行了一些中草 药 的

研究
,

但总体上来说其广度和深度都不够
。

现就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

航天飞行中由于失重引起的人体生理功能的异常改变及其防护的研究已越来越受到航天

医学界的重视〔幻
。

目前美
、

俄对失重采用的主要措施是各种机械措施和体育锻炼来 进 行 防

护
,

比如特制的宇航服
、

加压袖套
,

使用一些防颈部冲击的减震器
、

对
一

颈部抗重力肌群进行

电刺激等
。

其它如使用东蓑若碱加右旋苯异丙胺进行治疗
,

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 并 非 很 理

想
,

东莫若碱还延迟前庭神经的适应能力〔 〕
。

因此
,

如何防治各种航天运动病以保障航天飞

行的顺利进行是 目前国际航天医学界面临的一大难题
。

中医中药在我国有悠久 的历史
,

它强调 的是扶正固本
,

通过调节人体的自身功能来防病

治病
,

这样对正常宇航员在异常环境下所致的航天运动病的防治尤具意义
。

而且中医病证中

有许多类似于航天运动病的表现
,

因此
,

国际上对中草药在防治航天运动病中的应用价值持

乐观的态度
。

事实上
,

国内科学工作者已在开始这方面的探索性研究
。

中草药对航天飞行中心肺功能失调的防护作用

心肺功能失调是 目前航天飞行中研究比较多和 比较明确的问题
。

航天飞行中的失重和头

向倒立位可引起血液的头向分布
,

导致水 电解质平衡的紊乱和血液微循环的障碍〔〕
。

对 一

一
及 系列生物卫星搭载的 一 太空飞行大鼠的研 究 结 果 发现

,

大鼠

肺内存在有间质性肺水肿
、

红细胞渗出
、

肺动脉紧张度下降
,

氧分压下降和二氧化碳分压上

升
、

心肌收缩性能显著降低〔〕
。

等在地面用尾部悬吊大鼠模拟失重获得了 类 似

的结果〔 〕
。

向求鲁等用兔头低位悬吊限制活动模拟航天飞行中的失重
,

悬吊 后用显微录像

和电镜检查发现可引起类似航天失重情况下所致 的心血管系统的改变
,

比如微 血管 内流速减

慢
,

呈粒摆
、

粒缓流甚至停滞
,

血液粘度升高
、

纤维蛋白元增加和红细胞聚集指数增大
。

并

认为这些改变很类似于中医证中的
“
血痕

”
表现 〔“〕

。

沈羡云等据此采用悬吊兔模拟失重的模

型
,

用黄茂
、

川芍及冠心 号方 ‘ 灌胃给药
,

连续
,

结果发现对其模拟失重引起

的血循环障碍有明显 的改善作用
,

表现在血流速度加快
、

红细胞渗出明显减少〔 〕
。

刘新民等

也证明传统的活血祛糜中药泽兰 灌 胃及腹腔 注射给药可使模拟失重引起的 兔 微 循

环障碍获得好转
,

原有的粒摆
、

粒缓流变为粒流或粒线流
,

降低异常增高的血液粘度
,

减轻红

细胞聚集指数的异常上升幅度〔幻
。

中草药对航空飞行中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的防护作用

由于开始的短期飞行中经过严格挑选的宇航员适应性较强
,

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表现

比预计的要轻
,

但随着航天飞行时间的延长
,

尤其是要保证人类将来在太空中永久居留和生

活
,

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对航天飞行的顺利进行是极为重要的
。

目前航天实践及地面模

拟研究表明当人进入太空后
,

由于压差
、

正常生理节律的破坏
、

辐射及微重力环境引起前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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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感觉冲突及半规管与耳石刺激的感觉冲突
,

导致眩晕
、

恶心呕吐等航空运动病以及感

觉辨别素乱
、

学习记忆等认知功能障碍 , 鼠和狗的太空飞行实验也表明辐射对中枢神经系统

的影响 是 显 而易见的
,

辐射剂量越大
、

时间越长其损伤也越重
,

组织形态学检查发现有脑

积水
、

脑充血和神经细胞老化等现像〔 〕
。

用于这方面防护的中草药目前研究不多
,

张瑞均等

用附子
、

黄茂
、

生地按不 同比例浓缩成浸膏后
, 。 给长期噪声工作及遭受微波射线辐

射的人连续 口服给药
,

对其所致的抑制症候群有明显 的改善作用
,

主妥表现在抑郁 症 状

减轻
、

工作效率提高
,

对 受
“。 。长期照射及其微波射线辐射的小鼠

,

刺五加
、

人参皂 贰 能

明显减轻神经系统的抑制状态〔, 〕
。

蓝景全等用山蓑若提取物加苯丙胺组成抗运动病合剂口服

给药
,

证明对模拟失重的家兔脑皮层异常的超微结构有明显的纠正作用
,

对抗锥体细胞线粒

体的肿胀
、

减轻小脑浦金野 氏细胞的粗面内质网的脱颗粒现像〔 。〕
。

中草药对航天飞行中骨骼肌肉改变的影响

承重骨的丢失和肌肉的萎缩是航天员返回地面后数天致数月仍未恢复到原有水平言这方

面中草药研究的报道也 比较多
。

沈羡云等在模拟失重兔的比目鱼肌中发现免的比目鱼肌有中

到重度的肌肉萎缩
。

肌纤维大小不均
、

肌纤维间空隙变大
。

用丹参
、

黄蔑组成的丹黄合剂

口 服给药 周后
,

可明显减轻悬吊兔的肌肉萎缩
,

使扩大的肌纤维空隙变小〔 〕
。

孙亚志

等用黄茂
、

桂枝等组成的强肌方药 灌胃给药 后
,

用张力和位移传感器测量肌肉力

学各参数及同位素标记测 比目鱼肌的血流量
,

实验结果表明强肌方对尾 吊大 鼠模拟失重后引

起的大鼠肌肉萎缩及收缩力的减弱有良好的保护作用
,

比 目鱼肌的血流量
、

等长单收缩
、

张

直收缩力峰值与强肌方的使用时间和剂量呈明显 的正相关〔 〕
。

史之祯等用黄蔑灌胃给 药
,

发现黄蔑可促进悬吊大鼠股骨平均密度的增加
,

胫骨形成率比悬吊组增加 倍左右
,

同时

可增加悬吊大鼠股骨力学强度和血清中骨钙素含量〔 〕
。

钱锦康等也证实大红景天 连续

灌胃
,

能纠正悬吊大鼠排肠肌肉和胸腺的萎缩
,

升高胖肠肌中降低的蛋白含量〔 们
。

中草药对特因条件下免疫功能的影响

由于航天飞行是在一种完全不同于地球上 的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进行的
,

上述各种因素的

影响导致人体免疫功能的降低
。

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正受到专家们的重视
,

航天员及航天

飞行动物实验发现航天飞行可引起体液免疫及细胞免疫的功能受抑
。

但在中草药研究方面儿

乎还是一个空白
。

张瑞均等采用模拟航天飞行中的微波
、 。。 。等照射小 鼠

,

用抗微 号 主

要含有黄茂
、

生地等中药 口服给药 周
,

发现抗微 号能对抗各种照射引起小鼠血清 中 溶

菌酶的减少
,

提高血清
、

和 的含量
,

增强巨噬 细胞的吞噬能力
,

人参皂贰的作

用也很明显
,

但刺五 加的作用不确实〔 ‘〕

航天医学是伴随着航天飞行的出现而新发展的学科
,

目前主要集中在有关失重所引起 的

人体生理功能的改变方面
,

对其防护研究如前所述集中在机械措施上
。

我国目前尽管还未进

行载人航天飞行
,

但已在一些模拟失重状况下的动物体内进行的中草药的防治研究
,

其实验

结果是豉舞人心的
。

不过总体来说
,

中草药对航天空间运动病防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停留

在极其初步的阶段
,

比如现有的实验研究都是用中草药的粗提物或总成分进行实验
,

尽管有

效但不可取
,

因为航天飞行必需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携带
,

对所携带药品的体积必需压缩到最

小限度
,

因此必须对中草药的有效成分进行分离纯化 , 另外一方面就是对现有的动物模型要

加以全面和综台的评价
,

因为动物模型都是在地面模拟 的
,

并不等同于真正的航天飞行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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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试验表明
,

将胚状体转移到含有 和 的培养基上 以后
,
胚状 体 可萌发出

芽
,

同时在主芽基部可再生出多个不定芽
。

西洋参组织和细胞培养工作在细胞大量培养生产西洋参皂贰方面虽已取得了较大进展
,

但目前仍不能付诸商业化生产
。

关键是在高产细胞系筛选方面工作很少
,

没有一个理想的高

产细胞系
。

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

同时
,

在其它植物上的经验表明
,

同一细胞系很难既

有高的增殖能力
,

又有高的次生代谢物生产能力
,
因为前者需要增加细胞的胚性属于脱分化

范畴
,

后者需要增加细胞的分化程度属于分化范畴
。

不过在人参等植物上获得成功的毛状根

培养技术给解决这一难题带来了希望
。

因为毛状根是 种器官
,

它集增殖和分化于 一 身
。

可

以预期
,

这项技术在西洋参上应用会极大地推动西洋参皂贰工业化生产的研究和应用
。

在快速繁殖方面
,

现在己经能够大量增殖试管苗
,
关键问题是要改进试管苗移栽技术

,

提高试管苗移栽成活率
。

这也是利用基因工程
,

细胞融合等技术培育新品种的必要基础
。

在

育种方面
,

要积极开展花药培养
、

原生质体培养及细胞融合等的研究
,

这些技术的完善和应

用 ,
将会给西洋参育种工作带来生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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