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

6
.

3对心脏的影 响
:

刺 五加 叶总皂昔 0 5
、

10 0
、

20 0 m g /m I
J

均可使 离体 W i s tr a大 鼠心

肌收缩性 能减弱
,

而且具有明显 的剂量依赖

性
,

此作用生效快
,

洗脱后作用迅速消失
,

并

排除 了心肌收缩性能的减 弱
,

上述结果符合

钙通道被阻滞使 C a Z + 降低
,

从而使兴奋收缩

祸联减弱的基本机制
。

另用刺五加叶皂昔单

体 S b ( 5 0
、

2 0 0 拼g /m L )
,

使 培养的 W i s t a r 大

鼠心肌细胞动作 电位的波幅
、

波宽
、

阑电位
、

最大 舒张 电位
、

超 射
、

最 大除极 速度及 复极

( 1 。%
、

5 0 %
、

9 0% ) 水平的动作 电位波宽一致

减小
。

C a Z+ 8 0 拜g /m I
J

能使之反转
,

S b 作用与

尼 莫地平作 用相似
,

上述结 果表示 S b 具有

钙通道阻滞作用 〔 , 8
,
` 9〕 。

2
.

6
.

4 对 心肌梗死 的影 响
:

将犬分成 4 组
,

每 组 6 只
,

分别 iv 给药或生理盐 水
,

手术后

暴露心脏
。

结果表 明刺五加叶皂昔 ( 2 5
.

0
、

50

m g k/ g ) 组 和 普 蔡 洛 尔 注射 液 ( rP
o ) ( 0

.

56

m g /m L ) 组与梗死对照组 比较
,

均能明显缩

小结扎左冠状前降支 ( L A D )阻断后 6 h 心肌

梗死面积
,

随剂量增加
,

梗死面积缩小的程度

更为明显
。

并且 L A D 阻断后 6 h
,

刺五加叶

皂昔 2 5
、

5 0 m g / k g 组和 P r o 0
.

5 6 m g / k g 组

与对照组 比较
,

均能 明显降低血清肌 酸激酶

( C K )和乳酸脱氢酶 ( L D H )活性
,

刺五加叶皂

昔 5 0 m g / k g 的 作 用 优 于 P or
。

同 时 测 定

L A D 阻 断 后 3 h 和 6 h 血 清 游 离 脂 肪 酸

( F F A ) 含量
,

结果 表明刺五加 叶皂昔 2 5
、

50

m g k/ g 组 均能 明显抑 制 血 清 F F A 水 平 升

高
,

但作用效果不如 p r o 组 〔2 。〕 。

2
.

6
.

5 对心律失常的影响
:

静脉注射刺五加

叶皂昔 5 0
、

1 0 0 m g / k g
,

可使 B a C I
:

诱发的大

鼠心 律失 常迅 速转 复 窦性 心律
,

对大 量 的

B a CI
:

引起大 鼠室 颤致死具有保 护作用
,

但

不能明显对抗乌头碱所致大 鼠心律失常的发

生
,

其抗心律失常 的作用与维拉帕米的作用

相似 〔2 1〕 。

3 结语

随着现代医药研究 的飞速发展
,

刺五加

及其应用 日趋得到国 内外专家关注
,

研究工

作正逐渐深人到细胞及分子水平
,

为 阐明刺

五加的作用及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

其免疫药

理作用
、

抗衰老及 抗肿瘤作用的研究将有助

于刺五加这一传统 中药的开发和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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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柴胡汤在 日本的临床应用进展

山 东滨州地 区中心医院 (惠民 2 5 1 7 0 0) 张庆红 谷 洪燕

小柴胡 汤出 自《伤寒论 》
,

由柴胡
、

黄荃
、

人参
、

半

夏
、

甘 草
、

生 姜
、

大枣 7 味 药组成
,

以往来寒热
、

口 苦

咽干
、

胸胁苦满
、

舌苔薄 白
、

脉 弦为辨证 要点
,

为和解

.

2 3 6
-

少 阳之代表方剂
。

该方配伍严谨
,

组合巧妙
,

近年来受到 日本学者

的广泛 重视
。

现将其临床应 用综述如下
:



1预防肝炎
、

肝瘤的临床效果

1
.

1丙型肝 炎
:

慢性丙型肝炎H ( CV 抗体阳性 )患

者 5 7例
,

用小柴胡 汤提取剂 (每次 2
.

5 9
,

日 3 次 ) 连

服 24 周后 的肝功 能检查值变化
:

血清 G O T
、

G P T
、

下 G T P
、

T T T
、

Z T T 均 明显降低
,

血 清白蛋 白明显增

加
,

总 改善率
、

肝功能改 善率及 有效率均提高
。

9 例

G P T 值转为正 常
。

3 8 例 H C V 抗体中
,

3 例转阴
〔 , 〕 。

曾对 1位诊断为慢性丙 型肝 炎的 77 岁 女性给予 小

柴胡汤 (5 g d/ )治疗
,

其肝功能逐渐恢复正常
。

停服 1

月后肝功能再度 出现异 常
,

重新 服用小 柴胡 汤 1 个

月 后又恢复正 常
,

服药期间
,

腹部超声波检查未见异

常
,

表示 向肝硬 化转变 的血小板维 持 在 ( 1 3 0 ~ 1 5。 )

X l 。 ”
/ L

,

可以 确定小柴胡汤对慢性肝 炎及延缓慢性

肝炎 向肝硬化
、

肝癌 的转化有治疗作用
〔幻 。

另外小 柴

胡汤对干扰素治疗后丙 型肝 炎所致副作 用有 明显 的

改善
〔 3〕 。

1
.

2 乙型肝炎
:

研究对象为 37 例确诊 为 H B e A g 阳

性的慢性 活动性肝炎患者 (男 24 例
,

女 13 例 )
,

给 予

干扰素 ( I F N )并用熊 去氧胆酸 ( u D C A ) 6 0 0 m g / d
,

小 柴胡 汤 2一 3 包 / 日
,

共 12 个 月
,

对 H B e A g
、

H B
e

抗体系统的效果
: SC (血清转化 )

、

SN (血清阴性 )率

及血 清转氨酶 的正常化率较给药前明显 改善
.

认 为

并用 U D C A 和小柴胡汤
,

转氨酶改善情况和 IF N 停

药 时的 S C 率优于单独给 予 IF N闭
。

另有一位诊断为

慢性乙 型肝 炎 ( 活动性 )的 女性患 者
,

继 IF N 治疗 后

给与小 柴胡汤 ( 7
.

5 9 / d )
,

给药半个月后 H eB 抗原阳

性
,

1
.

5 个月后 H B e 抗体阳性
,

4
.

5 个月后 H B e 抗 原

血清转化
。

认为在病毒增殖状态低下
、

而患者对病毒

免疫 功能提高 的时期
,

给 与小柴胡汤最适宜
` 5〕 。

1
.

3 肝癌 的预 防与 治疗
:
选择 甲脂 蛋 白 ( A F P ) 2 0 0

拌g / L 以下的肝硬化患 者
,

随机分为 2 组
,

各 1 30 例
。

两 组一般 用药 相同
,

给药 组多加小 柴胡汤 7
.

5 9 /d
。

观察 57 个 月的病例中给药组 84 例
,

对照 组 81 例
,

给药组发现肝癌 26 例
,

对照组 35 例 ;除外研究 开始

后 6 个月 以内发现肝癌者
,

则给药组为 23 例
,

对照

组 31 例
。

第 57 个 月时的累积发生率有 显著差别 (尸

< 0
.

0 5 )
。

给药组 A T P 值呈 现低值
,

与对照组相 比有

显著差异
“ 。 。

网博子将 260 例肝硬变 患者分 2 组
,

给

药组服小 柴胡汤 7
.

5 9 d/
,

对照组服其他药
。

观察 60

个月 的结果
:

诊断为肝癌 56 例
,

给药组 23 例
.

对照

组 33 例 ;死亡 者给药组 13 例
,

对照组 19 例 ,死于肝

功能不全者给药组 7例
,

对照组 12 例
。

累 积肝癌 发

生 率
,

第 60 个月给药组 24
.

3 %
,

对 照组 37
.

7 %
,

给

药组明显降低
。

追踪观察 160 例
.

累积肝癌发生率给

《中草药 》 1 9 9 9 年第 3 0 卷第 3 期

药组 13 例 (2 5
.

8 % )
,

对 照组 27 例 ( 4 7
.

7% )
,

差异 徽

著
。

未发 生肝癌患者的生存率
,

给药组 84
.

1%
,

对照

组 6 9
.

9%
,

给药组 的 5 年 总体 累积生存率 (7 5
.

2% 〕

明显 高于 对照组 (6 0
.

7 % )
。

观察期间给药组 八 F P
、

G O T
、

G P T 均 明显 降低
,

长期服用 未见明显副作用
,

表明小柴 胡汤不仅使累积肝癌发生率下降
,

而 且 可

以提高长 期生存率
〔7] 。

通过对 95 例肝硬变患者的观

察分析
,

认为小 柴胡汤 抑制肝癌发 生 的机制可 能与

其改善转氨酶作 用及抗炎作用有关 c80
。

另有 1 例诊

断 为原发性肝癌伴有肺 内转移的患 者
,

经过服 用优

福定 ( U F T 3 0 0 m g /d )并用小柴胡汤提取剂 (6 g / d )

长期治疗
,

肿瘤 阴影 完全 消失
,
5 个 月后 未 见复发

,

取得显著疗效
,

认 为小柴胡汤有抑制癌细胞增殖
,

预

防抗癌剂 副作用等功效
〔的 。

2 慢性胃炎

对 24 例慢性 胃炎患者进行了研究
,

服用小柴胡

汤 (6 g / d
,

1 日 3 次 )至少 6 个 月
,

结果第 2 周 开始 自

觉症状改善
。

2 4 例 中除 3 例 中途停药外
,

其余 21 例

恶心
、

呕吐
、

胃脱痛
、

呱逆等 症状均 消失
,

18 例食欲

不振
、

腹胀
、

胃振 水音
、

易疲劳 等症状 改善
.

3 例无变

化 ;腹部不适 21 例 中 6 例无效 c10
〕 。

又以 21 例接受 胃

粘膜保护剂 内服治疗 1年 以 上无改善 的患 者为治疗

对象 (其中浅表性 胃炎 10 例
,

萎缩性 胃炎 11 例 )
,

服

药方法 同上
,

6 个月后 各种症状都在给药早期 得 以

改 善
,

特别是 恶心
、

呕 吐
、

腹痛症状在服药 1 周 内得

到改善
。

内窥镜检查结果
,

浅表性 胃炎 10 例全部改

善
,

但萎缩性 胃炎患者没有改善
。

结果表明小柴胡汤

能降低幽门螺旋菌感染率
,

有效地预 防慢性胃炎 (特

别是 萎缩性 胃炎 )
〔“ “ 。

3 自身免疫性疾病

用激素治疗 自身 免疫性水疤病 (红斑性 天疙疮
、

类 天疙疮 )并用汉方药 (柴朴汤
、

小柴胡 汤
、

柴荃 汤 )
,

既可 以增 强激素的治疗作用
,

同时还 可以减 少激素

用量
,

减轻副作用
,

取得满意疗效
〔 , 2〕 。

给一位 不足以

诊断为系统性红斑狼疮 ( S L E )
、

抗核抗体 ( A N A ) 阳

性 ( 32 0 倍 )的患儿用小柴 胡汤 后
,

A N A 降至 8() 倍
,

提示小柴胡汤有助 于预防 SI
J

E 发病
〔 1 3 〕。

4 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 U P )

选择 H P 患者 9 例
,

服用 小柴胡 汤提 取剂 5 0 ~

70 9d/
,

连续服用 n 个月 以上
。

结果显示有效 1 例
.

好转 3 例
,

无效 5 例
,

好转患者中 2 例有小柴 胡汤的

适应症表现
,

即胸胁胀满
。

表 明小柴胡 汤用于治疗 症

状较轻 的 n P
,

对抑制肺病变的发展有效
〔14)

。

另有报

道表 明小 柴胡汤不 能阻 止该病 的发展
,

但能够改 善

.

2 3 7
·



症状
,

对该病的发展 在某 种程度 上有 抑制作 用
,

认为

能减少 I I P 恶化 的机会
〔̀ 5〕

。

5 呼吸系统疾病

对 主诉 呼吸 系统 症状 23 人次服 用小 柴胡 汤和

小胸 陷汤 提取剂
,

对各项 自觉症状进行 统计学研 究
,

认为柴陷汤可 明显 减轻咳嗽强 度
,

减少次数
,

缓解痰

不 易咯出
、

胸 痛
、

胸 闷等症状
〔16j

。

在 日本变态反应学

会 发 表的 有关 哮喘 的诊断 与治 疗原则 (J G L ) 中
,

提

出汉方药治疗 哮喘的原则是
:

发作期 宜用麻 黄剂
,

慢
J

胜期宜 用柴胡 剂 (柴 朴汤
、

小 柴胡 汤
、

小青龙汤等 )
。

各方 剂 的 显著 有 效 例 虽 不多
,

但稍 有效 者 超 过 70

%
,

表 明多数患者服 用汉方药有 效
〔` 7〕

。

6 扁桃体炎与 咽部异感症

对 10 例慢 性 扁桃体 炎患 者 给与 小 柴胡 汤 2
.

5

g
,

早 晚 2 次分服
,

9 例 有效
,

认 为小柴 胡汤低 剂量疗

法对 非小 柴胡汤 证的慢性 扁桃体炎 患者显 效
,

且 副

作 用少
〔 , 8〕 。

对 40 例咽 异感症 患者给 予小 柴胡汤 颗

粒剂 (7
.

5 9 d/ 旧 3 次
,
2 周 )效果 明显

,

无副 作用
,

对

咽喉粘膜充血者 效果极佳
〔̀ 9〕 。

7 三叉神经痛

34 例三叉神经痛患 者
,

给予 小柴胡 汤和桂枝芍

药汤提取 剂 4一 5 9
,

早 晚分服
。

结果除去不 能判定效

果的 4 例外
,
3 0 例 中 2 2 例 ( 7 3% )有效

〔2 0〕 。

8 艾滋病

日本 学者从对逆 转录酶有 阻碍作用 的生药 中进

行筛选
,

认为 小柴胡 汤 中黄荃 的类 黄酮 成分黄芬 昔

元
、

黄荃昔体外试验在分子和 细胞水平方面 都获 得

有意 义的结果
,

并有抑 制 D N A 聚合酶的作用
。

实验

表 明
,

小柴 胡汤有 增强 T 细胞
、
B 细胞

、

巨 噬细胞 等

免疫 网的作 用
。

活性氧可 以激 活被称之为转 录因子

的 N F x B 而促 进 H IV 增殖
,

小柴 胡汤对活性氧 产生

有抑 制作用
,

有利于艾滋病 的治疗
。

小柴胡汤既可激

活免疫功能
,

又可清除有害 的活性氧
,

具有 利于细胞

与不利于病毒 的双重作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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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州地区药用动植物资源概况

山东省东 营市人民医院 ( 2 5 7 0 9 1) 刘丛华
`

薄其 秀

1 自然概况

黄河三 角州属北温带
、

半湿润 大陆性气候
,

四 季

分 明
,

气温适 中
,

雨热 同期
,

光 照充足
,

土壤碱性 或中

性
,

地 下及地上有 丰富的物产
。

由于黄河 含沙量大
,

每年 有 12 亿 t 泥沙输 人大海
,

平均每年新成 陆地面

积 0
.

25 万 h m Z 。

正因为这种 独特的 自然条件
,

使地

处黄河 三角州一带人烟稀少
,

土地广阔
,

野生植物 丰

茂
,

仅三 角州 腹地的 东营市 范围 内就有 天然的大 中

型草 场 6 2 4 处
,

计 12 万 h m “ ,

其 中 0
.

33 h m , 以 上的

草 场 14 处
,

这里 生长 着大批 的药用 植物
,

年年 花开

刘 丛华 男
,

生于 1 9 6 5 年 n 月
,

大学本科学 历
,

主管 中药师
,

现从事黄河 三角州野 生中草药 资源的开发研 究和医 院
管理工作

。

近年 来
.

发表专业学术 论文 58 篇
,

其 中
“
黄河三角州野生药用植物 资源调查报告

” 、 “
黄河 三角州海洋中药资源调

查分析
” 、 “

10 种常用中药 的真伪鉴别
”
等论文分别获华东地区 优 秀论文 二等 奖和东营市科技优秀论文一等奖

。

科研成果 《黄

河三角州野 生中草药的开发研究 》于 1 9 9 8 年 12 月通过省级鉴定
,

达 国内领 先水平
。

.

2 3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