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
、

连翘
、

远志
、

燕 白等药用植物 的野生变家

种栽培技术研究
,

并取得可喜进展
。

2
.

9 加强和 推广生物技术在 中药栽 培方面

的应用
:

细胞培养技术与基因工程是生物技

术 的两个重点支撑点
,

生物技术在中药生产

和 品质改进上可发挥如下作用
,

通过离体培

养分化植物
,

可保存
、

繁殖和纯化中药材中稀

有珍贵的品种
。

对依靠 营养繁殖 的中药材
,

可通过与传

统生产方式 比较
,

应用生物技术进行 中药材

生产和品质改进
,

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1) 药

材 的生产可在人 为控制条件下进行
,

通过调

控培养条件和培养方式极大地提高生产率
。

2) 培养是在无菌条件下进行的
,

因此可 以排

除病 菌和虫害 的侵扰
,

严格 控制药材质量
。

3 )可 以进行特定的生物转化反应
,

生产需要

的有效成分
。

4) 通过对有效成分合成路线进

行遗传操纵
,

提高所需物质的产量
。

5) 通过加

人或删除基因而改变药材的遗传特性
。

目前我们应用生物技术已 开展 了石解
、

金线莲等多种紧缺
、

濒危中药材的生长发育

机制研究和繁育技术研究
,

用根瘤农杆菌感

染丹参无菌苗已成功地获得 了丹参的冠瘤组

织
,

高产株系的扩大培养
,

丹参酮的含量可达

生药的 3 倍 以上
。

2
.

1 0 综合发展
,

多学科结合
,

实现可持续发

展
:

中药材栽培是实现 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

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

人参
、

贝母
、

甘草的人工

栽培既保证人们防病治病 的药物需求
,

又对

遏制草场沙漠化
,

保护生态环境具有很好的

促进作用
。

但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庞大的系统过程
,

需要多学科科研工作者的

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
。

如经过育种学家的 良

种选育可提 高单位面积的药材产量
,

增加有

效成分 含量
; 资源学家通过发现新的药物 资

源品种
,

降低 了对单一药用植物的使用压力 ;

植物化学家
、

分析家通过对不 同采收期有效

成分的研究
,

指导中药材在最佳时期采收
,

通

过植物不 同部位有效成分研究
,

拓展 药材 的

使用部位
,

使药用植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

( 1 9 9 9
一

0 8
一

3 0 收稿 )

精制蝮蛇抗栓酶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中的应用

天津中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 ( 3 0 01 50)

白求恩医科大学 制药厂

田凤英
’

苏 冰

摘 要 综 述 了蝮蛇抗栓 酶在 l 型糖尿 病及其部分 并发症治疗 中的应用情况
,

认为该药在糖尿病

治疗 中是一 个较有前景 的药物
,

值得进 一步临床观察
,

对 其作 用机制也应深人探讨
。

关键词 蝮 蛇抗 栓酶 糠尿病 及其并发症 治疗

糖尿病 ( D M )是一种常见的 内分泌代谢

紊乱的疾病
,

是 由于人体内胰 岛素分泌不足

导致糖代谢紊乱
、

脂代谢异常
,

临床表现为血

糖
、

血脂升高
,

动脉硬化
,

神经功能障碍
,

最终

导致诸多并发症而危及生命
。

D M 病人血液流变学检 查结 果异常
,

血

液呈高凝状态
,

已被众多资料证实 ; 而血液流

变学的检查结果
,

作为血疲证 的重要指标已

得到确扒
; 高凝状态 即血痕的存在

,

又与 D M

的血管
、

神经病变的发生密切相关
。

因此
,

在

A d d r e s s :
T i a n F e n g y i n g ,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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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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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降糖药的基础上
,

加用具有降粘
、

降脂
、

抗凝 的蝮蛇抗栓酶 ( a h y l y s a n t i n f a r e t a s e )
,

对

于降低血糖
,

治疗糖尿病
,

阻止其诸多并发症

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

精制蝮蛇抗栓酶 (以下称蝮酶 )是从蝮蛇

蛇毒中提取
,

经反复提纯而研制成的低毒复

合酶制剂
。

通过系统的药理
、

毒理等基础研究

和 大量临床应 用证 明
,

该制 剂具有抗 凝
、

溶

栓
、

降脂
、

去纤
、

降低血粘度
、

抗血小板聚集以

及恢复神经功能等多种作用
。

实验研究证明
,

蝮酶尚有降低血栓素 ( T X B
Z
) 浓度

,

增加前列

环素代谢产物 ( 6
一

k et o 一

P G F I 。

) 和扩张局部小

血管
,

改善微循环等作用
〔 ’ ·

2二 。

由于 本品的独

特作用 为防治 D M 及其 并发症开辟 了 一条

新的途径
,

被广泛应用于 D M 及其并发症的

治疗 中
。

现将 目前临床应用蝮酶情况综述如

下
。

1 治疗 n 型糖尿病

王丽君
〔 , 〕
等 于 1 9 9 4 ~ 1 9 9 8 年共收治 l

型 D M 病人 40 例
。

根据 D M 病人糖代谢 障

碍导致脂质代谢 异常的病理特点
,

在常 规使

用消渴丸 ( 1 0 粒
,

每 日 3 次 )基础上
,

加 用蝮

酶
。

其方法 为
: 0

.

s u 十 0
.

9%生理 盐水 2 50

m L
,

静滴
,

l 日 1 次
,

1 周后改用 l u 十 0
.

9 %

生理盐水 2 50 m L
,

静滴
,

1 日 1 次
,

3 周 为 1

疗程
。

效果不佳者
,

休息 1 周后
,

继用 1 疗程
。

治疗期间停用其它降糖药及降脂药
。

结果总

有效率 95 %
,

并 附典型病例
。

冀黎明 ` 4 ,应用蝮酶治疗 n 型 D M 32 例
,

并附对照组 2 0 例
。

对照组常规给予降糖药
。

治疗组则在常规治疗 的基础上加用蝮 酶
。

3

周为 1 疗程
。

观察治疗前后的血糖
、

血脂水

平
,

部分患者测 定血清 C 肤 和血液流变学
,

每周测一次血小板计数
。

结果治疗组总有效

率为 97 %
,

对照组为 7 0 %
。

两组相比
,

差异非

常显著 (尸 < 0
.

0 1 )
。

叶仕宏 〔 5 ,对血流变学确定为高粘血症的

l 型 D M 病 人 2 0 例应 用蝮酶
,

20 d 为一疗

程
,

治疗后 20 例均有不同程度的血糖下降
。

以上临床资料表 明
:

蝮酶有 良好 的降低
一

8 7 4
.

血糖作用
。

其可能的机制为
:

①蝮酶的降低血

粘度作用对改善胰 岛细胞功 能有极 重要意

义
,

可促进 尚有分泌功能的 p细胞
,

恢复分泌

胰岛素的功能 ; ②通过改善高凝状态等作用
,

使血管平滑肌舒 张
,

促进肌肉等组织摄取葡

萄糖
,

加速无氧糖酵解
,

抑制糖原异生
,

增加

葡萄糖的 利用 ;③实验证明
,

D M 病人的神经

生长因子 ( N G F )减少或功能异常
,

而蝮酶中

分离出的 N G F 与胰岛素的 2
,

3 级蛋 白分子

结构相似
,

两者有共同的抗原决定簇
,

抗体作

用相同
。

当输人蝮酶后
,

可增加体内 N G F 浓

度
,

与胰岛素竞争抗体
,

从而相对增加了胰岛

素的血浆浓度
,

有利于血糖的控制
。

但其降糖

的确切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

2 治疗 D M 并发周围神经病变

在 D M 并发的神经病变中
,

以周 围神经

病变患病率最高
,

约 为 60 %
,

经电生理检查
,

其患病率可高达 90 % 以上
。

其 中以感觉神经

受累最为常见
,

多有疼痛及痛觉异常
,

尚无理

想治疗药物
,

为治疗上的难题之一
。

目前认为

其发生机制可能为神经缺血
,

这是 D M 神经

损害的主要原 因
,

而血液流变学异常是引起

神经缺血的主要原因之一
。

蝮酶正是可以改

善上述病变的有效药物
。

耿志忠等
〔 6〕
应用蝮酶治疗糖尿病并发周

围神经病变 10 0 例
,

疗效满意
。

全部病例均为

l 型 糖尿病
,

并设对照组 40 例
。

两组均采用

常规降糖药控 制血糖
。

对照组应用 V B
I

及

V B . 2

治疗神经病变
。

治疗组则加用蝮酶
。

3 周

为 1 疗程
,

必要时应用第二疗程
。

观察治疗前

后空腹血糖水平
,

感觉神经症状变化
,

部分病

人观察右尺神经
,

右胖神经传导速度变化
。

结

果
,

在治疗 的第 4一 10 d 开始
,

症状获改善
。

同时还观察到
,

上肢症状恢复先于下肢
,

近端

恢复先于远端
,

血糖水平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

有效率 1 0 0%
。

慢 性 痛 性周 围 神 经 病 变 影 响 20 %一

3 0 %糖尿病患者
,

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
。

倪艳霞 〔7 〕应用蝮 酶
、

克拉瑞定
、

络康素对 90

例慢性痛性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病人进行了



临床观察
。

将 0 9例病人随机分为 3组
,

采用

上述 3 种药应用 1一 2 疗程
,

并观察全部病例

治疗前后 的自觉症状
、

体征
、

肌 电图和 血液生

化指标
。

结果 3 种药物均有较好疗效
,

并无显

著性差异
。

络康素和克拉瑞定临床疗效较好
,

未发现明显副作用
,

但其价格较高
,

限制其广

泛使用
。

而蝮酶价格低廉
,

效果也颇佳
,

加之

其具有抗凝
、

降脂
、

降糖
、

抗血小板聚集
、

扩张

血管和改善微循环作用
,

可酌情选用
。

3 治疗旅尿病膀肤病变

糖尿病膀肤病变属于糖尿病神经病变之

一
,

为糖尿病植物神经病变
,

临床上可表现为

排尿间隔时间延长
,

排尿困难等
,

严重时可造

成尿储留
,

继发感染
,

给患者生活上造成很大

痛苦和不便
。

目前认为该病变是 由微血管内

皮增生
,

毛细基底膜增厚引起神经组织缺血
、

缺氧与营养不 良
,

导致支配膀胧的神经纤维

( 交感或副交感神经 )退行变
,

引起膀肤麻痹

尿漪留
。

李爱英 〔田选择糖尿病膀胧病变 1 25

例
,

随机分 为 3 组
,

在常规饮食加降糖药的基

础上
,

分别加用蝮酶
、

复方丹参液
、

红花注射

液
,

每 日静滴 1 次
,

20 d 一疗程
,

共使用 2 疗

程
。

结果表 明
:

丹参组和红花组可改善毛细血

管和微血管病变
,

尽管副作用不明显
,

但疗效

次于蝮酶 ; 而蝮酶副作用极少
、

疗效高
,

临床

总有效率达 9 1
.

1%
,

在本症的治疗上
,

具有

较好的前景
。

4 治疗精尿病合并脑血栓形成

脑血栓形成也是 D M 的常见并发症
,

在

老年 D M 病人 中尤多
,

其原因可能与其血粘

度增高
,

血小板聚集性增高
,

凝血机制障碍有

关
。

耿志忠
〔引应 用蝮酶治疗 60 例 D M 合并

脑血栓形成患者
。

全部病例均经 C T 扫描或

核磁共振检查确诊
。

方法为
:

开始 3 d 实行冲

击疗 法
,

后 按 0
.

0 2 u / k g 给药
,

每 日 1 次
,

3

周一疗程
,

必要时给予第二疗程
。

治疗前后查

血糖
、

血粘度
、

血栓素等
,

并 进行 C T 及核磁

共振复查
。

结果表明
:

本品对各期脑血栓形成

病人均有效 ; 病程在 1 个月 以内的急性期病

《中草药 》 1 99 9 年第 3 0 卷第 1 1 期

人疗效最佳
,

病程在 1 年以 内的恢复期病人

多数有较好的疗效
,

病程在 1 年 以上的后遗

症期病人疗效稍差
,

总有效率达 93 %
。

认为

本品 除抗凝
、

溶栓
、

降粘
、

降脂等功能外
,

该药

含有神经生 长因 子 ( N G F )
,

它可调节代谢
,

传送信号
,

促进神经传导和再生
,

故可有效地

用于 D M 合并脑血栓形成病人的治疗
。

5 治疗馆尿病肾病
〔:l0

糖尿病 肾病 ( D N )是 D M 的慢性并发症

之一
,

随着 D M 治疗水平的提高
,

患者 寿命

的延长
,

D N 发病率有升高趋势
。

该症早期肾

小球损伤较 轻
,

无实质损伤
,

一般控制血糖
、

尿糖在正常范围
,

便可使尿 白蛋白排 出量恢

复正常
。

晚期病人由于 肾小球损伤严重
,

单靠

控制血糖
、

尿糖难以使肾功能完全逆转
,

需综

合治疗
。

对此类病人
,

在严格控制血糖
、

尿糖

的基 础上
,

加 用蝮 酶 0
.

s u
+ 生理盐 水 2 5 0

m L
,

静滴
,

每 日 1 次
,

疗程 2一 3 周
,

临床取得

满意疗效
,

总有效率 8 5 %
。

其作用机制是通

过蝮酶的作用
,

增加局部血液供应
,

促进修复

作用
,

抵制 D N 患者血管内的高凝状态
,

改善

肾小球基底膜 的滤过环境
,

防止肾小球基底

膜的糖基化
,

从而改善肾功能
,

使尿蛋 白排出

量降低
,

甚至正常
。

6 治疗糖尿病足

糖尿病足是 D M 的严重并发症之一
,

是

D M 人致残
,

失去生活能力的主要原因
。

随着

D M 患 者的增加和 D M 病人 生存期的延长
,

D M 足病人也有所增加
。

防治糖尿病足
,

对于

提高 D M 病人的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
。

糖尿 病足是 D M 人长期血 管病变和 神

经病变的结果
,

多见于年龄大
,

病程长和病情

控 制不 满意
,

有多 种 D M 慢性 并发症 的病

人
。

很多医生都认为应采取综合治疗措施方

可奏效
。

这些措施主要有
:

有效地控制血糖
,

抗感染
,

局部清疮
,

改善微循环
,

以及支持疗

法
。

在改善微循环的治疗 中
,

很多人做了蝮酶

的临床观察
,

均取得 了一定的临床疗效 〔, ` ’ 。

7 结语

从 以上综述可见
,

对于 D M 及其并发症

.

8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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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
,

蝮蛇抗栓酶有较为肯定的治疗效果
,

是一个较有前景的药物
,

值得进一步进行临

床观察总结
,

比如剂量
、

疗程
、

量效关系也应

进行探讨
,

以利提高疗效
。

至于蝮蛇抗栓酶在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 中的作用机制
,

也是

一个应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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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股蓝处方制剂的药理与临床研究

贵阳中医 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 ( 55 00 0 ” 潘定举
.

摘 要 综述近年来绞股蓝 及其 处方制剂 (包括片剂
、

冲剂
、

合剂
,
口 服 液

、

胶囊
、

注射剂等 )的药理

与临床应 用
,

以供在研究开发绞股 蓝处 方制剂作 一参考
。

关键词 绞股蓝 药理 临床应用

绞 股 蓝 yG
n o s t e

m m a P
e n t a P勺 l l u m

( T h u n b
.

) M a k
.

为胡 芦科植物 绞股蓝 的根

状茎或全草
,

又 名七叶胆
,

味苦
,

性寒
,

无毒
。

有消炎解毒
,

止咳祛痰的作用
。

临床上主要用

于慢性支气管炎
,

另外也与其它中药配伍
,

用

于降血脂
,

增强机体免疫和抗癌
、

防衰老等方

面
,

具有广泛的应用
。

绞股蓝有重要的药用价

值
,

且我国药源丰富
,

充分利用开发绞股蓝药

品
、

系列保健品将具有广阔的前景
。

笔者对绞

股蓝及其含绞股蓝处方制剂的药理与临床应

用作一综述
,

以 供在研究开发纹股蓝处方制

剂作一参考
。

l 片剂

以纹股蓝总昔 片治疗虚证 30 例临床及

血像的观察结果表明
,

其具有益气健脾
,

养血

安神
,

固表敛汗
,

扶正固本
,

补肾温阳功效
。

适

于治疗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
,

冠心病气虚者
,

慢性胃炎及慢性肠炎等
。

实验还表明
,

绞股蓝

总昔片对 白细胞减低 患者有升高 白细胞作

用
,

治疗 前 后相 比
,

有非 常 显著 差异 (尸 <

0
.

0 1 )
,

说 明绞股蓝总昔片有增强抗病能力的

作用 l[]
。

对七叶胆总昔片治疗肾病综合征高

脂 血 症 5 3 例 临 床观 察 结 果 表 明
,

患者 的

T C
、

T G 明显下降 (尸 < 0
.

0 1 )
,

这与七叶胆总

皂昔片具有
“
祛湿化痪

”
的作用相吻合

。

临床

实践中
,

还发现本药与搪皮质激素合用
,

能拮

抗礴素引起的副作用
,

使痊疮
、

出汗等症状明

显改善
,

并可增强激素类药物的疗效
,

对缩短

病程起 到较好的作用
,

其机制 尚待进一步深

入探讨 [ , 〕
。

益肾降脂片由冬虫夏草
、

绞股蓝总昔
、

黄

茂
、

葛根组成
,

具有益气补肾
、

祛痰降浊之功

效
。

通过对益肾降脂片治疗慢性肾衰合并高

血脂症 3 0 例临床观察结果表明
,

本方不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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