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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舒康胶囊对高原红细胞增多症患者体内氧自由基代谢指标的影响

阿祥仁，张鑫生

(青海省人民医院，青海西宁810007)

高原红细胞增多症(high altitude polyey—

themia，HAPC)是慢性高原病中的一种常见类型，

也是危害高原居民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既往研究

表明HAPC对机体的影响几乎涉及到每一个脏器，

最易受累的是心、脑，其次为肺、肝、肾等。其主要病

理生理是由于缺氧导致机体红细胞过度增生使体内

血液黏稠性增高、血液阻力增大、血流缓慢、脏器充

血、水肿加重了组织的缺氧而引起的一系列的临床

症状。近期研究证实，HAPC患者体内存在着严重

的氧自由基代谢失衡，氧自由基代谢失衡是导致

HAPC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1]。利舒康胶囊

是最新研制成功的调节氧自由基和治疗高原病的药

物，主要由红景天、手掌参、甘青青兰、黄柏、烈香杜

鹃等药材精制而成。本实验就利舒康胶囊对HAPC

患者体内氧自由基代谢指标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1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所观察的104例HAPC患者均来自生

活在海拔3 300 m、大气压68．0 kPa地区的刚察县

城和附近种羊场的干部、工人及农牧民。经过详细询

问病史和各项常规检查，排除肺心病、先心病等疾患

所致的继发性红细胞增多症，并严格按照HAPC诊

断标准(血红蛋白≥200 g／L、红细胞计数≥6．5×

1012／I．、红细胞压积≥O．65 I，／i。)诊断。年龄25～68

岁，平均年龄47．5岁。

1．2试剂：DTNB显色剂，Fluka Biochemika产品；

MDA标准品，Fluka Biochemika产品。

1．3药物治疗方法：利舒康胶囊由青海省人民医院

制备并提供，批号9806168，规格0．5 g／粒，每日2

次，每次2粒。服药时间为40 d，服药期间停服一切

对观察内容有影响的药物。

1．4检测方法：全部受试者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3 mL，分别置于普通管和肝素抗凝管中，及时制备

红细胞和分离血清，红细胞用于测定超氧化物歧化

酶(SoD)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活

性；血清用于测定丙二醛(MDA)水平。SoD活性

测定采用邻苯三酚自氧化法[2]，SOD活性以邻苯三

酚自氧化抑制达50％所需的酶活性为一个SOD

活性单位，结果以每克血红蛋白表示。GSH—Px活性

测定采用改良的Hafeman氏法[33；MDA测定采用

硫代巴比妥酸(TBA)荧光法[4]。

1．5统计学处理：检测数据以T±S表示，组间比较

用t检验。

2结果

结果显示，104例HAPC患者经过利舒康胶囊

治疗40 d后，体内代表氧自由基清除能力的SOD

和GSH—Px活性显著升高(P<O．01)，表示脂质过

氧化代谢产物蓄积指数的MDA水平明显下降

(P<O．01)。表明该药对HAPC患者体内的氧自由

基代谢失衡具有良好的调节和改善作用(表1)。

衰1利舒康胶囊对104例HAPC患者体内SOD、

GSH—Px活性和MDA水平的影响(；±s)

Table 1 Effect of Lishukang Capsule on SOD

and GSH—Px activities and MDA level

of 104 cases with HAPC(；士s)

组别 SOD／(U·g-i) GSH—Px／(U·g一1)MDA／(nmol·L一1)

与治疗前比较：一P<O．01

。。P<O．01"5 pre—treatment

3讨论

青藏高原藏药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其品质优

良，具有高原特色，藏药生产环境独特，生理活性强、

无污染，是藏医药发掘不尽的宝库。怎样从藏药中开

发研制出走向全国，进入国际市场的新药，是当前高

原医学科技工作者向往的一个十分诱人的课题。这

对于利用青藏高原广泛的藏药资源，拓宽国内藏药

市场，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利舒康胶囊是研制课题组在系统科学地研究

心、脑、肺缺血、缺氧对人体机能的影响以及高原病

发病机制的基础上，吸取中藏医药的传统理论，采用

高新技术手段，通过对在青藏高原分布和用途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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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十味藏药和中药材进行了调查研究，并经过大

量的动物试验后筛选出的具有调节氧自由基代谢、

抗缺氧和抗疲劳作用的红景天等药材按一定比例经

科学加工、精制而成的新一代治疗高原病的药物。该

药子2002年正式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

发的中药(藏药)三类新药批准文号。

HAPC是慢性高原病的一种常见类型，多发生

在海拔3 000 m以上地区，也是严重危害高原居民

健康的常见疾病。研究表明，HAPC患者体内存在

着严重的氧自由基代谢失衡，表现在间接反映体内

氧自由基蓄积指数的MDA明显升高，而代表氧自

由基清除能力的SOD和GSH—Px活性显著降低；

并指出，这种高原缺氧所致的氧自由基代谢产物在

体内的长期累积性损伤是造成HAPC发生与发展

的重要原因之一[1]。

本研究结果表明，HAPC患者经过利舒康胶囊

治疗40 d后，体内代表氧自由基清除能力的SOD

和GSH—Px活性显著升高(P<0．01)；相反，在体

内表示氧自由基蓄积指数的MDA明显降低(P<

o．01)。说明利舒康胶囊具有明显的调节和改善

HAPC患者体内氧自由基代谢失衡的作用。在动物

(上接第1638页)

130．3(C一8)，48．0(C一9)，61．4(C一10)，99．9(C一1’)，

74．9(C一2 7)，78．3(C一37)，71．6(C一4’)，77．9(C一5 7)，

62．9(C一67)。经与文献对照[1⋯，鉴定为桃叶珊瑚苷。

化合物xⅢ：白色针状结晶(乙醇)，mp 234～

236℃。ESI—MS、1H—NMR、13C—NMR光谱数据与文

献对照[1⋯，鉴定为腺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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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和临床观察研究中发现：(1)青藏高原特产的红

景天、手掌参、甘青青兰等药材对小鼠具有明显的抗

缺氧、抗疲劳与升高小鼠体内SOD、GSH—Px活性

和降低MDA的作用；由红景天等药材组成的利舒

康胶囊复方制剂，其上述作用更强。(2)HAPC患者

经利舒康胶囊治疗后其临床症状，心、肺功能及血液

中血红蛋白的量，红细胞比积和红细胞计数等指标

都有显著改善。以上研究结果证实，利舒康胶囊具有

明显的调节和改善HAPC患者体内氧自由基代谢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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