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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相关性脑动脉炎
iS e

eg l描述的人参滥用综合征包括高血压
、

神

经过敏
、

嗜睡
、

皮疹和 腹泻
。

患者平均接受 39 d/ 人参

干燥根
,

上述症状通常发生在 口服后 1一 3 周
。

本文

报道 1 例大剂量 口服人参提取物后发生脑动脉 炎患

者
。

患者
,

女性
,

28 岁
,

因严重头痛入院
。

入院前 6d
,

因咽喉痛口服 50 om g 扑热息痛
,

h2 后
,

为克服体虚
,

口服用 4 Om l 米酒 ( 22 % 乙醇 )煮的人参煎剂 200 m l

(约 2 5 9 干品 )
。

服后 h8
,

患者出现突发性头痛
、

恶

心
、

呕吐和胸压迫感
。

头痛严重但可被扑热息痛暂时

缓解
。

6d 后患者就诊
,

无高血压史或 口服避孕药和

厌食剂等药物史
。

患者疲倦时常服 1 片人参
,

从未引

起头痛
。

入院体检和神经病学检查正常
。

实验室检查

包括全血计数
、

沉降速率和 生化指标也均正常
。

脑

C T 显示镰上轻度密度增加
,

并怀疑蛛网膜下腔 出

血
。

C S F 检查显 示清晰 和 无色特征
,

红血球 57/

m m 3 ,

无白血球
;
蛋 白质和葡萄糖正常

。

脑血管造影

证实大脑前
、

后动脉和小脑上动脉多 区域性交替病

灶的收缩和扩张 (似念珠状 )
。

符合动脉炎诊断
。

住院

l od 内头痛逐渐消除
。

头痛恢复后
,

病人未再进行血

管造影
。

作者认为本病例具有类似于 可卡 因或拟交感能

药物如苯丙胺和苯丙醉胺应用所表现的临床和血管

造影特征
.

口服人参乙醇提取物随后 出现严重头痛

明显提示一种因果关系
。

乙醇因高温煎煮时蒸发
,

可

忽略其副作用
。

本病例在发作前后曾 口服推荐量扑

热息痛
,

但该药物不能引起所描述的临床和血管造

影特征
。

患者排除其它导致脑动脉炎血管造影表现

的因素
,

如应用拟交感能药物或可卡因
、

多种炎症病

程或动脉瘤蛛网膜下腔出血
。

本病例所见症状群可

能与大量口服人参醉提物有关二

人参作为一种滋补和康复药物在东方传统医学

中已使用了两千余年
,

并且已流行于西方国家
加
如其

它非传统药物
,

人参提供者可能鼓励消费者服用可

能有害的高剂量
。

尽管目前已确定了人参提取物在

小鼠中的 L D
s。 ,

但未确定在人体中的毒性剂量
。

因

此
,

临床要慎用人参醉提物
,

特别是高剂量用药时
。

(张 军 张 国平摘译 李宗友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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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和放疗对实验性肝癌

的协同作用
本文报道了人参和放射治疗对 51 80 荷瘤小鼠

的作用
。

所用人参提取物经 2 次水提得到
,

即
:

先在

常温下减压水提 h6
,

再将不溶部分水煮 h3
,

合并水

溶液
,

减压浓缩
,

冷冻干燥
,

得率为 1 9 / 2
.

4 9
。

I c R 雄

鼠
,
6~ 8 周龄

。

将 5 1 8 0 癌细胞 1 x 1 0 7

接种至肝脏
,

dl 后将小鼠分为 6 组
:

A 为肿瘤对照组
; B

、

C
、

D 分

别为放射线照射剂量 2 5
、
2 0 和 1 5G y /m i n 组 ; E 组喂

以 人 参提取物 0
.

5 m l /d ( s o m g /m l )
,

l 次 /d
,

连 续

l o d ;
F 组同时喂服人参提取物和给以 20G y / m in 的

照射
。

结果显示
:

A 组的死亡率 ( M R )和平均存活时间

(M S T )分别为 1 0 0% 和 2 0
.

l d
; E 组 M R 为 9 3

.

3%
,

M S T 为 2 3
.

3 d
.

生存期的延长率 ( I L S )为 1 5
.

4%
;
C

组 M R 为 1 0 0 %
,

M S T 为 2 3
.

s d
,

IL S 为 1 6
.

9 % ; F

组效果最为明显
,

M R 为 76
.

9 %
,

M S T 为 36
.

d9
,

而

IL S 为 82
·

9 %
。

对肿瘤细胞存活百分率的影响分别

为
:
A 7 8

.

5
,

E 7 5
.

3
,

C 7 6
.

1 和 F 6 6
.

7
.

此外
,

E
、

C 和

F 组均对肿瘤 细胞蛋白质
、
R N A 和 D N A 的合成有

抑制作用
.

以 F 组效果最明显
,

抑制率 ( % )分别为

4 3
、

2 2 和 6 3
。

组织病理学检查发现
,

放疗破坏癌细胞和 正常

细胞
,

表现为细胞萎缩和坏死
,

给予人参后
,

似可以

帮助 正常细胞的恢复
,

没发现有癌细胞的浸润
。

上述结果表明
,

人参和放疗配合运用
,

可能不仅

增强癌细胞对射线的敏感性
,

还减轻放射线的副作

用
,

是一种较好的治疗模式
,

但 尚需作进一步的研

究
。

(曹 丽 摘译 刘 湘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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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子乙素对小鼠肝谷光甘肚

抗氧化系统的作用
从五味子中分离出的五味子乙 奈 ( s

hc i sa nd ir n

B
,

cS h B )是五味子保肝作用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
。

由于组织中的谷光甘肤 (G S H )水平反映了组织的抗

氧化能力
,

但至今未见 cS h B 对组织 G S H 影响的报

道
,

因此作者研究了 cS h B 对与肝 G S H 有关的酶活

性的影响
,

旨在探讨 cS h B 的保肝作用机理
。

每天 按 递 增 剂 量 ( 1 ~ 4m m o
l / k g ) 给 雌 性

B A L B c/ 小鼠灌胃 cS h B d3
,

可剂量依赖性地增加

·

2 5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