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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五加复方对缺氧耐力的影响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 (天津 3 0 0 0 50) 陶顺兴
.

刘昭 荣 薛振声 洪 欣

赵为民 刘 中文 张亦红 吕永达
` ’

摘 要 由刺五加等中药组成的刺五加复方
,

可明显延长小鼠密闭缺氧存活时间和提高减压缺氧

动物的存活率
。

在 390 0m 和 4 39Om 的高原观察到
,

刺五加组的高山反应
,

重度头痛
,

重度呕吐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服药组的舒张压也明显低于对照组 ,服药组上高原前后的心率无明显变化
,

而

对照组上山后心率增加却非常明显
。

关桩词 刺五加复方 低氧 急性高山病

人们从平原进入高原因缺氧而发生急性

高山病 ( AM )S
。

因此
,

提高缺氧耐力是减轻

A M S 和提高劳动能力的重要途径
。

目前这方

面的药物较多
,

如生化制剂
、

化学制剂
、

利尿

剂和中医中药等
。

这些药物虽然都有一定的

作用
,

但效果有限
,

有的药物副作用较大
,

不

易被人们接受
。

本工作目的是研究新的抗缺

氧药物
,

使 AM S 的防治质量获得进一步的

提高
。

1 材料与方法

L l 动物实验

1
.

1
.

1 药物
:

刺五加复方
:

由刺五加
、

远志
、

丹参等中药组成
。

将处方中给定的中药按一

定比例混合后
,

加入 10 倍 自来水
,

在沸水中

煮 3 次
,

第 1 次 Zh
,

第 2 次 1
.

s h
,

第 s 次 l h
,

每次 的过滤液混合
,

浓缩成 g1 生药 l/ m l 汤

剂
。

复方党参片
:

由党参
、

丹参
、

当归等中药

组成
, 19 /片

。

1
.

1
.

2 方法
:

本院产小鼠 (雌雄兼有 )
,

体重

17 一 24 9
,

腹腔注射给药
,

每天早晚各一次
,

每

次 0
.

2m l
,

连续给药 d3 后进行缺氧试验
。

每

次实验时的对照动物给予同体积的水
,

用密

闭缺氧存活时间 ( m i n ) 和减 压缺氧存 活率

( % )的方法评价药物效果
。

密闭缺氧时
,

将动

物分别放入 内装 g5 碱石灰
,

容量为 1 6 0m l 的

玻璃瓶内
。

减压缺氧时
,

在 1 1 5 0 0 m 高度停留

l h
。

.1 2 人体试验

1
.

2
.

1 药物
: 1 号药

:

刺五加复方片
,

每片含

. A dd r e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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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药 。
.

59
。

2 号药
:

淀粉片
,

每片 0
.

5 9
。

药片

颜色和大小相同
。

1
.

2
.

2 方法
:

受试对象为空运 入藏新战士

2 0 0 名
,

男性
,

年龄 18 一 20 岁
。

病号和公杂人

员除外
,

入伍前进行了常规查体
,

无上山既往

史
。

实验分为刺五加复方片 l( 号药 )组与淀

粉片 (2 号药 )组
。

以双盲法进行平行观察
。

于

进入高原前 d2 开始服药
,

两组分别服上述药

物
,

每日 2 次
,

每次 5 片
,

早晚各 1次
。

从服药

第 3 天乘飞机进藏
。

到 达 高原 后
,

在 山南

( 3 6 0 0 m )和错那 ( 4 3 9 o m )分别观察急性高 山

病症状
,

在错那还观察心率和血压
。

在此期间

继续服药 (方法同前 )直至实验结束
。

高 山反应程度分级
:

重反应
:

完全丧失 日

常活动能力
,

卧床不起
J

轻反应
:

有高 山反应

症状
,

但生活能 自理
。

2 结果

2
.

1 动物实验

2
.

1
.

1 药物对密闭缺氧存活时间的影响
:

结

果表明
,

刺五加复方组动物的密闭缺氧存活

时间最长
,

其次为复方党参组
。

上述两组与对

照 组 比较
,

差别均非常显著 (尸 < 0
.

0 1 ) (表

1 ) ,

么 1
.

2 药物对减压缺氧存活率的影响
:

结果

表明
,

刺五加复方组动物的减压缺氧存活率

最高
,

其次为复方党参组
。

上述两组与对照组

比较
,

差别均非常显著 (尸 < 0
.

0 1 ) (表 1 )
。

表

明刺五加复方有明显提高动物耐缺氧力的作

用
。

表 1 药物对密闭缺级存活时间和减压缺级

存活力的影响` 士 : )

4 3 9 o m 高度
,

刺五加复方组的 A M S 发病程

度明显 比淀粉片组轻 (尸 < 0
.

01 )( 见表 2 )
。

表 2 药物对海拔 4 390 m A M S 程度的影响

观察人数

(人 )

发病人数 (人 ) 发病率 (% )

药名
轻反应 重反 应 轻反应 重反应

一j

.11否月厂900OU1121 号药

2 号药

1 OC 9 9

9 5 8 3

与 2 号药比 二尸 < 0
.

01

2
.

2
.

2 药物对头痛 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刺五

加复方组的重度头痛发生率
,

明显低于对照

组 ( P < 0
.

0 5 和 P < 0
.

0 1 ) (见表 3 )
。

表 3 药物对高原 ( 3` 0 0
、
4 3 9 0m )

急性缺饭时头痛的影响

例数 (个 ) 百分率 ( % )

组别 观察
人数 36 0 0 4 3 9 0 3 6 0 0 4 3 90 ( m )

组别
密闭缺氧 减压缺氧

存活时间 ( m in) n
存活率 (% )

刺五加复方 5 2 4 7士 2
. ,

7 2 4 4 一

复方党参 29 44 土 2 二 6 9 3 8 一

对照 7 0 1 7士 1 5 6 1
.

8

与对照组比较 二 尸了 。
.

01

.2 2 人体实验

.2 .2 1 药物对急性高山病发病程度的影响
:

在海拔 3 6 00
r r 、
高度

,

淀粉片组有 3 例 重反

应
,

而刺五加复方组无重反应者
。

到达海拔
·

2 9 4
·

(人 )

— — — —1 1 1 1 1 ! 1 1

l 号药 10 0 7 0 2 6 8 7 0 .

2 6
’

8
’ .

2 号药 84 12 1 1 1 1 2 7 1 4 1 3 1 3 3 2

与 2 号药比
`
尸 < 0

.

05
’ .

尸 < 0
.

01

I 一

轻度头痛
,

能坚持工作
;
卜重度头痛

,

影响 日常工

作

2
.

2
.

3 药物对呕吐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刺五

加复方组的重度呕吐发生率
,

明显低于对照

组 ( P < 0
.

0 5 和 P < 0
.

0 1 ) ( 见表 4 )
。

表 4 药物对高原缺级呕吐的影响

例数 (个 ) 百分率 (呱 )

药名 观察

— —
人数 3 6 0 0 4 39 0 3 6 00 4 3 9 0 ( m )

(人 )

—
-

— — —
-

1 1 1 1 1 1 1 1

l 号药 1 0 0 1 1 11 2 1 1 1 1 .

2二

2 号药 8 4 3 2 2 1 3 4 2 2 16

与 2 号药比 尸 < 。
.

05
, ’ `

尸 < .0 01

I 一

轻度呕吐 (1 日 1 次 ) ;
卜重度呕吐 (l 日 2 次或 2 次

以 上 )

2
.

2
.

4 药物对心率 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刺五

加复方组的心率在上高原前 后变化不明显
,

而淀粉片组变化明显 (n 一 20
,

P < .0 0 1 )
。

2
.

2
.

5 药物对血压的影响
:

结果表明两组的

收缩压无 明 显改变
. ,

而舒张 压在 1 0
.

6 k4 P a

以上的发生率
,

淀粉片组 20 例中有 10 例
,

刺

五加复方组仅 4 例
,

刺五加复方组 明显低于

淀粉片组 (尸 < .0 05 )
。

以上结果表明刺五加复方有明显提高高



原人体缺氧耐力的作用
。

3讨论

刺五加是一种传统 的固本强壮类药物
。

实验表 明
,

刺五 加具有抗疲劳和提高机体适

应能力的作用
〔 , ’ 。

刺五加多糖可明显促进小

鼠脾细胞增殖
,

给药组动物脾细胞 L A K 细

胞活性比对照组提高 70 %一 1 20 % 〔2 〕 。

刺五

加能延长实验动物游泳时 间和缺氧存活时

间
〔幻

。

改善血液循环
、

调节脑血管舒缩的作

用
〔们 。

临床观察发现刺五加多贰对冠心病心

肌炎
、

心室 电位阳性转阴的疗效显著
〔5 〕 。

也有

报道
,

刺五加对高原低血压有疗效
〔6 , ,

本次实

验观察到对高原高血压也有作用
,

提示刺五

加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

即可使偏低或偏高的

血压向正常方向调 节
。

找们研制而刺五加复

方
,

是以固本强壮结合阴阳调理为 主的对症

性通用药方
。

以固本强壮的刺五加为君药
,

辅

以补气活血的丹参
、

当归等中药
,

在防治急性

高山反应实验 中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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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灼天然纯 品裕合肠

香港国威国际贸易公司南京联络处受公司委托
,

在国 内向植物化

学专业研 究人员征购天然纯品化合物
。

我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天然产

品业务的国际性贸易公司
,

有着广泛的世界渠道和雄厚经济实力
。

多年

来
,

一直为世界各地的几百家制药企业和研究部门提供天然来源的化

学样品和标准品
。

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医药领域的广泛交流 和扩大本公

司的业务
,

特成立南京联络处
,

在国内向有关研究人 员广泛征购天然纯

品化合物 (包括天然化合物的合成品 )
,

其纯度要求 ) 95 写
,

请提供化合

物的中
、

英文名称
、

结构式
、

可供数量
、

价格等资料
,

以便我公司从中选

购
,

若暂无现货
,

而有能力进行加二的
,

请将产品 资料按上述方式列 出
。

通讯地址
:

南京市中央门外黄家好 41 一 1号 邮政编码
: 2 1 0 0 3 7

电话
: 0 2 5一 3 22 6 6 3 5 传真

:
0 2 5一 3 2 2 6 6 35

联系人
:

刘建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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