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的作用 [27 ]。

3　毒性作用

贝母的急、慢性毒性实验表明 ,慢性毒性除使动

物气管及支气管有杯状细胞增生、增多外未见其它

异常。在急性毒性实验中 ,安徽贝母醇提物对小鼠灌

胃给药的最小致死量为 40 g生药 /kg ,相当于临床

用量的 333. 3倍
[ 8]
。引种栽培的瓦布贝母、浓蜜贝母

与野生川松 3种贝母小鼠灌胃给药的最大耐受量

( M TD)均大于 60 g生药 /kg ,相当于临床用量的

480倍 ,口服毒性均很低 [27 ]。

4　小结

咳、痰、喘是呼吸系统疾病的常见症状 ,三者密切

相关并互为因果。从以上研究证明 ,贝母确有镇咳、祛

痰、平喘之功效 ,其镇静、耐缺氧作用对于哮喘病人非

常有利 ,其消炎抗菌作用能协同治疗呼吸道感染。近来

由贝母提取出的总生物碱、总皂苷和单体生物碱作用

更为确切 ,因此是很有开发前途的纯天然高效药物。

贝母的药理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与大

量的化学工作相比 ,药理研究工作显得不够深入。我

们认为今后对贝母的药理学研究工作除了进一步对

贝母属植物进行活性筛选外 ,还应对分离得到的被

证明有显著活性的单体成分进行动物体内的代谢研

究 ,探讨其药动学与药效学的关系 ,这是阐明贝母的

作用机制所必需的 ,也是开发贝母新制剂、实现贝母

现代化研究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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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抗辐射天然药物简介

天津市医药职工大学 ( 300142)　　梁长玲 

　　随着科学技术及人们生活的现代化 ,环境污染

给人们的健康带来越来越多的不利影响 ,尤其是在

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过程中 ,如在肿瘤放疗、化疗过程

中 ,某些药物对人类具有不可低估的辐射作用。还有

些带有辐射性的职业工作都无时不在侵害着人们的

机体 ,损害着人类的健康。 因此 ,研究开发抗辐射药

物 ,特别是天然药物中的抗辐射药物 ,在现代医药保

健事业中已经受到人们的极大重视。 笔者拟对国内

抗辐射天然药物作一简介。

1　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

1. 1　促进或改善骨髓造血功能 ,保护造血系统:胡

名柏 [1 ]等研究了猪苓多糖对受辐射损伤的大鼠造血

功能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腹腔注射猪

苓多糖后 ,对大鼠的造血功能和免疫功能抑制具有

逆转的作用 ,结果表明 ,猪苓多糖使因受辐射损伤的

大鼠的有核细胞数、脾指数及 NK细胞活性有明显

提高。

林宜信 [2 ]等研究了瓦茸多糖体对照射小鼠脾脏

损伤的恢复作用。实验表明 ,小鼠受照后 ,其脾脏重

量及脾脏细胞的 DNA合成速率下降 ,同时证明瓦

茸多糖体对因辐射所导致的脾脏损伤具有显著的修

复作用 ,并可提早恢复辐射对脾脏功能的抑制作用。

何庭宇
[3 ]
研究了芦笋对

60
Co-γ射线和环磷酰胺

所致的骨髓抑制的保护作用。 实验表明芦笋对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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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白细胞无影响 ,而对放、化疗造成的白细胞下

降 ,通过其对骨髓干细胞的造血功能的保护作用 ,有

一定的促进恢复作用 ,从而减少辐射对机体造血系

统的损伤。

黄火文 [4 ]等对参芪注射液对鼻咽癌病人放疗保

护作用进行了临床研究。以 55例鼻咽癌患者放疗辅

以参芪注射液治疗 ,并以单纯放疗 49例作为对照 ,

观察参芪注射液对放疗患者白细胞的保护作用及患

者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参芪注射液有减轻辐

射对白细胞的杀伤作用 ,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放射

对多种免疫功能的损伤。

刘文励 [ 5]等进行了活血化瘀中药 (丹参、当归、

川芎、赤芍等 )对受照小鼠骨髓微环境及其供氧作用

的研究。结果表明 ,活血化瘀中药能促进急性放射损

伤小鼠骨髓静脉窦的修复 ,明显增加骨髓微血管数 ,

扩张其微血管面积 ,同时使骨髓 ( PQ2 )氧分压提高 ,

促进骨髓供氧。

1. 2　提高机体免疫功能:陈凯
[6 ]
等观察天黄汤 (由

天冬、天花粉、黄芪、石子柏、苡仁、茯苓、威灵仙、补

骨脂、地鳖虫组成 )对鼻咽癌放疗患者的免疫影响 ,

发现甲组仅用放射治疗 ( 18例 ) ,乙组放疗配合天黄

汤治疗 ( 18例 ) ,乙组患者 IgG、 Ig A水平下降 ,而淋

巴细胞百分数、 ANAE阳性率 NK细胞活性升高。

表明天黄汤对鼻咽癌患者放射治疗有免疫保护作用

并增强细胞免疫功能。

凌笑梅 [7 ]等研究了鳖甲提取物对受照鼠存活率

的影响。从动物整体存活水平以及小鼠受致死量照

射 30 d后的脾重、胸腺重、脾细胞数、胸腺细胞数、

白细胞总数的变化来看 ,证明照射前口服鳖甲提取

物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抗辐射损伤之功效。

王晓梅 [ 8]等研究了高山红景天对 X射线照后

小鼠的防护作用。实验结果表明:照前给予高山红景

天能提高照后小鼠存活率 ,延长存活时间 ,改善胸

腺、脾指数 ,明显提高照后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率及

胸腺内 T H、 TS细胞百分率。

许昌韶
[9 ]
等利用螺旋藻对肿瘤放疗病人血浆

SOD的影响进行实验研究。放疗患者从放疗开始起

口服螺旋藻片剂 ,实验结果表明:螺旋藻通过增强机

体免疫及放疗对肿瘤细胞的杀灭作用而发挥其辐射

防护作用。

柳红芳 [10 ]等利用加味四君子汤对小鼠急性放

射病治疗作用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 ,加味四君

子汤Ⅰ 号 (党参、白术、茯苓、甘草、黄芪、陈皮、菟丝

子 )对 60
Co-γ线一次性全身照射 ( 3和 5 Gy) ,对小鼠

脾脏 T淋巴细胞增殖转化功能有促进作用 ,但对免

疫器官胸腺的重量却无增加作用 ,证实了胸腺比脾

脏对射线更为敏感 ,照后损伤更加难以恢复。

加味四君子汤Ⅱ号 (含川芎 )能增加 5 Gy照射

小鼠脾指数 ,而 Ⅰ 号作用不明显 ,说明川芎有扩张

血管、抗血栓形成的药理作用 ,有助于改善脾脏功能

的恢复。 上述两方对急性放射病小鼠造血功能及免

疫的几项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

1. 3　拮抗氧自由基危害 ,抑制组织细胞的脂质过氧

化反应: 曹军 [11 ]等人研究了人参蜂王浆口服液的抗

辐射作用 ,结果推测 ,人参蜂王浆口服液抗辐射损伤

的机制可能是通过保护和提高机体抗氧化酶活力、

消除自由基、阻断或减轻脂质过氧化反应 ,减少脂质

过氧化物的产生 ,从而减轻辐射损伤。

窦学术
[12 ]
等研究了牛磺酸对辐射小鼠脂质过

氧化作用的影响。给小鼠注射牛磺酸 3 d后以
60
Co-

γ射线照射 , 7 d后小鼠断头取血、脑、肝等组织测脂

质过氧化的终末产物丙二醛 ( MDA)。结果表明 ,牛

磺酸能明显减少组织中 MDA的含量 ,说明牛磺酸

可有效地清除辐射损伤产生的氧自由基 ,抑制组织

细胞脂质过氧化反应。

汪德清
[13 ]
等对犬模拟肺癌术中黄芪总黄酮对

放疗抗辐射损伤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在放疗前给予

黄芪总黄酮 ,可以有效地减少丙二醛的生成 ,说明黄

芪总黄酮可清除辐射损伤产生的自由基。

姜义 [14 ]等研究了红景天素对 X射线照射小鼠

的预防作用 ,结果表明红景天素可抑制过氧化脂质

的形成。

1. 4　对皮肤粘膜损伤的保护作用:郁仁存
[15 ]
等采

用黑降丹治疗放射性皮肤粘膜损伤共 34例 ,其中采

用黑降丹与龙胆紫及鱼肝油对比治疗各 12例 ,采用

黑降丹组疗效明显优于采用龙胆紫组及鱼肝油组 ,

显示了中药黑降丹治疗放射性损伤的良好作用。

王震吾 [16 ]作了康复新湿敷治疗急性放射性皮

肤损伤 32例报道。康复新组 32例 ,清创后 ,用 1滴

剂浸纱布湿敷病变创面并保持潮湿。对照组用庆大

霉素、新霉素湿敷 ,外加凡士林纱布外敷 ,结果康复

新组平均 8 d完全愈合 ,对照组为 18 d。

1. 5　其它: 张端莲
[ 17]
等研究了当归对辐射损伤后

小鼠卵巢组织的影响。应用当归注射液对
60
Co-γ射

线辐射损伤后的小鼠卵巢组织给予治疗 ,连续给药

30 d,图象分析显示 ,实验对照组卵巢内卵泡细胞和

卵母细胞内的 DNA和 RNA含量与实验用药组差

异显著 ,表明当归对辐射损伤后的小鼠卵巢组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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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护作用。

王春燕 [18 ]等研究了刺五加的抗辐射诱发染色

体畸变作用。结果表明 ,小鼠口服刺五加能非常显著

地降低
60
Co-γ射线诱发的染色体畸变 ,证实刺五加

具有抗诱变剂的致突变作用。

陈静 [19 ]等研究了大豆皂苷对电离辐射诱发细

胞遗传学损伤的影响。以小鼠为模型 ,探讨了大豆皂

苷对电离辐射诱发的细胞遗传学的保护作用。 结果

表明 ,染色体总畸变率与大豆皂苷的剂量有一定的

依赖趋势 ;大豆皂苷对 X射线诱发的骨髓 PCE微

核与单纯 X线照射组相比 ,均有降低的趋势 ,大豆

皂苷剂量愈大 ,降低愈显著。

2　研究趋势与展望

现代疾病对人类的威协日渐加剧 ,医疗模式已

由单纯的疾病治疗转变为预防、保健治疗和康复相

结合 ,传统医学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自 70年代以来 ,从化学合成物中筛选发现新药

的命中率明显降低 ,创新成本越来越高 ,研制周期越

来越长 ,加之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 ,使更多的人

们开始从天然药物中寻找抗辐射药物。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在抗辐射药物的研究中 ,偏重

疗效观察研究 ,对作用机制研究较少 ,这势必会制约我

国在该领域研究的发展。因此 ,注重利用中医药学基础

理论研究开发抗辐射的天然药物势在必行。中医药学

理论研究认为 ,补虚药物如党参、黄芪、人参等能提高

机体的免疫功能 ,可影响非特异性免疫与特异性免疫

的调节 ,增强机体对各种有害刺激的抵抗能力 ,刺五加

对大鼠肾上腺皮质系统也有兴奋作用。 阿胶、鹿茸、当

归、黄芪、刺五加等均有促进脊髓造血功能。

在人类“回归自然”的潮流中 ,天然药物由于毒

副作用小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从天然药物中寻

找新的抗辐射药物 ,将会为人类的健康需求提供更

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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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医院中药制剂质量的因素

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 300020)　　周　玮 　李玉芝

　　中药制剂工艺流程长 ,工序复杂 ,不象西药制剂

单一 ,而医院制剂又大多是医生协定处方 ,没有严格

的质量标准 ,厂房仓贮、周围环境及设施等条件一般

不如药厂完善 ,而生产技术、供销及质量管理上缺乏

药厂那样一套严格的管理环节和制度 ,如不抓好中

药制剂质量 ,势必影响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现将影响

中药制剂质量的因素分述如下 ,供医院制剂参考。

1　处方的审核

在投产前如不认真审理处方就会影响制剂质

量。审方的意义是在于查清处方里的每一种药是否

有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的现象。我国幅员辽阔 ,中药

品种繁多 ,产区广泛 ,历代本草记载地区用药和使用

习惯的不同 ,以及药材外形相似等因素造成中药材

的混乱。至今有的药材命名还没澄清 ,如重楼和拳

参:拳参的别名是紫参、单问车、红蚤休 ,有的地区又

称重楼 ;而把重楼也称草河车、蚤休 (后者为重楼的

别名 ) ,结果在草河车的名下形成两种药材。 我院临

床上也把拳参称重楼 ,而把重楼又称七叶一枝花。拳

参和重楼两者疗效有异 ,故在投产前要认真审理处

方 ,查清药材的来源 ,搞清处方里所用药材的规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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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玮　大学本科 ,理学士 ,药师。 从事中药制剂的研究 ,曾参与“红升丹代用品的研究”并获国家专利。
　李玉芝　大学 ,副主任中药师。 著《中药资源普查》获河北省科技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