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重得足以干拢正常听力功能是极罕见 的
�

在另一个研究中
,

五个病人 �� � � 不 得 不

中止治疗
,

因为在说话频率范围内发生了听

力丧失
。

耳毒性的发生率及严重性似乎不能

由于应用水合剂及强力剂利尿剂而减少
。

没

有报道有任何征候和症状的前庭损伤
。

罕见的神经毒性也有报道
,

周围神经性

疾病可能发生
。

通常是感觉性 的 和 可逆性

的 � 类似于由其他重金属 引起的周围神经性

疾病
。

尽管停止了顺铂的治疗
,

偶尔某个病

例会发生进行性症状
。

最近报道一例无法解

释的发作和暂时性皮质 性盲以及两例视神经

乳突水肿和 眼球后神经 炎
。

变态反应不常见
,

但却是严重而有生命

危险的
。

最初 � � � � 报道一例 患攀丸癌的��

岁男子
,

在第八次顺铂输注的开头 � 分钟内

发生了烧灼感
、

脸红和呼吸困难
。

迅速处理

才防止了任何进一步发展
。

皮肤试验显示出

典型 的疹块和潮红反应
。

并且证明组织胺释

放试验为阳性
。

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调查
,

报

告了在 � �� 名病人中有 �
、

例严 重的过敏反应
。

这些反应的特征是速发性面 色潮红
、

面部水

肿
、

喘呜
、

心动过速和低血压
。

所有病人先

前都接受了顺铂治疗
,

有些人还有个人和家

庭的特异反应史
。

一种变态反应的发生并非

是进一步治疗的绝对禁忌症
。

某些病人预先

用抗组胺和 � 或皮质街类药物后
,

谨慎地给于

再治疗
。

对于每一个易感病人
,

应该仔细地

权衡其预期效果及潜在的危险性
。

顺铂治疗

中
,

皮疹很少出现
,

它是用顺铂治疗时发生

可见变态反应的另一表现
。

剂量及给药 曾试用了各种剂量方案
,

包括每双周
、

每周
、

每天一次用三天 以及每天

一次用五天
。

每个疗程通常是每隔 � 一 � 周

重复一次
,

取决于联合应用其他药物以及其

基础器官功能恢复所需时间
。

最常用的方案

是 � �一 � � � � � �
“

天用五 天
,

每 隔 � 一 � 周

和 �� � � �� � � � �
“

每隔 � 周
。

并无一种方案

在产生抗癌效果或减少毒性方面显出优势
。

在不同的水溶液中
,

顺铂的稳定性 是 不 同

的
,

顺铂在葡萄糖溶液中似乎不稳定
,

适宜的

溶液是至少含有�
�
�� �

�

� �的氯离子浓度的

溶液
。

顺铂与铝的的异常相互作用已引起注

意
,

故应该避免用使用含铝的静 脉 给 药装

置
。

�参考文献�� 篇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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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参 质 量
、

安 全 性 和 功 效

�
�

�
�

�叭 �� ��
� � � 等 �英国

,

伦敦大学药学院生药学教研室�

近来人参已成为一种销售最多的植物药

品
,

虽在 许多药房出售
,

但主要是通过保健

食品商店销售给公众
。

同时
一

,

人参已成为大

量研究的课题
,

并有相当数量的文献
� 至少

有三本专著及一 些对药师有用的综述文章 �

当然也是科学会议的议题
。

最近有文献建议

人参应按药品法规管理使用
,

以便限于药房

发售
,

并进行质量控制
。

人参仍有争议

尽管进行了许多研究并全部发表成文
,

但人参作为药用仍是有争议的
。

文献指出在

中国和西藏
,

人参的使用已有四千多年的历

史
,

有些作者指出
,

人参的使用 可追溯到公

元前 � � � �年
。

事实上
,

中国人已把这种植物

视为最万能的药草
。

中文
“人参” 的意思就

是
“人的根本” ,

尽管这两个中文字有许多



意息
,

吏特合原意的翻译应是
“
具有人的形

抉的大地精髓的结晶
” 。

马可勃 罗 赏 识人

参妥可能通过丝绸贸易将植物带到欧洲 � 阿

拉伯人则是在公元 � 世纪从中国带 回 人 参

的二
一
、

及至公元 �� 世纪在欧洲似乎已不再使用

人参
,

但� � � �年后又重新恢复使用了
。

人参还

曾一度进 口到荷兰
,

但到 �� 世纪初已基本不

作药用了
。

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生药的再评

价
,

由于它的变异和混淆
,

搞不清 人 参 到

底是什么
,

同时也由于市场 上出现了效用低

而相当价廉的美洲人参
。

� � � �年俄国人从北朝鲜引进而开始在本

国
一

种植高丽参
,

并继续� �  !年就已从事的人

参科学研究
。

俄国人现在改进了刺五加的应

用
,

认为更优于人参
。

可能是由于自古 以来就使用这种植物
,

而中国人又对它怀有明显的崇拜心理
,

这就

使得人们对它的效用要求过分了
,

普遍相信

它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

据说人参不

仅可滋补 强身
、

消除紧张和镇静神经
,

而且

对于健忘症
、

贫血
、

糖尿病
、

失眠和性功能

衰弱的治疗都有价值
。

人参是什么 �

中国和东方国家的人参是�
� � � � � �� � 二

�� � �
�

�
�

� �

��
� �五加科� 的千燥 根

,

是

生长于东亚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

属名是由希

腊文
“��� 一

� �
��

”
而来

,

文字 的 意 思是
“全愈

” � 而
“ � � � ��

� � ” 源出于同一希腊

词根
。

人参有几个品种
,

药用的有以下 几种

植物
�

� � � 人参
�

东北野生的中国人参现在

罕见 � 在中国
、

朝朝
、

日本和苏联都有栽培
。

「

� � � 三 七 ��
�

� � �  � � 一 � �
� � � � � � �

野生于云南及广西
。

� � � 竹节参
�

��
�

� � � � � �一 � �� � �  �

二 � � � � �� � � � �� �  �
�

日本人参
。

� � � 西洋参 ��
�

� � �� � � � �� �� � � �

�美洲零�
� 野生或栽培于美国

,

向远东出

一 夕左 一

口
。

其它人参包括
�

狭叶竹节参 ��
�

� � � � �

� �� � � �
,

疙 瘩 七 ��
�

� �� �� � � � ��� � � � �
,

珠 子 参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从人参的植物名 称 的 混乱

可以看出本属植物的复杂性
。

按照植物学家

的观点
,

似乎有 � � � 个种和许多变种
。

人参的栽培

人参是一种不显眼的多年生喜阴植物
,

原生长在东北
,

现在中国
、

朝鲜
、

日本及苏

联广泛栽培
。

新鲜根饱满
、

色黄
,

叶五片一

簇
,

边缘呈锯齿状
,

花淡绿色
,

仅在三至四

年后结出鲜红色浆果
。

地上部分每年枯死
,

然后在原有的植株上长新茎
。

野生人参已几乎绝迹
,

市售药材皆为种

子培育而成
,

种子是从四年龄的植物获得
,

�� 个月至 � 年即可发芽
。

芽或长成的苗再经

过 � 一 了年的几次移栽直至根长得足够大后

即可挖掘
。

以前把根上的泥土除去后刮削
,

蒸后挂置室内炭火上烘烤
,

再置阳 光 下 晒

干
。

经该法制出的坚实樱红色的根称为
“
红

参
” ,

通常认为药效最佳
。

市售品有全根
、

根粉
、

或片剂
、

胶囊
、

茶剂
、

油剂或浸膏
。

商品人参的化学成份很不一 致
,

因为这

取决于原植物的特性
、

栽培方法
、

干燥及加

工方法
。

人参根是按照其来源
、

生长年数
、

根的部位及制备方法来划分等级的
。

通常认

为人工培植的人参劣于野生的
,

尤其比生长

多年
、

形状好的野参
。

但似乎并没有任何明

确的
、

科孚钓理 由来证实这一说法
。

刺五加大量生长在东西伯利亚
、

朝朝及

中国
。 ‘

名是一种灌木
,

高达 � 一 � 米
,

在长

叶柄上生长着许多掌状叶
。

雌花黄色
,

雄花

紫色
,

·

均细小
,

每簇花都呈球状生长
。

� 月

开花
, � 月椭圆形的黑色浆果成熟

。

化学成分

中国人参的活性成分为皂试类 的 混 合

物
,

日本研究人员称之 为 � �� �  � � � �� � � �人

参皂试 �
,

而 苏联人称之为 �
� � �  � � �� � �

。



还分离出许多其它成分
,

包括少量 挥 发 油

�主要为倍半菇烯�
,

街醇 ��
一 谷街醇及

其葡萄糖试�
、

淀粉
、

糖 �葡萄糖
、

果糖
、

麦

芽糖
、

蔗糖等�
、

果胶
、

维生素 ��
, 、

�
� 、

�
� �
�

氨基酸
、

肤类
、

胆硷
、

脂肪
、

黄酮类
、

聚乙

炔类 �例如 � � � � � � � � �� 和无机离子
。

从人参根提取物中至少已分离出了�� 种

皂试
。

这些皂试已被命名为
“人参皂试 � �

” ,

按照它们在薄层色谱中的位置
,

这里的 �
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
“ � ” 。

苏联命名的

� � � � � � � �� � � 这里没有列出
,

但应注意词尾

� 一�不是和 � ��� � �� �� � � 的词尾相对应的
,

例如�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人参皂试的试元是四环达玛烷型皂贰元

� � �一原人参菇二醇 ��
‘ � �

� � � � 和 � � �

原人参菇三醇 ��
‘ � �

“ 二 � �或者是五环 三

菇齐墩果 酸 ��
, � �

“ � � �
。

各 种人参皂

贰的区别仅取决于这三种试元和取代搪的性

质
、

数量和位置
。

在高丽参中
,

人参皂试 �
、一 , 、

� �和 � � �

是主要成分
。

西洋参则 含有更多的原人参菇

二醇
,

且主要成分为人参皂试� 卜
, ,

而缺 少

� �
、

� � 一 � 、

� �
、

� �一葡 萄 糖一 � �
、

� 卜
�

和

� � 一 � 。

三七 中的人参皂试混合物介于人参和

西洋参之间
。

人参叶含 有 人 参皂贰 � 卜
, 、

� , 一 �

和 � , 一 � 。

日本参 �竹节参 � 的根中主要含有另一

类皂试称为竹节三七皂贰
、

�� � �� � �  � � � � � �

� � � �� ��
。

可以看 出它们是以 试 元 �� �
、

� � � 和 ( 3 ) (R
‘
=

R
Z =

H ) 为基础 的
。

在 日本参
、

中国参
、

高丽参和西洋参中只有

二种葡萄糖皂试共同的
,

即命 名为竹节三七

皂贰I (等于人参皂试 R
;一 :

) 和竹节三七 皂

试V (等于人参皂试 R o)

刺五加的活性成份是一系列的标为 A 到

F 的五加试
。

五加贰在化学结构上与人参皂

试完全不同
。

刺五加的丁醇提取物的薄层层

析谱表明存在三种主要五加贰 B 、
B

, 和 E ,

药 理 学

中国古代 《神农木草经》记载人参不仅

可以镇静
、

安定
、

益心而且具有兴奋
、

增强

记忆和明目祛病作用
。

它在民间的声望也说

明它能在疲倦和劳累时增强体力和大脑思维

的能力
,

能促进疾病康复和增强应付紧张状

态的能力
,

具有抗炎及促性腺的作用
。

在5。年代末和60 年代初
,

人参根的皂贰

的动物试验表明具有兴奋中枢神经系统的作

用
,

有助于延缓疲劳的开始和增强非特异性

抵抗力的作用
。

具有后一种作用的化合物称

为
“
适应原

”
物质

,

它是无毒的
,

对生理的影

响极小
,

而却能增强物理
、

化学及生物学因

素引起的广泛作用的抵抗能力和产生
“并针

对不同变化而起到正常化
” 的作用

。

据称作

为适应原的效果
,

刺五加制剂比人参制剂更

强些
。

人参皂试对动物的药理作用已经进行

了以下几方面研究
: ( 1 ) 小鼠的神经药理

作用; ( 2 ) 大鼠的呼吸和血 压 的 作 用 ;

( 3 ) 豚鼠的离体回肠的作用
; ( 4 ) 对小

鼠腹腔内注射0
.
7% 醋酸引起扭体的 反 应 ;

( 5 ) 对小鼠腹腔内注射环 己巴比妥产生的

催眠作用的影响
。

实验结果表明
,

人参皂试 R
‘一 ,

具 有 轻

微的中枢神经系统兴奋作用和抗 疲 劳 的 功

效; 而人参皂试R 卜
;
抑制中枢神 经 系 统

,

具有安定功效
,

能抑制小鼠因紧张所致的溃

疡形成
。

抗疲劳作用最强的化合物已证实是五加

试F
,

它不是皂贰而是一种木酚素 (
eignan)

。

显然这些化合物使得在运动时糖原及磷 酸盐

得到更充分的应用
,

并防止肌肉中三磷 酸腺

贰的降低及乳酸的增加
。

从人参中得到的天然皂贰能 促 进R N A

和蛋白质在大鼠肝细胞中的生物合成
,

已由
‘4

C 一 亮氨酸完全结合进肝蛋白继而结合进

血清蛋 白而证实
。

人参皂贰 R 卜
2 、

R
c 和 R

:一 ;

能增加
“
H

一

胸腺贰 (th 了m 沁lin e) 结合到骨髓 的 细 胞

一 名5 一



核的核糖核酸中去
。

多种人参皂贰 能增进胆

固醇的合成
,

这已由增加
‘瑞

C
一 乙 酸结合进

肝胆固醇所证实
。

据 信 人 参 皂 试 能 促 进

R N A
、

蛋白质和胆固醇的生物合 成
,

这 可

能是由于激素干扰的作用
。

还有许多关于人参提取物的其它作用的

报告
,

包括
:
增高血糖作用 ; 在强烈的冷热

状态下对体温的控制; 在体力紧张时抑制肾

上腺
、

胸腺
、

脾脏和甲状腺重量 的 主 要 改

变
; 延长锥虫病试验小鼠的存活期

;
防止兔

子由于伤寒或副伤寒 引起的发烧
;
防止大鼠

由于四氯化碳和幅射所 引起的肝损害
。

对 日本人参的药理学研究 已证实竹节三

七皂试 l 具有镇静
、

解热
、

止咳
、

祛痰和抗

炎作用
,

有助于预防由于紧张 引起的溃疡以

及促进肠的能动性
。

竹节三七 皂 试 IV 也 有

祛痰
、

预防溃疡和促进肠能动性的作用
,

而

竹节三七皂试V 有抗炎作用
。

竹节三七皂试

未证明有任何中枢神经系统兴奋作用和抗疲

劳之功效
。

人参制剂对人体的作用

关于人参制剂对人体作用的大规模试验

已由苏联科学家报告
,

并以刺五加为根据
。

西伯利亚一家采矿和金属联合企业对一千 名

工人在1972年冬天每人每天早 晨 服 用 2 m l

剂量的刺五加提取物
,

连服 2个月
。

与对照

组比较
,

推论出流感与粘膜炎的发病率减少

了三分之一
。

因此 由于旷工损失的时问减少

而节约了很多经费
。

另有报告说一家汽车厂

19 73年冬天一千二百名载重卡车司机每天在

茶中饮用刺五加
,

也减少了流感病例数和因

病缺勤的人数
。

据称六万 名汽车工人通过服

用刺五加制剂已普遍增进了健康
。

也许最令人赞叹是人参或刺五加对运动

应用的报告
。

对 1500名苏联运动员进行实验

后
,

认为刺五加有助于增强持 久力
、

耐力和

精力
,

改善反应性
。

没有明显的副作用
。

甚

至声称已被苏联宇航员在太空中服用
。

一

在苏联刺五加在临床上用于紧张患者的

治疗及促进恢复
,

治疗贫血
,

用于衰老
、

衰

弱者和慢性肺炎病人
。

也有报告说可用于儿

童的复发性风湿病和肺结核病沐
、 。

康 复 作 用

至于人参的康复作用只 有少数报告
。

在

朝鲜
、

德国
、

苏联和意大利的诊所中曾应用

人参
,

但没有作正规的对照双盲试验
。

在朝

鲜大约120 名严重内脏手术病人用人参治疗
,

服用人参提取物的病人与对照组比较
,

肝功

能改善
、

体重增加
。

据说心脏病近期发作的

病人服用人参提取物也得到改善
。

在东德一所医院里
,

5 切名老年患 者 给

予安慰剂或人参维生素制剂
。

采用约60 项检

验来估价结果
,

包括生物化学
、

生理学
、

神

经病学
、

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评价
。

结果心

理行为
、

情绪
、

精神状况和血压都得到明显

改善
。

意大利和 苏联也有相似的报告
。

在朝

鲜那些正接受实验性抗癌药哈林通硷 (H ar
-

rin gt oni n e) 治疗的癌症病人同时服用人参

总皂贰提取物
,

哈林通硷的一种副作用骨髓

抑制未观察到
。

人参使得小鼠性功能增强
,

而对人的促

性腺作用也有报告
。

据称 日本东方士兵曾用

人参认为可增强战斗力屯越南战争时越南人

应用人参
,

而美国部队却应用大麻苯丙胺
、

麻醉药品和巴比妥类药物
。

使用户
、

参制剂的

人可增加精子数量
。

结 论

显然
,

人参和刺五加提取物确实对动物

和人有广泛药理作用
。

主要优点是使用大剂

量而无毒性
,

就慢性毒性而 言
,

两者也是安

全的
。

许 多报告表明
、

该植物的提取物能对正

常
、

烦燥甚至由多种原因引起的紧张状态 引

起镇静
,

有助于增强生理和精神行为
。

另外

对于促进病人恢 复
、

缓解癌症及心脏病患者

的痛苦也是有很大潜力
。

人参在远东和苏联显然为人们所接受
,

而在欧
、

美
、

澳洲的医药界却未被重视
。

尽

管 由于医药界及科学界的保守
,

但是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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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求还是相 当大 的
,

因此大量人参制剂是通

过保健食品店供应的
,

得不到医药方面的有

益指导
。

药师应关心出售给公众的人参制剂

的质量
。

美国的一项研究
,

提取了24 个人参

样 品
,

用定量薄层层析技术进行分析鉴定
,

其中三种片剂
、

二种浸膏和二种 冲 剂 并 不

含有任何可测到的人参皂俄类
。

事实上
,

人

参干燥根的总人参皂 试 含 量 在 0
.
5一 3% 之

间
。

一种优 良干燥药材样品的总人参皂试含

量可望至少有2
.
5%

。

我们能够通过薄 层 层

析和高压液相层析对人参皂贰进 行 定 量 分

析
,

也能对五加试进行检测
,

应该应用这些

分析手段评价产品的质量
。

在允许制剂向公

众出售之前
,

必须制订出产品的质量标准
。

经销人参制剂的药师应向那些对产品能

实行质量控制的厂商购买
,

以便可能保证购

买者至少能得到含有效成分的制剂
。

如果是

片剂
,

就应该符合片剂的制剂通则
,

尤 其是

崩解度试验
。

根据人参制剂的原料来源和种

类不同
,

每批之间显然会有差异
,

应该相应

地向公众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

虽说使用人参

是有好处
,

仍有理 由使其应用 有 所 限 制 :

( l ) 人参具有促性腺作用
,

这会影响激素

水平
。

绝经期和老年妇女应告知可能会有某

些副作用
,

例如发生乳房肿胀
、

压痛
。

( 2 )

对于应用街体药物治疗的病人现在还不知道

是否会产生不 良反应
; 经常 口服避孕药是否

有相互作用
。

( 3 ) 曾报告使用人参 8 一10

天的短疗程 引起急性高血压
。

( 4 ) 一项专

门研究报告了长期使用人参后引起的
“
人参

滥用综合症
”

( G A S ) 等副作用
。

因 此 避

免长期大量摄 入人参似乎是明智的
。

(
5

)

与人参皂试类的药物相互作用还不知道
。

在许多国家中不把人参看作是药物而看

作是一种食物辅助品
。

我们相信文献中有足

够的证据表明人参是药物
。

卫生部门应该把

它列入药品法规
,

以便对所有的人参制剂实

行强制性的质量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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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鹤鸣 苏中武 张紫洞 校

酮 康 哇 治 疗 晚 期 前 列 腺 癌

Jolin Traehtenberg(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泌尿外科)

A llan P on t (美国旧金山儿童医院内科)

15 名经活组织检查证明为前 列 腺 癌 的

患者
:
用酮康哩治疗

,

每 8 小时 400 m g
。

’

有

两名病人因故中止治疗
,

其它 13 名 患 者 完

成了至少 6 个月的治疗
。

酮康哩大大降低了

镇痛药的需求; 血清前列腺酸性磷酸酶浓度

降至正常
,

攀丸酮浓度则减少
。

6 个月后13

名病人得到缓解
。

酮康哩的副作 用 是有 限

的
。

临床上检验出的全部癌症
,

前列腺癌总

计占18 %
,

而淆关癌症的死亡率男性占1峭
。

1 9 4 1 年H
uggin s卿H

o dge s报道用激素 治疗

患前列腺癌的病人是有益的
。

现 已证实当血

请皋丸酮浓度降低时
,

70 一80 % 患有转移性

前列腺癌的病人可得到稳定和好转
。

在临床

实践中
,

辜丸酮浓度可由于肇丸切除术或己

烯雌酚治疗而降低
。

双侧辜丸切除在心理上

也许是不 能接受的; 而己烯雌酚会有许多副

作用
,

如男子女性型乳房
、

体液储留
、

血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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