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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正常犬

心肌肌质网膜 � � �
� ,

�扩
� 一 � � � 酶活性及

�扩
十

摄取功能的抑制作用很弱或较弱
。

该

药的这一选择性抑制作用在心肌缺血
、

缺血�

再灌注或缺钙 �复钙损伤等病理情况下具有

重要作用
,

即它通过抑制心肌细胞线粒体的

��
� �

摄取过程
,

一方面可减少心肌损伤时储

备能量的耗竭
,

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心肌线粒

体 �护
�

超负荷
,

从而维持线粒体的正常产能

功能
� 而对肌质网相对较 弱的抑制效应则有

利于充分发挥后者在调节细胞内游离 晓
� 十

浓度中的作用
,

从而减少或避免心肌损伤时

细胞 ���
�

超负荷的发生〔“�
。

以上实验从各个角度提示 了 � �� 这 一

老药在心血管方面新作用的可能机理
,

为发

掘这一药物的潜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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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升白细胞中药的有效成分

刘小 宇 张欣荣 罗国军
’

车文 良
’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化学教研室 上海 � � � � ��、

白细胞减少症是当今临床常见的一种慢

性病
,

对癌症病人进行放疗和化疗或由于病

毒感染
,

脾功能亢进等都能引起白细胞减少
。

长期以来
,

人们在研究有效低毒的升高白细

胞药物时
,

越来越重视中药的作用
。

中药具

有多效
,

双相调节和副作用小的特点
,

不但能

促进机体免疫功能
,

改善骨髓造血功能
,

还能

减轻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
,

同时也有抗肿瘤

�

第二军医大学军医 �� 级学员

转移和对放疗及化疗的增效作用
。

目前
,

国

内就升高白细胞�以下简称升白�的中药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报道
,

但大多数只针对中药的

品种
,

对升白中药的有效成分
,

尽管也有一些

研究
,

却未见有详细综合的 阐述
。

本文查阅

了十余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报道
,

将中草

药中具有升白作用 的有效成分总结概述如

下
。

一
、

小粱胺

小璧胺是存在于小粟属植物中的一种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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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基异 唆琳类生物碱
。

它具有刺激造血功

能
、

升高末梢血中白细胞
、

调节机体免疫等功

能
。

据临床报道
,

小璧胺治疗恶性肿瘤化疗

后的白细胞减少症
,

显效快
,

疗效佳
,

有效率

高达 ��
�

� �
。

对药物
,

放射线 �铀 �
,

慢性肝

病
,

慢性再障及其它病因引起的白细胞减少

的疗效
,

其有效率为 �� 一 �� � 川
。

有实验还

表明小巢胺在升高 白细胞的同时对乳酸脱氢

酶也有一定的影响
,

随着 白细胞数的升高
,

粒

细胞内的�� � 酶活性增加 �
�〕

。

二
、

咖啡酸和咖啡酸胺

咖啡酸和咖啡酸胺广泛分布于 升麻
,

茶

叶
,

玉米叶等植物中
,

现通常由人工合成而

得
。

对 �� 个医疗单位 ��� 例各类 白细胞减

少症 临床疗效分析
,

咖啡酸 口 服有效率为

� �
 

! ∀
,

咖 啡 酸 胺 注 射 总 有 效 率 为

88
.
2% [3]

。

动物实验也表 明
,

咖啡酸胺腹腔

注射对钻 60 照射小鼠白细胞提升 76 %
。

对

环磷酞胺注射小鼠引起的白细胞低落实验 口

服咖啡酸能使白细胞提升 48 %
,

其代谢物自

尿中迅速排出
,

12 h 可排出 90 % 左右
,

副作用

甚微[
4]。

三
、

桂皮酸和桂皮醛

桂皮酸来源于安息香树
,

玄参和 白杨等

植物
,

桂皮醛是桂皮 的主要成分
,

又称肉桂

醛
。

它们均有明显的抗菌作用
,

从而具有升

高白细胞的功能
。

有实验报道
,

兔皮下注射

桂皮酸钠 1
.
sm g/kg

,

连续 3 日
,

白细胞升高

200 一 2 5 0 %
,

并可持续 一。 日以上 [5]
。

另据报

道
,

桂皮酸还对多种因素引起的 以)S 应答反

应有抑制和抗突变作用
。

四
、

绿原酸

亦称氯原酸
。

是咖啡酸所形成的醋
。

茵

陈
,

竺麻以及杜仲树皮等多种植物中皆有此

成分
,

且成分含量可高达 11
.
29 %

。

绿原酸

的升白作用是在 芝麻等的止血过程中发现

的
,

它的升白机理可能与它的水解产物为咖

啡酸有关
。

但至今未见有详细的临床报道
。

五
、

级化苦参碱

氧化苦参碱是苦参中的一种生物碱
,

在

苦参和广豆根中均有很高含量
。

临床上以苦

参为主
,

佐以黄茂制成复方苦参注射液
,

每 日

2 次
,

每次 2一 4 m l肌注治疗 白细胞减少症 14

例
,

有效率为 86
.
3 % [“〕

。

用苦参总碱和氧化

苦参碱制成的注射液肌注治疗环磷酞胺引起

的小鼠白细胞减 少症
,

总有效率达 72
.
5 %

。

实验研究证明
,

氧化苦参碱是一种双 向免疫

调节剂
,

在低浓度时能刺激淋 巴细胞增殖
,

高

浓度时则反而有抑制作用〔
7」

。

六
、

千金藤素

千金藤素可由防已科植物头花千金藤和

地不容中提 得
。

据 256 例临床观察
,

千金藤

素对肿瘤病 人放疗后白细胞减少的防治有效

率可达 79
.
5 %

。

有报道 用千金藤素合并雌

二醇 治 疗重 度急 性放 射
,

可 提 高 存 活 率

86
.
7 %

。

动物实验证明
,

正常狗服用千金藤

素后
,

外周血象及骨髓粒系增生活跃〔8]
。

七
、

刺五加多枪

刺五加多糖是从刺五加 中提取得到的
,

可以对抗免疫抑制剂环磷酞胺引起的白细胞

减少及脾脏萎缩
,

临床上 用于治疗 多种原因

引起的 白细胞减少症收到一定效果
,

其有效

率为 68
.
1%

。

实验证 明
,

刺五加多糖可 以通

过增加 CF v
一

D ( 骨髓粒 系祖细胞)的集落数

来升高白细 胞[0]
。

同时它 也可 促进 小 鼠脾

脏和胸腺的增生
。

八
、

茜草双醋

茜草双醋是 由茜草提取物茜草酸合成而

来
,

临床介绍用茜草双酷治疗白细 胞减 少症

333 例
,

对其中原因不明的 13 9 例
,

有效率为

68
.
4 %

。

因放 疗和 化 疗 所 致 者 有 效率达

83
.
5%

。

对服用抗结核药和抗病毒感染药后

所致 白细 胞减 少
,

用药 后 24 h
,

白细 胞升 高

10 00 /m m
3〔’”} 。 它的药理作用主要是加速储

存池的白细胞大量释放造成周围血中杆状粒

细胞的比例增高
。

并且临床证实
,

在一定范

围内
,

服 用 剂量 愈大升 白作用愈快 愈 明

显汇川
。



九
、

升白宁

升白宁是八角茵香的提取物
,

化学名为

甲醚苯丙烯
。

据 25 所医院 452 例临床观察
,

对肿瘤病人 因化疗所致白细胞减少
,

有效率

分别为 88
.
5 % 及 87

.
3 %

。

动物实验表明
,

正

常狗一 次 口 服升 白宁 汤胶丸 200 m g/只
,

4 8

小时 白 细 胞 数为用 药前的 161 %
。

( 尸 <

0
.
0 5 )

。

肌注 300m g /只
,

停药后两天
,

白细胞

仍为用药前的 157 %
「‘“l

:

十
、

人参皂试

人参皂贰是人参 的主要活性成分
,

它能

使骨髓有核细胞增加
,

并有较强的抗放射作

用
,

临床把人参皂 贰制成的片剂用于治疗晚

期恶性肿瘤因放疗 和化疗所致的 白细胞减

少
,

总有效率为 82 %
。

十一
、

阿魏酸钠

阿魏酸钠是川芍的主要成分
,

具有抗辐

射
、

升白等多种作用
。

实验报道
,

它能削减人

多形核 白细胞吞噬杀菌功能
,

使细胞的髓过

氧化物酶释放减少
,

从而升高白细胞
。

在临

床观察的 31 2 例中对放射因素化学因素引起

的白细胞减少
,

其疗效显 著
,

有效率分别为

91
.
2 % 和 85

.
71 % 〔

’4 ]
。

用于 患 急性放射病

的动物
,

可使小鼠存活率提高 30 %
.
犬生存

率提高 42
.
9%

。

十二
、

黄蔑试

黄蔑贰是黄茂 的主要 活性成分
,

能调节

机体免疫功能
,

可以诱生 羊干扰素
,

促进 N K

细胞活性和刺激淋巴细胞转化
,

使末梢血
、

胸

腺的淋巴细胞数及 T 细胞数明显增加
。

它

对环磷酞胺
、

60
C

o 斗 射线引起的末梢血液中

白细胞减少有明显升高作用〔’5 ]
。

临床报道
,

用 15 0 % 黄蔑液每 日 Z m g 肌注
,

治疗多种原

因所 致 的 白 细 胞 减少 症
,

7 一 17 d 以 后
,

6 1

.

2 % 患 者的 白细 胞可增 加 1000/ m m 3 以

上
。

+ 三
、

去甲斑鳌素

去甲斑鳌素乃斑鳌主要成分斑鳌素除去

两个甲基后所得
。

临床报道有良好的抗癌升

白作用
。

用于治疗癌症
,

有 72 % 的患者白细

胞有不同程度的提高【’6 〕
。

十四
、

齐墩果酸

齐墩果酸来源于滋阴药女贞子
。

能促进

小鼠骨髓多能干细胞及粒系祖细胞增殖
。

用

齐墩果酸加上一些补益药制成片剂
,

治疗由

于 化 疗 引 起 的 白 细 胞 减 少
,

有效 率 为

95
.
6%[

‘7〕
。

实验证明齐墩果酸对环磷酞胺

及氨基 甲酸 乙醋引起的染色体损伤有保护作

用
。

临床用 100% 的女贞子针剂肌注
,

每次 2

一 g m l
,

每 日 1一2 次
,

可预防和治疗因放疗和

化疗引起的白细胞减少症{
‘“]

。

目前
,

临床用于治疗白细胞减少症的中

药越来越多
,

而且取得了肯定的疗效
。

但是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
,

由于大多数采用的是水

煎剂或多味中药混合而成的汤剂
,

而对于其

中真正起升白作用成分并没有进行深入细致

的研究
,

无形中给中药资源造成了不必要的

浪费
。

在本文中提到 的丫些有效成分
,

有的

还仅仅局限于动物实验的阶段
。

这就对我们

中医学的研究工作者提出了这样一问题
:
如

何根据这些有效成分
,

进一步开发中药的资

源
。

如何在这诸多的有效成分中找到它们结

构与疗效之 间的关系
,

从而合成新一代的高

效
、

低毒的升白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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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例输液反应样品检查与分析

张 岩 梁金喜 崔苏镇 张 华

(济南军区总医院药剂科 济南 250031 )

输液疗法是临床最常用 的治疗手段 之

一
,

是以大输液为载体
,

通过静脉给药
,

使药

物直接进入血液循环
,

起效迅速
,

给药剂量准

确
。

精液反应则是一组在输液过程中
,

由非

原发病引起的全身不 良反应
,

临床多散在发

生
。

输液反应最常见的有发热反应
、

过敏反

应
、

急性肺水肿
、

微血管栓塞
、

输液性细菌感

染等
,

其次空气栓塞
,

静脉炎等也可属于输液

反应
。

常伴有高热
,

寒战
,

末稍循环不 良
,

头

痛
、

心率
、

血压的改变
,

呼吸困难
,

菌 血症等

等
。

输液反应 不仅只是 由输液本身造成
,

而

是由药品制剂
,

药物质量
,

操作技能
,

环境
,

输

液装置及病员的个体差异
,

某一环节的疏忽

均可引起输液反应
。

我院自1985一 19 9 5 年
,

共发生 86 例临床输液反应(只包括送检的)
,

我们对这些反应样品
,

进行了跟踪检查
,

包括

热原
,

微粒
,

含量测定等为临床安全有效的用

药提供参考
。

一
、

内. 素对药物的污染及内毒紊的.

加作用

这一点是引起热原反应的主要原因
。

药

品在生产过程 中或在搬运中
,

由于破损
,

漏

气
、

或某些生产环节被细菌污染
,

当输入人体

后即可引起热原反应
。

在 86 例反应样品中
,

以鳖法检测结果有 21 例样 品为阳性
。

在 阳

性结果的 21 例中有 3 例为单一用药
,

均为甲

硝哇注射液(为外购药品)
,

其余 18 例为 2 一

10 种的联合用药
。

我们同时作了同批号 甲

硝哇注射液的对照检查
,

鳖法检测也为阳性
,

而该液体出厂家兔法检测是合格的
,

说明液

体含微量细菌内毒素
,

虽未达到家兔法的发

热阐值
,

但 已有部分对此量 内毒素敏感的病

人
,

而产生发热反应
。

停用此批液体
,

改用本

院生产
,

尝法控制内毒素限量的甲硝哇注射

液后
,

临床无一例反应
。

在 18 例联合用药的

反应样品中
,

我们对配伍的 3 个批号的氨节

青霉素
,

以鳖法检测细菌内毒素
,

采用 10 拌g /

m l 氨节青霉素钠
,

以灵敏度为 IEu/ m l的鳖

试剂进行检测
,

均为阳性
,

与临床反应相符
,

说明堂法检测氨节青霉素中微量 内毒素
,

灵

敏度高
,

而家兔法对此量的 内毒素还无法检

出
。

氨节青霉素在制备生产中
,

6 一 A P A 基

本上都是用青霉素 G 经酶裂解
,

故可能由 6

一 A P A 带入此类有程度不同的污染蛋白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