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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大补汤可诱导内因性细胞因子

十全大补汤具有多种免疫增强作用
,

而且

同诱发 内因性细胞因子有密切 关系
。

日本大学

妇产科早川智医师对此进行了探讨
。

曾有报告说
,

十全大补汤 可抑制白细胞
、

粒

细胞和血 小板减少的作用
。

早川的体外研究表

明
,

十全大补汤可通过白介素
一
lp (I L

一

1团 对产

生粒细胞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G M
一

C S F ) 不

仅有直接作用
,

而 且 可 增 强 肿 瘤 坏 死 因子

(T N F )
、

干扰素 (IFN ) 等各种 细胞因子
,

后者

可能是间接作用机制
。

在癌症患者 中
,

调节细 胞性免疫 功能的

T h ,

细胞 因子有所下 降
,

而 十全大补 汤则可使

其上升
,

对贫血
、

化疗后 白细胞减少有疗效
。

实验分析发现
,

十全大补汤不 仅可保护骨

健
,

还可能通过细胞 因子对痛细胞分化起直接

作用
。

总之
,

一全大补汤因 自分泌 (a u to e r in e )

而出现各种细胞 因子
,

从而诱导癌细胞分化和

自然死 亡
.

所谓 自分泌
,

系指 自身分泌 的物质又

反过来作用于 自身
。

早川指出
,

展 望未来
,

十全

大补汤有可能成为对癌细胞分化 的诱导疗法
。

(tf. 国医药学论坛报 19 9 5 年 7 月 1 3 日 第 4 版 )

减轻时
.

血脑屏障便重新建立
,

药物透过血脑屏

障的量大为减少
,

达不到有效浓度
,

就有可能导

致疾病变成慢性
。

如果在炎症 减轻
、

血脑 屏障重

建 的情况 下
,

冰片与庆大霉素同用
,

上述问题便

有可能避免
。

(健康报 1 9 9 5 年 7 月 1 1 日 第 3 版 )

中药新药研制的新思路一新型中药配合物
新药的研制

冰片可增强血脑屏障通透性

广州中医药大 学刘启 德等 人做 了一项研

究
: 1 4 只灌服 10 %冰片石 蜡油液和 10 只灌服

等体积生理盐水的大鼠
,

同时由尾静脉注射庆

大霉素
,

用放射免疫测定血 清和脑 组织 中庆大

霉素浓度
。

实验显示
,

灌服冰片后 的大鼠不仅血

清和脑组 织中庆大霉素的浓度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大鼠
,

而且两 组间脑 组织 中庆大霉素浓度的

差异特别显著
。

说明冰片有增加 血脑屏障通透

性
、

促进庆大霉素进入脑组 织 的作用
。

这 一发现

对治疗细 菌性脑膜炎和其他颅内炎症具有重要

意义
。

如急性脑膜炎在感染得到暂时控制
、

炎症

中药新药研制 的关键是提高疗效
,

而提高

疗效的核心是药物的有效化学成分
。

由于有效

化学成分的种类
、

结构
、

含量不 同
,

它们的疗效

也不相 同
。

因此
,

在研制新药时要时时牢 记研究

其中的有效化学成分
,

寻找新型的有效成分
。

从中药活性有机成分和 T E 所形成配合物

的生物活性筛选和研 制中药新药的优点是
:

(” 配合物的生物活性较单纯的有机成分

或微量元素更全 面地反映中药的物质基础
。

(2 ) 因为配合物具有配合平衡
,

所以 它才具

备下列几种 生物活性
:

¹ 有的配合物具有原有

两种成分的生物活性 ; º由于两种成分间 的协

同和拮抗作用
,

有时会提高某一成分的生物活

性或降低某一成分 的毒副作用
; » 有时会产生

新的生物活性
。

这些都是单独使用有机成分或

T E 所不及的
。

可 以突破
“

唯有机成分有效论
”
和

“T E 对号入座论
”
的框框

。

( 3) 这 一新型配合物中药新药的研制有下

列理论做指导
:

¹ 中药有效化学成分的配位化

学学说和中药 T E 及中药有效化学成分的正确

研究思路做指导
。

º很多活性有机成分 中都含

有配位基团
,

可 以作为有机配体 而参加 配合反

应
,

很多 T E 都可作为 中心 离子而和有机配体

发生配合反 应
。

» 可 以利用 pH 电位法和计算

机平衡模拟技术预测二者反应所形成的最佳配

合物模型
、

配合物稳定常数及配体加质子常数
、

溶液中各物种 的分布
,

推测 配合物形成的可能

作用机制
,

从而 可 以指导活性有机成分和 T E

相互反应形成配合物 的合成过程
,

避免合成的

盲目性
。

(4 ) 中药活性有机成分的研究是我国的特

422



长
,

已从 中药中分离
、

提取并且测定 了结构的有

机成分成千上万
,

如果 以这些有机成分为基础

去筛选配合物新药
,

必将发展成为独树一帜的

新型中药
。

(5) 配合物新药的研制过程 可 以深入 了解

中药中有机成分和 T E 的协同与拮抗作用
。

配合物新药研制的主要内容
:

(1 ) 利用 中药活性有机成分和 T E 合成一

系列配合物
,

以它们的生物活性和药理作用来

筛选高效低毒的中药新药
。

(2 ) 可以利用有机成分或 T E 来改造现有

的单复方
,

以提高它们的疗效或降低其毒副作

用
,

用 以研制和筛选中药新药
,

但必须以一系列

化学工作和药理作用为基础
。

(3 ) 非活性有机成分也可和 T E 发生作用
,

从形成的配合物中研制和筛选中药新药
。

配合物新型中药研制过程 中应注意的一些

问题
:

(l) 要坚持前述的一些理论原则和方法论
。

(2 ) 要充分认识到 中药 T E 和 中药有效化

学成分的正确研 究思路及 配位化 学学说在 中药

新药研制过程中的指导作用
。

(3 ) 要充分认识 到中药中化学成分的多样

性及化学反应的复杂性
,

要全 面理解和 正确认

识 配合物中药新药的作用及疗效
。

(4 ) 药理作用及临床疗效是评价配合物的

新药疗效的唯一标准
,

而化学工作是决定是否

为配合物的基础
。

(5 ) 要坚决反 对和制止粗制滥造的所谓配

合物中药新药
。

绝对不 能把毫无 实验研究根据

的在某一 中药单
、

复方中加入 T E 或有机成分

就说成这是配合物新药
。

(中国医药报 1 9 9 5 年 7 月 1 3 日第 7 版 )

翔等采用 PA S一A B 及 甲苯胺蓝作 组化染色
,

又 用 硫酸软骨素的单克隆抗体作免疫组化研

究
,

无 可置疑地证实
,

活动型耳硬化症橙骨要经

过海绵状软骨化阶段才进行骨化
,

其间硫酸软

骨素起重要作用
。

这个新认识为治疗耳硬化症

提供 了重要线索
,

引起国内外同行的浓厚兴趣
。

胆 脂瘤是慢性中耳炎的重要并发症
。

它是

由角化的复层鳞状上皮细胞脱屑
,

慢慢在 中耳

堆积形成的
。

不断增大的胆脂瘤压迫周围颗骨
,

引起骨质吸收破坏
,

造成耳聋和颅内外并发症
。

以往 国内外都认为
,

胆脂瘤细胞是从外耳经穿

孔的鼓膜进入中耳的
。

姜泅长
、

易自翔等通过细

胞学检查
,

论证 了胆 脂瘤 细胞有部分来源于 中

耳粘膜鳞状化生
.

这一发现为该病 的防治提供

了重要依据
。

(健康报 1 9 9 5 年 7 月 4 日第 1 版 )

传导性耳聋研究获新成果

耳硬化症和中耳胆 脂瘤 是造成传导性耳聋

的两个病症
。

耳硬化症是由听骨链上的橙骨硬

化 固定在椭圆窗上
,

使其不能传导声音引起的
。

发病过程中增生的海绵状组 织一度呈蓝色
,

被

称为
“
蓝色骨头

” 。

自 1 8 9 4 年泡利斯发现此病 以

来
,

国内外一直认为这种
“

蓝色骨头
”
是

“

类骨

质
”

或
“
非成熟嗜碱性蓝骨质

” 。

姜泅 长
、

易自

研究证实急腹症本质是内毒血症

我国 3 0 多年中西 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实

践证 明了阳明腑实证是急腹症
,

是诸多疾病的

最常见 的一个共同证候
。

大连医科大学急腹症

研究所关凤林教授等人经过 6 年的理论和实践

研究
,

结 果 证 明
,

阳 明腑 实证
“

痞
、

满
、

澡
、

实
”

证候的发生基础在于 胃
、

肠
、

胆
、

胰急病极

早期的功能受抑
、

分泌减少和淤积加重
,

以及对

肝
、

肾
、

心
、

肺等的继发性病损
。

他们运用多项

指标同步观察
、

综合分析和数据检测等方法
,

通

过对 4 0 4 只 大鼠的实验和 2 39 例病人 的临床观

察
,

首次揭示阳明腑实证这 一多种疾病的共同

证候 的本质为内毒血症
,

且 证 明了对于 阳明腑

实证病变本质的E T M
,

既可预防
,

亦可 治疗
。

他

们证实张仲景名方
“

茵陈篙承气汤
”
可大幅度降

低死 亡率
,

并因显著地降低 门静脉及周 围静脉

血浆内毒素的含量而缩短疗程
,

并且 无副作用
,

是多粘菌素 B 等西药所不 能比拟 的 ; 茵陈篙承

气汤防治内毒血症 的作用机理是通过拮抗细菌

移位
、

维持肠 血屏障
、

降低肠管内压
、

增强蠕动

功能
、

降低肠粘膜通透性
、

降低胆压
、

维持胆 血

屏障等的效应实现的
。

(健康报 1 9 9 5 年 7 月 4 日第 l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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