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麦�。�
�

� � � 其它成分
、

木脂素
、

挥 发

油
、 ,

树脂
,

据报道南花椒无香豆精
。

’

药理
�

浸膏具驱风和止泻作用
,

也是一

种刺激剂
,

从花椒属植物�
� � � �� � � � � �。 �

�� � �中获得的崖椒酞胺 ��� � � � � � �� � � 证

明对鹿角菜胶所致的鼠足肿胀有效
,

但只有

消炎痛效力的 � � � �
。

据报道崖椒酞胺体外

试验可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
。

用途
�

用于风湿病
、

发热
、

牙痛和作为

强壮剂
,

特别推荐用于与风湿症状有联系的

外周循环障碍
。

注意
�

苯骄氮杂菲类生物碱具有细胞毒

性
。

〔� � 《药学杂志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英文� 〕

范尚坦 节译 苏中武 张紫洞校

印 度 黄 柏 的 植 物 来 源 和 小 璧 碱 含 量

高桥真人部 � �
�

� 仁岐阜药学院
,

教授 �

从印度进 口 名为 印度黄柏的生药
,

作为

制备小案碱的原料
。

该种生药中常混杂有广

倒卵形
、

粗锯齿缘
、

草质的叶片
,

具明显的网

状脉
。

其外形明显地与来源于黄柏 ��� � �一

�� � � � � � � �  � � �� � �  ! � � 的关黄 柏 皮 不

同
。

研究工作从鉴定该生药的原植物着乎
。

作者等在印度通过阿尔卑斯印度药物有限公

司
,

在 印度北部的生产中心得到印度黄柏的

嫩枝
,

发现嫩枝上的叶与混杂在生药中的叶

碎片有相同的脉序
。

从形态学与组织学研究

的结果
,

说明印度黄柏的来源是一种小璧属

植物
。

与� � � � � �等记载的印 度 � 种 小 璧

属植物比较
,

鉴定了印度黄柏的原植物为小

璧科的亚洲小壁 �� � � � � � � � � “�� ��� � �
。

亚洲小璧用作刺齿 小 璧 ��
� � � � � �� �

�� � 的代用品
,

根治发热与眼疾
。

� � �� � � � �

�� � 等曾记载其小璧碱 含 量
�

根中 为 �
�

�一

�
�

� � �根皮中�
�

�一 � � �茎中为 �一 �
�

��
,

茎皮中为 �
�

� �
。

作者将从印度得到的 印度

黄柏 与日本采得的关黄柏皮作对照检测
。

将

样品粉碎
,

于 � �� ℃干燥 � �小时
。

每 份样品

��
�

� � � 用� � , � �的甲醇提 取 � 小 时
,

提 取

物汽硅胶板上点样
,

先用 甲醇一 乙 酸 一 水

� �
� � �

�� 然后用二 乙胺一环 己烷 � �
� � �

迸行二度展开
。

在紫外光 �� � �� 入 �下 或用

� � � � � � � � � ��试剂检测
。

印度黄柏 甲 醇 提

取物经� �  得到小璧碱
、

药 根碱
、

掌 叶 防

己碱和一种未鉴定的生物碱 �� �
。

在关黄 柏

甲醇提取物中
,

除得到小里碱
,

药根碱
、

掌叶

防己碱和木兰碱外
,

则得到另一种未鉴定的

生物碱 ���
,

作者还按 日本药局方第十 版的

方法测定了印度黄柏中的小璧碱含量为�
�

��

一 �
�

�� �
。

以上结呆表明
,

印度黄柏是提取

小案碱很有价值的原料
。

〔生药学杂志 �「�本�
,
�。 � � � � � �一 � �

,

� �  � �英义� 〕

顾 长虹摘 苏中式校

中 药 复 方 抗 衰 老 研 究 进 展

上海铁道医学院药理教研室 许士凯

在祖国历代医药文献中
,

一

记载着为数众

多的摄生保健中药和延年益寿古方
,

这些补

益方药
,

基本上属于扶正固本类药物
,

具有

调整阴阳
、

补养气血
、

健脾益 胃
、

滋肾填精



等功效
。

随着对抗衰老药物药理研究和临床应用

的开展
,

品种 日渐增多
,

而抗衰老中药及其

复方制剂的开发也 日益受到重视
,

由于中药

复方的抗衰老作用明显优于单味中药
,

故复

方制剂的应用有 着广阔的前景
。

抗衰老中药复方制剂可包括古代抗老方

剂 �如龟龄集� � 由抗老方剂为基础方进行

加减的复方 �如青春宝�
� 以抗衰老中药为

主药辅以其它抗衰老西药 �如益寿康� 等
。

市售的品种虽多
,

但经过一定程度的抗衰老

药理学研究者却屈指可数
。

本文就近年来中

药复方的抗衰老作用概述如下
。

一 延长生长期 �� 一 。 �

利用生存试验 �即寿命试验 � 来筛选和

评价药物的抗衰老作用被认为是一个有说服

力和简便的方法
。

此法是利用人体成纤维细

胞
、

多细胞无脊髓动物 �如家蚕
、

果蝇
、

线

虫� 和哺乳动物的整个生存过程来观察药物

对其生长期或生存年限的影响
。

�
。

延长人胚肺二倍体细胞的传代数
�

� � � � � � � �
�

�� �
�

� 可延长正常人胚肺二

倍体� �
�

细胞株的传代数
,
� �

。

组总传代数

为 � �代
,

较对照组多传 � 代
。

� � � ����界限

即人体成纤维细胞分裂�� 士�� 次
,

常以细胞
、

寿命长短来评价药物的抗衰老作用
。

�
�

延长纯种家蝇��
� � � � � � � � � � �� � �

平均寿命
�

益寿康浓度为 � � � �时
,

使纯

种家蝇平均寿命为 � �
�

�� 和 ��
�

�� 天 � 只
,

而

对照组为 ��
·

��
。

�
�

对老年小 鼠寿命的影响
�

益寿康
、

青春宝
、

还精煎和春回等抗衰老中药复方制

剂均可不同程度地延长老年小鼠 �� �一 �� 月

龄� 的平均寿命和存活率
。

其中除还精煎尚

无报道外
,

均可延长最高寿命
。

�
。

对家蚕生长期的影响
�
还精煎可延

长家蚕幼虫期
,

并明显延长雄蛾� �天平均存

活率 �的
�

了夭 �
,

较对照组任�� �有显著差异

�� 。
�

�� � �
。

珍珠粉制剂可显著延长家蚕

成虫期和总寿命
,

且非完全由限制食量与热

量所致
。

�
。

甘果绳生 长期 的影响 �
青春宝能使

美国野生型果蝇平均寿命较对照组延长率为

��
·

�� � �� � �
�

�� �
,

最高寿命延长 率 为

��
�

�� �
。

其它可延长果蝇平均寿命的抗 衰

老中药复方制剂有
�
滋生益寿冲剂

、

培元益

寿膏
、

人参五味子晶
、

延龄精和复方回春仙

冲剂等
。

�
�

其他 �
清宫寿桃粉和清宫八仙糕可

延长老年鹤鹑平均生存时间与存活率 �对照

组为维生素 � �
。

健乐新�
�

能延长节肢动物

隆腺蚤 �� � � � � �� � � � � � � �� � �� � �的个

体存活时间和半数存活时间
。

�

一

二
、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晌 �‘’ “ ’ �
”

“�

龟龄集对小鼠有镇静作用
,

可通过保护

性抑制而调整大脑皮层功能性紊乱
。

安神健

脑液
、

加味黄茂建中汤和生脉散等亦具中枢

镇静作用
。

益脑宁
、

维尔康等已 用 于 治疗

老年脑神经功能减退症
,

疗效显著
。

还精煎

则可明显抑制�
。 ,
� � � � �雄 性 小 鼠 脑 内

� � � �单胺氧化酶�活性
,

表明可能具 有 延

缓脑功能的老化
。

通过迷宫食饵记忆测定试验
,

益寿康使

小白鼠到达迷宫终点取食所需的时间较对照

组显著缩短
,

而维尔康可缩短��
·

��
。

采用

分隔为五个小室的记忆功能试验证实
,

安神

健脑液具有增强记忆功能的作用
。

三
、

对内分泌系统的影晌 �“
一 ‘ � �

内分泌机能失调学说也是当前较为公认

的衰老学说之一
,

此说认为衰老的延缓与机

体的内分泌机能的恢复或增强密切相关
。

�
。

兴奋肾上腺皮质功能「 采用邝氏法

�邝安蟹等
,

�� 韶 � 用氢化可的松 � � � � �

�幻
’

耗渴雄性小鼠的肾上腺皮质
,

观察用药

方动物死亡数
。
龟龄集仅死亡 � 只

,

而对照组

死亡 � �只
,

表明差异非常显著 �� � �
�

� � � �
。

另有实验也证明
,

还少丹
、

固本丸
、

痰饮丸

等均有不同程度增强肾上腺皮质功能作用、

一 � � 一



� ,
忿

。

兴奋 甲状腺功能
�

益寿 康 可 降低

丫�� �促甲状腺激素� 含量 ��� �
�

�� �
,

句提高�
“ ’吸收率 ��� 。

�

� ��
。

动物 实验

显示� 当给予大剂量的人参时
,

可明显提高甲

状腺机能
,

尚能使切除甲状腺和去势大鼠的

基础代谢水平显著提高
,

这便显示以人参为

主药的人参复方制剂均可有类似作用
。

�
�

时性腺功能的影响
�
维尔康使雄性

小鼠每 ��� 体重的平均前列腺和精囊重 量 较

对照组增重��
�

�� , 使雌性小鼠子宫重量较

对照组增重��
�

��
。

健宝增加大白鼠血浆架

酮和雌二醇含量
。

参茸白凤丸可抑制大白鼠

人工动情期子宫的活动
。

安神健脑液可使小

鼠 � 分钟内发生的交配次数 �交配指数 � 及

交配率明显增加
。

春回可增加雄兔 皋 丸 重

量
。

四
、

对物质代谢的形晌 �’“一 ’” �

�
·

对蛋 白质与核酸代谢的影响
�

补中益

气汤能明显促进荷瘤小鼠的肝蛋白质代谢
,

防止贫血的发展
。

四君子汤使小鼠肝糖元明

显增加
,

而对核糟核酸则影响很小
。

�
�

衬糖
、

脂质代谢的影响
�
益寿康能

明显降低胆固醇 ��� 。
�

� � � � 和 甘 油三 醋

�总有效率为� �
�

� � �
。

脑得生有明显降血

脂作用
。

首乌延寿丹对血清胆固醇的升高有

显著抑制作用
。

花粉制剂能明显改善老年大

鼠血糖耐量
,

雌鼠改善更为明显
。

五
、

强壮作用 �“ ’ ‘瑞一 ’。 �

有助于增加动物体重
、

体力的有
�
还少丹

醇浸剂
、

补中益气汤
、

花粉制剂
、

六味地黄

丸等
。

由何首乌组方的不老丹
、

首乌长寿丸

等还对未老先衰
、

发须早 白有一定疗效
。

六
、

�� 强免疫功能 �� ’ � ”
”
”

“�

�
�
增加 小鼠胸腺重量

:
益寿康可使小

鼠胸腺增重27
.
6%

。

养命宝对正常小鼠胸腺

有增重作用
,

但对受抑制的胸腺仅轻度增重
。

还精煎亦有增重作用
。

2

。

增加小 鼠腹腔 巨噬细胞 的 吞 噬 功

能 : 青春宝
、

参茸白凤丸
、

还少丹
、

阿胶补

浆
、

至宝三鞭丸等均有此作用
。

3

.

促进淋 巴细 胞转化和活 性玫瑰花结

形成作用
:
四物汤

、

四君子汤
、

六味地黄丸

等均为有此作用的补益方剂
。

其他
,

益壮丹可使免疫 球 蛋 白 I 。A 和

I:M 值显著降低
,

提示其能减少免疫球蛋白

或自身抗体数量
,

有利于防止老年多发的自

身免疫病
。

人胚冷提液则相反
。

七
、

其他作用 (
’
) (

2
) (

8
) (

7
) ( : : ) (

, 。
)

1
。

增加运动耐力
:
常采用的抗疲劳试

验(即耐力试验)系小鼠负重游泳直至完全疲

劳的方法
。

具有增加运动耐力的有
:
六味地

黄丸
、

抗肾灵
、

心肾灵
、

益寿康
、

维尔康
、

参茸白凤丸
、

花粉制剂
、

安神健脑液
、

阿胶

补浆
、

固本丸等
。

2

.

衬寒能 力的增加
:
测定小鼠耐寒能

力的大小常采用抗寒试验
,

即采用小鼠冷冻

测肛温法
。

益寿康
、

维尔康等均可明显增加

小鼠抗寒能力
。

3

.

时常压
、

低压
、

研缺氧能力的影响
:

维尔康
、

参茸白凤丸
、

龟龄集
、

生脉散
、

痰饮

丸
、

心肾灵
、

肝肾灵等均可延长小鼠存活时

间
。

通过机体耗氧量试验证实
,

维尔康给药

组较对照组降低小鼠每分钟耗氧量百分率为

46
.
1% (P < 0

.
01)

。

以上所提及的抗衰老中药复方制剂经过

安全试验表明
,

均为毒性很低和较安全的补

益药
。

但是由于延缓衰老用药均需长期和大

剂量连续服用
,

故还应警惕由此而造成的
“

累

积性中毒效应
” 。

综上所述
,

深入开展 中药方剂的抗衰老

研究正在兴起
,

这对进一步阐明中药复方的

抗衰老的作用原理以及发掘和创制具有确切

延寿疗效
、

副作用低的补益复方具有极为重

要的意义
。

然而
,

鉴于衰老是一个复杂的
、

多

层次的生理病理学过程
,

目前尚缺乏评价药

物抗衰老作用的统一指标
,

药理学动物实验

结果还不能完全类推于人类
,

而且抗衰老中

药复方成分复杂
,

缺乏定量研究手段
,

今后



应使生药
、

植化
、

药理
、

药 化
、

细 胞 生物

学
、

仪器分析以及在临床验证等方面紧密配

合
,

加速进程
,

以期达到探讨抗衰老中药复

方制剂独特功效之目的
。

〔附注 〕杭衰老 中药复方制荆组成简介
1 ·

龟龄集
:
鹿茸

、

穿山甲
、

石 燕 子
、

小 雀

脑
、

海马
、

紫梢花
、

旱莲草
、

当归 、 槐角子
、

拘祀

子
、

杜仲
、

肉获蓉
、

锁阳
、

牛膝
、

补骨脂
、

获答
、

熟地
、

生地
、

菊花
、

青盐等三十三种
。

2

·

C h i
n e s e

H
s

( C H
s
)

:

人参
、

盐 酸普

鲁
一

卜因等
。

3

.

益寿康 (复方维生素E )
:
人参

、

黄苗
、

黄精
、

灵芝
、

丹参
、

田七
、

v C

、

V 它
、

甲 基 橙皮

戒等
。

4
·

青春宝
:
人参

、

天门冬
、

地黄等
。

5
.

还精前
:
地黄

、

淹茨葫
、

锁阳
、

冤丝子
、

何首乌
、

牛膝等
。

‘

6

.

还少丹
:
肉从蓉

、

远志 (去心)
、

茵香
、

巴戟天
、

山药
、

构祀
、

熟地
、

石葛蒲
、
山茱英

、

牛

膝
、

杜仲 (炒)
、

积实
、

五味子
、

白获等等
。

,
。

参茸白凤丸
:
高丽参

、

鹿 茸
、

川 苟
、

当

归
、

党参等
。

8
.

维尔康
,

人参
、

灵芝
,

黄茂
,

V C

,

V E

、

V B

、

V A 等
。

9
·

六味地黄丸
:
熟地黄

、

山黄肉
、

山药
、

泽

泻
、

获答 (去皮)
,

丹皮
。

10

.

四物汤
:
熟地黄

、

白芍
、

当归
、

川苟
。

11

.

四君子汤
:
人参 (去芦)

、

甘草 (炙)
.
,

获答 (去皮)
、

白术
。

12

.

生脉散
:
人参

、

麦冬
.
五味子

。

1 3
。

补中益气汤
:
黄茂

、

党 参
、

白术
、

炙 甘

草
、

当归
、

陈皮
、

升麻
、

柴胡
。

14

·

痰饮丸
:
苍术

、

干 姜
、

附 子
、

肉桂
、

白

术
、

甘草
、

莱服子
、

苏子
、

白芥子
。

15

·

抗衰灵
:
人参

、

刺五加
、

黄茂等
.

16 ·

心肾灵
:
黄茂

、

党 参
、

白 术
、

熟 地
、

构

祀
、

枣仁等
。

17

.

固本丸
:
黄茂

、

白术
、

防 风
、

党 参
、

获

等
、

甘草
、

陈皮
、

半夏
、

补骨脂
、

紫河车等
。

18

.

养命宝
:
人参

、

海马
、

黄精
、

何首乌
、

称

猴桃素
、

V 仑等
.

19
.
健乐新H .

:
盐酸普鲁卡因

、

对氨 基苯甲

酸
、

生活素血吟琳
、

似[灵啤
、

山检
、

B 族 准主术
、

氨基酸等
.

20
.
安神健脑液

:
人参

、

五味子
、

麦冬
、

构祀

子
、

丹参等
。

21

.

滋生益寿冲剂
:
问荆

、

黄茂等六味中药
。

22

.

阿胶补浆
:
阿胶

、

入冬
、

熟地
、 ‘

竞冬
、

山

植等
。

2 3
。

复方回春仙冲剂
:
何首乌

、

大黄等
。

24

.

清宫寿桃粉
:
益智仁

、

生地
、

构祀子
、

胡

桃等
。

25

。

清宫八仙糕
。

获等
、

莲 子
、

昔 苗 仁
、

山

药
、

人参等
。

26

。

不老丸
:
人参

、

川牛膝
、

当归
、

冤丝子
、

巴戟天
、

杜仲
、

生地
、

熟地
、

柏子仁
、

石葛蒲
、

构

祀子
、

地骨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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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
·

丙 咪 嚎 与 硝 酸 甘 油

口千是许多药物常见的副作用
,

这些药物包括

三环抗抑郁药和抗胆碱能药
。

一般来说口 干是能忍

受的
,

对大多数病人只产生轻微的不适
,

并非严重

的不良反应
。

最近报告一例正在应用 丙 咪 嚓 的病

人
,

当舌下含用硝酸甘油片时却对运动性心绞痛导

致延缓和限制缓解作用
。

据观察病人在舌下用一片

新硝酸甘油片
,

给药 5 分钟取出药片时实际上还是

完整的
。

当停用丙咪臻后
,

口干消失
,

舌下应用硝

酸甘油片能更迅速缓解心绞痛
,

此时药片的溶解更

快 了
。

〔
AJ
P 《澳大利亚药煞杂志 》

,

65 (7 69 )
:

2 7 8
,

1 9 8 4
( 英文) 〕

魏文树译 苏开仲校

氟 呱 咤 醇 与 消 炎 痛

据报道
,

强安定药在治疗慢性疼痛时具有轻微

的镇痛效果
。

木文对氟呱咙醇 ( 5 m g/天) 并用消

炎痛 (25 m g
,

3
/ 日) 治疗膝魏关节炎的效果作了

研究
。

40 名患者以安慰剂作对照
,

采 用 双盲法研

究
。

其中20 名患者 (年龄41 ~ 75 岁) 因出现不良反

应而被迫中断实验
。

作者提示
: “

每夭应用 5 m g氟呱咙醇 和 并用

75 m g 消 炎痛在 上述年龄组患者中产生如此严重的

嗜睡和精神紊乱现象
,

以致某些患者不得不拒绝这

一治疗方案是必然的
。

这一不良反应比预料单独应

用氟呱吮醇所产生的不良反应要严重的多
。 ”

这一研究表明
,

抗炎药本身可引起中枢神经系

统的副作用
,

故与强安定剂并用应慎重
。

〔A J P 《澳大利亚药学杂志 》
,

66 ( 7 8 3 )
:

4 3 2
,

1 9 8 5 (英文) 〕

孙 涛译 苏开仲校

甲 氰 咪 肌 与 普 鲁 卡 因
·

酞 胺

甲氰咪肌对普鲁卡因酞胺及其代谢产物N 一乙

酸普鲁卡因胺清除率的影响已进行研究
。
6 名健康受

试者每人口服普鲁卡因酞胺( 1 9)
,

分两次 服用
。

第一次于服用甲氰咪肌 (在给普鲁卡因酞胺前 1 小

时服用400 m g
,

随后每 4 小时服200 In g
,

直至12 小

时) . 第二次不服其他药物
。

受试者服用普鲁卡因

酞胺前及给药 3 小时后均应禁食
。

采集血样并分析普鲁卡因酞胺及N 一乙酞普鲁

卡因胺的浓度
。

结果表明
,

甲氰咪肌可明显改变普鲁卡因酞胺

及 N 一乙酞普鲁卡因胺的血浆浓度一时间曲线
。

普

鲁卡因酸胺的曲线卞面板增加35 %
,

消除半衰期从

2 .92 小时延长至3
.
68 小时

,

肾清除率从347 士66 m !

一 48 一

/ 分减少至19 右士11 也1/ 分, N 一 乙酞普 鲁 卡 因

胺的曲线下面积增加25 %
, ’

肾清 除 率 由 28 8士 60

tn l/ 分减少至197 士59 m l/ 分
。

作者认为
,

这种相互作用的机理是因甲氰咪肌

抑制普鲁卡因酞胺及N 一乙酞普鲁卡因胺的肾小管

分泌所致
。

作者指出
: “

这种相互作用的临床意义不可低

估
。

由于普鲁卡因酞胺的长期服用
,

血浆浓度可预

计增加约50 %
,

N 一乙酞普鲁 卡 因 胺则 增加 约

25 %
” 。

其浓度如此增加对病人具有潜在的危险
。

’

〔A JP 《澳大利亚药学杂志 》
,

叮
·

( 7 , 4 ) :

了1 7
,

1 9 8 4 (英文) 〕

郑芝屏译 苏开仲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