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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制成
。

实验表现
,

其抗病毒作用以相当剂

量应用
,

比单味药效果好
,

此不能用简单的相

加作用解释
,

实验结果分析认为
,

该组方药物

有明显的协同作用
。

有文献记载
,

板兰根为广

谱抗菌药
,

有抗病毒作用
,

注射液单味应用对

流感病毒京科
一

株
,

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
。

鸡胚实验表明
,

无论是预防或治疗性给药
,

对

流感病毒均有抑制作用
。

其煎剂还能延缓病

毒所致细胞病变作用
。

桅子具有解热
、

镇静
、

抗菌等作用
。

虽未见报道桅子有抗病毒作用
,

但在治疗相 当于病毒感染性疾病时
,

常与板

兰根等中药伍用
,

提示二者具有协同作用
,

与

本实验结果相吻合
。

实验 中发现病毒清注射

液对小 鼠有镇静作用
,

结果分析认为
,

此作用

主要来自桅子
。

临床上由病毒感染引起的肺

炎
、

脑炎等疾病
,

常有高热神昏
,

澹语躁动
,

抽

搐等中枢兴奋症状
。

病毒清注射液具有的 中

框神经镇静作用 对于临床用于肺炎
,

脑炎等

病毒感染性疾病
,

具有重要的辅助治疗作用
。

综上研究分析表明
,

病毒清注射液的组方是

科学合理的
,

抗病毒作用是明显的
。

本实验以全国唯一报批生产的中药抗病

毒制剂—抗病毒口服液
,

为阳性对照药
。

实

验结果表明
,

等容量而不同给药途径情况下

病毒清 剂 量时
,

抗病毒作用优于抗

病毒口服液 尸
。

该制剂属国内首创

国外也未见报道
,

且药源丰富
,

疗效好 毒性

低
,

价格低
,

临床用于治疗病毒感 染性疾病
。

有 良好的发展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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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药理研究进展

郑 磊 姜远英
’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临床药理室 重庆

多不饱和脂肪酸 对人体具有重

要的平衡调节作用
,

在降血脂
、

抗肿瘤
、

营养

和免疫调节等方面 已进行 了广 泛深 入的研

究
。

尤其是在分子的甲基末端的第 位上有

第一个双键的
一

脂肪酸
,

如
一

亚油酸
、

二十

碳五烯酸 和二十二碳六烯酸
,

一

亚油酸 主要存 在于植 物油 中
,

而 和

则主要存在于鱼油中
,

它们对心血管疾

病
,

肿瘤等都有积极的治疗作用
。

现综述如

下

一
、

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对格陵兰岛爱斯基摩人的流行病学调查

表明
,

与西欧人相比
,

他们急性心肌梗塞
,

糖

,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尿病
,

甲状腺毒症
,

支气管哮喘
、

多发性硬化

症和牛 皮癣 的发病率很低 或根本无这些病

症
,

患癌症的种类亦与丹麦人有很大差异
。

这

些差异
,

尤其是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差异与爱

斯基摩人饮食中脂肪成分有关
。

他们摄取

一 的 和
,

而摄入饱和脂肪

酸量仅为麦丹 人的
。

一 对血小板聚集 的影响

 及其
一

脂加 氧酶 代谢产物

抑制  的生成 而 能竞争性抑制

血小板环氧化酶使 生成减少
,

其轻化

产物经化廿二碳六烯酸 也有抗血小

板聚集作用
,

与 产生协同效应  
。

服用

大剂量鱼油
,

血小板的聚集和粘附功能明显



一

降低
,

同时促进血小板聚集的  的生成

量也下降 
。

由血管内皮细胞 合成
,

具强烈扩血

管 和 抑 制 血 小板凝集作 用
。

 在 抑 制

 生成的同时 自身可代谢生成具 同

样活性的  
,

而起到抗血栓形成作用  
。

给冠脉血栓模型犬饲以鱼油
,

能加快由

组织结合型纤溶蛋 白酶原
一

诱导产生

的血栓溶解速度
,

经环氧酶途径代谢主

要 转 化 成 无 促 进 血 小 板 聚 集 活 性 的
〕
。

等多 不饱和脂肪酸对血液流变学

的影响主要是使全血粘度下降
。

这是因为摄

取 后
,

不仅血浆及血小板 中的 含

量增 加
,

红 细胞膜磷脂中的  含量也增

加
。

含量增加的红细胞其变形能力增强

程度与 含量呈正相关
。

多种血栓性疾病

均可看到血液流变学的异常
,

所以 改善

血液流变学的作用也值得重视
。

可 见
,

鱼油中抗血小板凝集作用对心绞

痛及某些偏头痛病人可能有 一定的治疗意

义 〕
。

二 降血脂和杭动脉粥样硬化

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与脂质代谢紊乱和

血脂过高关系甚为密切
。

对包括灵长类的多

种动物的研究表明
,

在膳食中补充浓缩鱼油

可抵消由高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饮食引起的

动脉硬化
。 一

脂肪酸的主要作用是在正常

的和高血脂的人中降低血清甘油三醋以及极

低密度脂蛋白 结合的胆固醇水平
。

给 名男性志愿者分别服以鱼油胶囊

和橄榄 油
,

周后服用鱼油的一组血浆纤维

蛋 白原 减 少  
,

血 清 中 甘 油 三 酷 减 少
,

而血浆中廿碳五烯酸 和花生 四

烯 酸 的 比值 增 加
,

高 密 度脂 蛋 白

 和 其组分  活性 增高
。

是摄取外周胆固醇
,

并将其运至肝脏代谢的

主要载体
,

因此 水平与冠心病发病及

病情发展的负相关程度更加明显
。

鱼油可抑制因食用胆固醇引起的小鼠体

内花生四烯酸和胆固醇含量变化
。

给小鼠喂

以大量牛脂加
一

亚麻酸或鱼油
,

结果表明

连续给以 天亚麻酸和鱼油可以降低血浆
,

心脏和心脏磷脂 中 的含量
。

胆固醇与鱼

油合用降低体内胆 固醇含量
,

并能防止肝脏

中胆固醇堆集 
。

也有实验发现鱼油能提高

小鼠心脏和骨胳肌组织脂蛋 白醋酶 活

性 
。

对 名患者的血脂含量在用鱼油治疗

前和治疗后 周
,

周进行 比较
,

发现  

增加
,

而甘油三醋
, 一

胆固醇和磷脂含

量均有所下降川
。

食用鱼油还可以使高血脂

患者逐渐正常化
、

连续 周食用鱼油

天 可增加红细胞和血 小板中谷光甘肤过氧

化酶活性
,

使细胞膜上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增加
‘。 。

肌浆网脂质 中含有较多的
一

多不饱和

脂肪酸会使
杆
摄入减少

,

减弱对血管平滑

肌的刺激
,

这可能是亚细胞水平上鱼油对动

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治疗作用的机制
’〕

。

受体激动能对 心脏产生一种较为缓慢

持久的正性肌力作用
,

而鱼油主要对心脏病

患者的 受体起激动作用
,

从而加强心脏病

患者的心肌收缩力  〕
。

二
、

抗肿瘤作用

食物脂肪的摄取与乳腺和结肠癌患者的

死亡率呈高度正相关
,

相似结果在动物模型

上亦有体现
。

动物实验表明
,

饱和脂肪酸可刺

激癌症发生的起始阶段
,

而多不饱和脂肪酸

以剂量相关的方式作用于促癌生成期
。

流行

病学研究表明
,

爱斯基摩人和丹麦人的乳腺

和肠癌死亡率下降与
一

与
一

多不饱和脂

肪酸比例为 的低脂饮食有关
。

鱼油 对乳腺癌的转移有抑

制作用  〕
。

组小 鼠在肿瘤移植 周前和

一 周后分别喂 以 或 肠的玉米油
,

及

巧 或 的鱼油
。

结果表明
,

食用 巧 鱼

油的一组小鼠肿瘤向肺的转移率与高脂肪组

相比明显下降
。

食用 鱼油的一组转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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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和肿瘤体积均 明显减少
。

前列腺素物质
、 、

对维持机

血浆中廿碳烯酸含量和血小板聚集可作 体正常的生理平衡起重要调节作用
。

一旦代

为肿瘤患者的监护参数
。

通过对 例健康者 谢失调
,

就会发生多种疾病
、

如血栓症
、

动脉

的研究得到了这一参数的基本水平值’
。

在 硬化
,

支气管哮喘
、

过敏反 应
、

高血压
、

心绞

例恶性乳腺癌患者的瘤组织及血液中均 痛
、

缺血性心脏病
、

糖尿病
、

癌症等
。

有研究发

发现廿碳烯酸含量及血小板聚集性增加
,

而 现 对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也有调节

良性肿瘤和经过 乳房手术 的患者却无此 现 作用
。

其对
,

综合征
,

充血性心力衰

象
,

这是两者最主要区别 〕
。

竭
,

先兆子痛
,

肾功能都有影响 〕
。

实验表明
,

和 对前列腺癌细 的生理功能之 一是参与 代谢

胞
一

生长抑制成剂量依赖关系
。

在浓度 并维持生物膜的液态性 〕
。

 是 环氧

为 拌 时
,

和  都能使
一

酶的一 个竞争性抑 制剂
,

影 响了 的代

细胞的生长减少 哪〕。

谢 〕
。

实验表明各种浓度的 均能减少

三
、

营养作用 代 谢 产 物 的 生 成
, 。

是

研究报道多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抑制血小 的稳定代谢产物
,

具有 强烈的

板和 内皮细胞中 的生物合成
,

调节人体 收缩血管和促进血小板聚集的作用
。

在

免疫功能
、

对炎症亦有一定疗效
。

合成过程 中
,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抑制强度分

一 免疫抑制和杭衰老 别为 丙

的代谢产物如  
、

等可通过 氨酸 亚麻酸 高—
了

一

亚麻酸 了
一

亚麻

影响免疫细胞的活性或各种 白介素 的产 酸 〕
。

生而表现 出对免疫系统的作用
。

三 杭炎作用

转化的廿碳烯 酸类和 可以抑 多不饱和脂肪酸通过影响 的代谢
,

制 细胞的增殖山〕
。 一

系及
一

系多不饱 能抑制炎症介质的产生
。

的白三烯代谢

和 脂肪酸及其 代谢 产 物 如  
、 ‘ 、

产物  
、

 有较组胺强 倍 的使

 及 等 都不同程度地对小鼠脾细 膜通透性增大的能力
,

而 能抑制 的

胞及人淋 巴细胞有抑制作用
。

其中 和 代谢
,

同时生成低活性 的
。、

 
。 ,

降低

 作 用 比 和
‘

更强
。 一

,

了膜的通透性
。

这是 抗炎症的机制之

和
一
,

的 有 效 率 分 别 为 一’〕
。

研 究表明 的代谢 产物  
、

 ! 和 9
.
4 %

,

1 0

一

“
M L T B

。

和 L T B
;
的有 L T C ‘

和 pG E
Z)及 IL

一

8 与炎症的发生成剂量

效率分别为 95
.
5% 和 49

.
2 % )

。

因此 E P A 等 依赖关系[zs 〕
。

L T C

4

可诱发哮喘
,

同时是心肌

在临床上有可能部分代替副作用很强的街体 损害最主要的介质之一
。

L T B
‘

使单核 巨噬

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某些免疫异 常性 疾 细胞趋活
,

招引白细胞向炎症部位游走聚集
,

病
。

产生炎症介质
,

释放溶酶体酶
,

引起 炎灶化

以前曾研究 了 E P A 和 D H A 等多不饱 脓
。

L T
s 同时是炎性肾脏疾病的病理生理介

和脂肪酸的治疗糖尿病作用
,

现发现其进 入 质
。

服用 E PA 可使正常人的白细胞 LT B
‘

和

肾细胞磷脂中可以改善衰老器官并发症
,

如 PG E Z 生成量下降
,

趋化性 及粘附功能降

动脉粥样硬化和肾小管硬化症[
, 8〕

。

由此
,

多 低[
, 6 〕

。

不饱和脂肪酸制成的各种保健食品因可防治 D H A 能抑制大鼠巨噬细胞中廿碳烯酸

心血管疾病
,

防衰老
、

抗炎而愈受重视
。

的 合成田〕
.

给 小 鼠喂 以含 E P A
、

D H A 各

(二 )抑制前列睐素的合成 0
.
5 % 及脂肪 2% 的食物

,

持续 10 天
、

与食用



橄榄油和红花油 (S
afflo w er 0 11)的对照组 比

较
,

其巨噬细胞中的 L T C
‘、

L T B
; ,

P G E
Z

和 6
-

O X O
一

P G F 。等强烈致炎物质明显减少
。

富含 羊亚 麻酸的食物对皮肤炎症有治

疗作用[2s 〕
,

而食用亚油酸
、
a
一

亚麻酸
、

E P A 和

其他脂肪酸对过敏性疾病和炎症均有好的疗

效卿〕
。

利用高纯度 E PA 治疗牛皮癣
、

溃疡性

大肠炎在临床上也取得了可观的效果[s0
·

”〕
。

鱼油中
n 一

3 系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抗炎作

用受食物 中
n 一

6 多不饱和脂肪酸和总脂肪含

量的影响
。

将小鼠分组以不同浓度亚油酸和

剂量加倍 的油鲜 油喂养 比较得 出
:L T E ; 和

PG E :的生成随食用
n一

6 系的脂肪酸 的增加

而增多
,

大量的脂肪能抑制 L T 合成
,

同时减

轻炎症[
, 2

]
。

动物实验表明
,

膳食中鱼油的补给可减

轻胶原所致的关节炎的严重性
,

减少巨噬细

胞中 P G I
:
和脂氧化酶产物的合成

,

调节急性

期蛋白的代谢[33 〕
。

类风湿性关节炎病人给予

鱼油可使活动性关节炎的主观症状减轻
,

并

使 L T B
‘

生成减少
。

综上所述
,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研究已经

取得了很大发展
。

国外在 临床上 已开始了应

用
。

大多数报告表明
,

服用鱼油等多不饱和脂

肪酸后
,

血清脂质
、

脂蛋白和脱辅基蛋白有下

降趋势
,

它对心血管疾病患者是有利的
。

相信

不久的将来
,

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治疗心血管

疾病
,

抗肿瘤和抗炎症
、

防衰老领域有更广泛

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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