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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保障中做出了成绩
。

有经验
,

也有许多

值得我们今后继续不断地探索
。

她给我们的

药学科学尤 其是军事药学提供了很多的启

示
。

一 参加应急 医疗救治工 作
,

培养我们

的药师 队伍
。

它推动了我院的临床药学
、

、

药师查房
、

会诊工作的开展
,

并取得了

可喜的成就
。

同时也要求我们的药师队伍要

不断地加快学习新 的药学科学技术
,

更新知

识
,

加快药学技术人才培养的步伐
。

否则
,

就

会造成重大损失
。

二 药学与医学的发展
,

必须齐头并进
,

药学要有本学科的主动性
,

不 只是配 角
。

如

后期的药疗中
,

进行的 工作
,

会诊工作

中提出的合理用药措施
,

对伤员 的治疗起到

举足轻重的作用
。

三 救治要坚持
“

宁可备而不用
,

不可用

而不备
”

的药品保障原则
,

对救治药品的保障

既要发挥供应的主动性也要尽量减少供应工

作的盲 目性
,

以及人力和财力 的浪费
。

在这

次重大的救治工作中事后没有浪费药品
,

但

积压不少
。

有些药品在
“

整个过程中根本没

用过
” 。

四 对今后遇到类似突发事件的药学保

障
,

提出以下意见供参考
。

要以改善微循环药物
,

抗感染 药物
,

补能量
,

增强免疫药物为主
。

初期
,

应及时组

织抗放药物 改善微循环药
,

调节植物神经和

内分泌功能药
,

防治胃肠道反应的药物
。

中

期 假愈期 肠外营养剂
,

增强免疫剂
,

保护造

血功能药 止血药
,

预防感染药
。

组织强效止

血剂
,

强效抗感染药 包括杀菌
、

抗病毒
、

抗霉

菌
、

抗真菌药
,

水电解质平衡药
,

抗中毒性休

克药 保肝药
、

维生素和促进造血功能药
。

器

官移植时
,

组织抗  ! 药
。

我国的药学教育要增强军事药学 的

授课和研究
,

普及军事药学知识
。

借鉴发达

国家的经验
,

推行药品存储于民
。

、

药师在救治初期必须直接参加临床工

作
,

直接参与药疗
,

开展临床药学工作
,

进行

药学监护
,

对主要抢救治疗药在情况允许条

件下全面开展 工作
,

以达到个体化给

药
,

防止不合理用药
,

防止药害
,

防治并发症
。

核能的和平利用越来越广
,

必然存在突

发核事故的可能 核武器的存在
,

必然存在核

战争的危险
。

受核辐射的伤员
,

急性放射病

病人随时可能出现
。

因此
,

我 们的药学必须

进一步加强抗原
,

抗放射药物的研究
,

加强应

急突发事件药学保障工 作的研究
,

推行监 护

工作
,

使和平时期利用原子能得到最可靠的

药学保障
,

使战时核辐射的伤员得 到最好的

药物治疗
。

中药在防治辐射损伤中的应用

王 呈 王子立
’

周丽芳”

西藏军区司令部直属门诊部药房 拉萨   

随着放射医学 的发展
,

放射病的防治也

有 了很大的进步
。

中国传统医药也广泛地应

,

南方制药厂
,

福建莆田解放军第 医院

用于辐射损伤的防治 当中
,

其效果也令人满

意
。

现将中药在防治放射病中的应用情况综

述如下
。

一
、

放射损伤的病理生理

临床一接受大剂量放疗的肿瘤病人以及



  

急性放射病的患者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辐射

损伤
。

体内一些细胞增殖分化旺盛的组织对

辐射损伤相 当敏感
。

如骨髓造血系统
、

粘膜

上皮组织
、

淋 巴细胞等
。

放射病的发病机理

主要是因为辐射破坏机体细胞的微细结构
,

使相应功能发生障碍
,

最终导至细胞死亡
,

引

起机体发生许多变化川
。

急性放射病根据

剂量的大小可分为骨髓型
、

肠型
、

脑型
。

主要

表现出造血功能的下降
,

局部或全身的感染
,

出血
,

呕吐腹泻
,

水盐及 酸碱平衡失调等症

状
。

慢性放射病主要表现为全身乏力
、

头疼
、

记忆力下降
、

失眠
、

脱发等
。

二
、

中药对辐射损伤的防治

中药以其毒性小
,

药源广
,

作用广泛等特

点在放射病的 防治 当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
。

中医认为急性放射病是以实热证开始
,

以虚

证告终的虚实夹杂的发病过程
。

慢性主要为

气血不足
、

气阴两虚
、

脾肾亏虚的证型
。

临床

上可按不同的证型辨证施治
。

急性放射病发病初期表现 为热毒炽盛
。

经实验证明
,

照射早期血液中存在毒性物质
,

故采用以清热解毒为主
,

兼清营凉血 以御热

邪内攻等措施进行治疗
“ 。

临床上 常用金

银花
、

蒲公英
、

半边莲
、

山马蝗
、

虎杖等清热解

毒药
。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清热解毒类药物有

抗菌
、

抗炎
、

抗病毒等作用
,

并可增强机体的

免疫功 能
,

延缓病毒所引 起的细 胞病变〔’〕
。

这些药物均有一定抗辐射能力
。

电离辐射可造成血和脉两方面的严重障

碍
。

有人证明放射线可引起 机体 的循环障

碍
,

造成类似于中医的血淤征象’
。

射线对

骨髓造血系统损伤极大
,

外周循环衰竭是死

亡的原 因之一
。

所 以照后应改善微循环
,

防

治早期出血
。

中医活血化淤类药物具有广泛

的生理活性
。

如 川芍
、

丹参
、

当 归
、

益母草等

能明显改善循环系统
、

扩张冠状动脉
、

降低冠

脉阻力
、

增 加冠脉血 流量
,

还有调整机体状

态
,

改变局部循环及毛细血管通透性
,

减轻渗

出及炎症 反应等作用  
。

另外部分活血化

淤方药具有减轻组织损坏
,

促进修复
、

再生等

作用  
。

有人应 用穿 山甲
、

丹参
、

羲术等活

血化淤药结合极期抗感染治疗照射的狗
,

同

时结 合早 期 蛇药 解毒治疗
,

取 得满意 效

果
。

急性放射病时的感染并发症的发生
,

主

要是有由于辐射作用使机体的免疫功能受到

严重破坏所致
。

中药中的补益药大多可以提

高白细胞和 淋 巴细胞 的转化率
,

如黄蔑
、

人

参
、

黄精部分补益药还可以提高机体的适应

性
’〕

,

增加网状内皮系统吞噬能力
。

补益药

还可以保护和提高机体的免疫功 能
。

因此
,

补益药广泛应用于放射病的治疗 中
。

太田节子等在照前照后不同时间一次腹

腔注射一定量的中药浸膏
,

筛选 了 种中药

浸膏
,

其中有 种效果较好
,

这些药主要为一

些清热解毒
、

活血化淤以及补益类药物
,

如黄

连
、

白述
、

黄 蔑
、

川弯
、

甘草等 
。

文献报导
,

人参提取物和刺五加的提取物对辐射损伤也

有较好的防护效果 〕
。

目前临床上多将上述三类药组成复方合

用
。

如有人将补益药与活血化淤类药合用组

成蔑甲丹注射液治疗照射的小鼠
,

可 明显提

高照射小鼠的存活率〔’”
。

另有人报道玄参
、

黄蔑
、

红花
、

三棱
、

冤丝子等组成的复方中药

制剂对急性放射病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

主要

临床症状和体征都有所减轻
,

对造血功能的

恢复也有一 定作用 “
。

还有补益药与解毒

药组合成抚正解毒冲剂
,

可减轻放射反应
,

对

受辐射损坏者有一定保护作用
。

通过临床和

实验观察认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防护药组方

可明显地降低其毒性
,

并能增强疗效
。

白细胞减少是放射病远期效应之一
。

中

药中的许多升白药都可以使症状减轻或缓

解
,

如当归
、

鸡血藤
、

补骨脂
、

虎杖等
。

复方中

的归脾汤和六味补血汤等都可对 白细胞减少

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 。

中医方剂中也有许多具有抗放效果
。

如

安中散
,

其中的甘草
、

砂仁被视为具有防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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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基本药物〔‘ 〕。 日本人细川康〔’们将十全

大补汤
、

补中益气汤
、

小柴胡汤加饮用水给小

鼠同服
。

发现三方可增强造血功能
,

延长存

活
,

具有抗放作用
。

有人 〕发现 四物汤
、

六

味地黄丸及参附汤
,

在体外均 能较明显地促

进淋巴细胞发生及形成活性花斑
,

从而提高

机体对放射线损坏的修复能力
‘ 〕

。

王诚明

等研究 种中药方剂水浸膏防治放射损伤

的作用
,

发现照前给药的有 种方剂有效
。

它们是 葛根黄连黄芬汤
、

加 味消遥散
、

九味

槟榔汤
、

桂枝芍药知母汤
、

荆芥连翘汤
、

香苏

饮
、

四物汤
、

芍药甘草汤
、

十味败毒汤
、

大柴胡

汤
、

半夏泻心汤
、

获等饮
、

防风通经散
、

麻黄汤

以及龙胆泻肝汤
。

再对这 种方剂照后给

药的治疗研究
,

结果显示有桂枝芍药知母汤
、

荆芥连翘汤
、

四物汤
、

芍药甘草汤
、

半夏泻心

汤 种有效果
‘ 。

陈国 志等
‘ 〕

,

’ 在研究

中药方剂对辐射大 鼠的肌电影响中观察到
,

小半夏加获等汤
、

积茵汤 以及北京蜂王精均

能对于辐射损坏造成的胃肠功能紊乱有防治

作用
。

这些药物的研究为中药医治急性肠型

放射病以及化疗病人的胃肠反应提供依据
。

三
、

展望

中草药单味及复方对防治放射病的效果

不论临床还是实验均给予肯定
。

尤其对于急

性损伤和化疗病人可起到治疗作用
,

同时可

减轻副反应
,

预防放射病的发生
。

但中药结

构复杂
,

尤其是复方
。

中药防治辐射损伤的

研究和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
,

其防治机理及

临床的应用还需进一步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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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血液制品研讨会概况

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制品分会和中国输

血协会血液制品委员会于 年 月 一

日在兰州市召开了两年一届的血液制品

工作研讨会
。

会议由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

究所承办
。

两会委员 代表 来自卫生部所属

的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
、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

检定所和输血研究所
,

以及上海
、

广西
、

河北
、

河南
、

等省市血液中心和济南军 区
、

广州军

区
、

成都军区的血液制品研究所 供血站 共

人
。

会议收到论文资料 篇
,

有 篇在

会上做了专题报告
。

会上围绕报告
,

进行了深入研讨
,

并取得

如下共识

一
、

关于血源的现状及对策 当前血源发

生问题较多
,

其中突出问题有丙型肝炎等病

毒交叉感染
。

有的单采浆站供浆员抗

流行率很高
,

这是由于其频繁和多处供浆所

致
。

合格供浆员越来越少
,

势必导致血源枯

竭 其后果严重性不堪设想
。

造成这种状况
,

主要是管理上 的间题
。

为扭转现状
,

保护供

浆员健康
,

应采取对策是 卫生行政部门要加

强宏观调控
,

对不符合要求的和没有血源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