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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药物化学领域里
,

那一种人工合

成药是最成功的 � 当然是阿司匹林
,

美国人

每夭要消耗四千四百万片
。

在全世界除了酒

精和尼古丁
,

阿司匹林是最广泛使用 的药物
。

� � � �多年前
,

希腊人就用白柳 �� � ���

�� � �� 和其它种类的柳树茎皮提取物 来 治

疗疼痛
、

痛风和其它疾病
。

同样很久前
,

北

美印地安人也使用柳树来止痛和解热
,

�
胡玛

族人 �� � � � �� � 和阿拉巴 玛 族 人 �� ��
�

� � � � � � 用黑 柳 ��
·

� �� � � � 的根
、

茎皮的

煎液内服和外浴来祛热 , 契克骚族人 �� �卜

� � � � � � � � 用亮叶 柳 ��
�

�� � �� � � 根 治

疗头痛 , 蒙太尼族人 �� � � �� � � � �� � 则 饮

用该植物叶的浸饱液以缓解头痛
。

他们还把

这种植物茎皮捣成糊状
,

敷贴在前额止痛
。

在北美人和欧亚人的 民间验方中可以找到许

多用各种柳树来缓解疼痛的许多例子
。

柳树的这种作用主要是由于水 杨 贰 的

生理活性
,

最早是于十九世纪从 柳 属多 种

植 物 〔白 柳 ��
�

�� ���
,

螺 旋 柳 ��
�

� � ��� �
,

五蕊柳 ��
�

� � � �� � � � �
,

早生柳

�� � � �� � � � 〕分离得到 � 目前商业上主要

来源是生长于欧洲或亚洲的爆竹柳� �
�

�� �
·

� ���� � 和祀柳 ��
�

� � � �� � � � �
。

水 杨 俄

亦从杨属植物银白杨 ��� � � �� �  �� � �
、

香胶杨 ��
�

� � �� � � ��� � � �
、

白壳杨 � �
�

� �  � �� � �  �
、

黑杨 ��
�

� �� � � � 中得到
。

现在仍有人用水杨试作抗风湿药
。

水杨试易

水解为水杨试元 �水杨醇 �
,

后者药用为止

痛剂
。

水杨试摄取后在体内可能被分解成水

杨酸
,

该化合物首次于 � � � �年在蔷薇科植物

欧洲合叶子 〔����� � � � � �� �� � �� �   � � � �
�

� �� �� 〕的花蕾中分得
,

几年后就巳人工合

成
。

水杨酸是一种有效的消毒剂
,

其防腐性

可能优于苯酚
。

水杨酸亦常配成洗剂和软青

剂治疗多种皮肤病
,

特别是慢性湿疹
,

主要

作用是角质分离
,

其次是抗细菌 和 杀 灭真

菌
。

从欧洲合叶 子中得到水杨酸后不 久
,
人

们在将其前体水解之后发现
,

水杨酸的甲醋

化合物就是杜鹃花科平铺白珠树 ��
� �� �� �

·

� �� � � � � � � � � � � � 叶中的冬绿 油 和 桦 木

科甜桦 �� � � � �� �� � � � � 茎皮中的甜
·

桦 油

的主要成分
。

水杨酸甲醋主要用途是作为发

红剂
,

而以前曾用作抗风湿剂
。

同水杨酸甲醋一样
,

水杨酸也是抗风湿

药
,

但在十九世纪广泛应用时
�,

是迅速而有

效地缓解其它类型的疼痛
,

如神经痛
、

坐骨

神经痛
、

肌肉痛和头痛
,

它确是最佳的解热

剂
。

遗憾地水杨酸引起严重的胃部不适
、

呕

吐
,

以致许多患者宁愿忍受风湿性关节炎的

病痛而不愿服药
。

至 � �  �年
,

水杨酸首次以

石炭酸为原料人工合成
,
并随之合成了许多

水杨酸的衍生物
,

乙酞水杨酸就是其中的一

个
。

然而
,

直到拜尔 �� � � � � � 公司研究人

员寻找一个较好的解热
、

镇痛和抗风湿剂且

无令人厌恶副作用的水杨酸代替品之前
,
无

人对此合成产品发生疑虑
。

乙酞水 杨 酸 于



�� ��年被
“

再度发现” ,

它通过了拜尔公司

各项技术要求
,

用 “ � ”
代表

“
��

�
�� �,, 与

其最初发现的植物属名
“
� � � � � � � � � � �� ��

”

合而称为
“� � � �� �� ”

。

在追溯古代药用柳树皮及由此产生十九
世纪许多人工合成的范例一阿司匹林的进展

过程之后
,

在进入二十世纪时
,

我们继续探

讨这些类型的药物是怎样解除病人疼痛和疾

患的
。

一
、

中枢神经系统

�一 � 抑制荆

�
、

麻醉药 麻醉药可 抑制各类细胞尤

其是神经组织细胞的生命功能
。

全身麻醉药

可抑制中枢神经系统使痛觉和意识消失
。

如

果麻醉药用在特殊结构
,

譬如脊髓液
,

可阻

断神经元对所支配器官的神经冲动
。

仅就外

周神经末梢而论
,

则局麻药可直接用在需要

止痛的局部
。

麻醉前给药的 目的是止痛和减

少忧虑
,

常用吗啡
、

、

吗啡衍生物
、

东蓑若碱

等
。

�
、

催眠药与镇静药 催眠药是指 引起

睡眠的药物 , 镇静药是用以解除紧张和焦虑

的药物
。

催眠药使病人易于入睡
,

常用于失

眠症 � 而镇静药通常在安全剂量下 全 天 服

用 , 不降低人的知觉和警觉
。

最常用的催眠

药和镇静药是巴比妥酸的衍生物类
。

其它药

物有乙醇
、

水化氯醛
、

阿片
、

氯丙臻和利血

平‘
�

对轻度的焦虑紧张 症 可 用眠尔 通
、

安

定
、

利眠宁等一些抗焦虑药
。

一

�
、

抗精神病药 抗精神病药即主要的

安定药
,

可矫正急性或慢性精神病症候
,

这

类药物的安定作用不同于巴比妥类和大多数

催眠药和镇静药
,

即大剂量通常不产生意识

消失和生命中枢抑制
。

这类药物均为合成产

物
,

氯丙嚓是其代表
。

� 、

杭惊厥 药 最常见的惊厥 病 是 癫

痛
,

发病率为 � 输
。

投予足够剂量的巴比妥

类药物可治疗惊厥症
,

首选药是苯巴比妥
,

它可有效地抑制运动的活动度

�七童舞蹈病的特点是四肢肌和面部肌不

规则痉挛性运动
,

可 用利血平治疗
。

、

巴金森氏葬是中枢神经系统的胆碱能与

多巴胺能神经递质机制间平衡失调的反映
。

在巴金森氏症患者大脑中正常存在的多巴胺

有选择地减少
,

结果胆硷能占优势
。

因此治

疗途经可 以从给予抗胆硷能药和增加多巴胺

两方面着手
。

遗憾的是多巴胺不易透过血脑

屏障
,

而其前体左旋多巴则能通 过
。

左旋多

巴首先于 � � � � 年 从 蚕 豆 �� � � �� �� � � �

中得到
,

是已知最有效的抗巴金森 氏 症 药

物
。

给药 � 个月或更长时间
,

疾病缓解率到

显效率为��  � �� �左右
。

长期服用并未发

现其它药物经常出现的疗效降低
,

但常见 的

副作用有消化道
、

心血管和精神的紊乱
。

阿

托品
、

东食若碱和许多合成的抗胆碱能药
,

由

于作用较差
,

故仅用于轻度的病例或那些不

能耐受左旋多巴的患者
。

� ��
� �� 等最近报导

,

鸭拓草科植 物 佛

焰苞紫万年青 �� � � � � � � � � � � � � � � �卜片

的紫色部分
,

含存的药理活性成分 是 多 巴

胺
。

显然
,

这种植物对于治疗巴个森氏病具

有潜在的价值
。

�
、

镇痛药 解除疼痛的药物称为镇痛

药
。

有许多不同类型的疼痛
�
头痛

、

脓肿的

跳痛
、

骨折的持续痛
、

心绞痛和心肌梗塞的

剧痛
。

人们考虑这样或那样的疼痛
,

其主要

目的应从疼痛的描述中得出充分的根据
,

便

于对症下药解除病痛
。

强效镇痛药基本是一些从婴粟 �� � � �
�

� � � �  � � ��� � � � � 未成熟葫果乳汁制得 的

阿片中分离出的生物碱
,

以及人工合成的具

有相近性质的一些阿片 类 �� � ���  � � 药

物
。

合成许多阿片类药物的目的是试图克服

天然生物碱的许多缺点
,

但是至今没有获得

满意的结果
。

吗啡是阿片 中最重要 也是含址

最多的一种生物碱 � � 一 �。�百� �
‘

已是强效

玄

瀚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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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

可

声

镇痛药
,
口服

、

吸烟或注射均易吸收
,

用药

后�� 分钟起效
,

可持续达 ��小时
。

从婴粟中分离的� �
辛
种生物碱

,

包括可

待因
、

那可汀
、

蒂巴因
、

那碎因和婴粟碱等

主要的几种
。

可待因是弱镇痛药
,

几乎没有

欣快作用
,

多用作止咳药或同阿司匹林或其

他弱镇痛药配合治疗关节炎痛
、

头 痛 或 感

冒
。

另一类弱镇痛药还兼具解热作用
,
少数

也具有抗炎作用
。

阿司匹林是其中 最 常 用

的
。

因它具有镇痛和抗炎作用
,

也可用于治

疗某些风湿性疾病
。

许多植物含有镇痛或麻痹感觉的物 质
,

如夹竹桃科的二歧狗牙花 �� � � � � � �� � �
�

� � � � � � � �
、

橄榄科 的印度乳香 �� � � � � �
�

��� � � � � � � � �
、

菊科的漪萝叶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但它们只限 于

家庭用药和 民间用药
。

�二 � 兴奋药
�

、

抗忧郁 药 忧郁症是常见的精神紊

乱症
。

患有对社会环境不顺应
、

表情淡漠和忧

郁的病人常服用某些抗忧郁药
。

苯丙胺 类是

最常开 用的兴奋剂
。

其它最常用的为
�
单胺

氧化酶抑制剂类
,

如异丙异烟脐
、

苯乙脐
、

反苯环丙胺以及二苯骄革衍 生 物 �� �� � �
�

� � �  � �� � �
,

如丙咪嗓
、

阿密替林
,

但是这

些合 成药副作用严重
,

务须控制使用
。

作用弱的中枢神经兴奋药
,

咖啡因
、

茶

碱
、

可可碱
,

均能不同程度地兴奋中枢神经

系统
,

而且大脑皮层最易受到影 �� 它们的

主要作用是产生清醒的思维
,

祛除疲劳和磕

睡
。

一或两杯咖啡就足以提高条件反射的运

动效应和增进大脑功能
。

此外
,

这 些生物碱

还可兴奋髓质的呼吸
、

迷走和血管 运 动 中

枢
。

袄
兴奋

最重

、

惊风 药和回苏药 惊厥药和 回苏药可

刺激中枢神经系统的许多部位
。

其中

是对髓质的作用一小剂量用作兴奋药

或回苏药 , 不过这些药大剂量都可引起全身

惊厥
。

临床上
,

这类药物对各种抑制药过量用

药引起的生命功能衰竭是 最有效的治疗剂
。

士的宁是最为熟知的致惊剂
,
从产于南

亚和澳大利亚的马钱 �� �
�� � � � � �  � � 一 � � �

� �� � � 和吕宋豆 ��
�

�� � �  ! ! ∀ 干燥 种 子

中得到的生物碱
。

番木鳖碱也是从这些植物

中提取的
。

毒性低于士 的宁
。

两种药都不常

用于现代临床实践
,

但由于士的宁兴奋髓质

的血管运动和迷走神经中枢
,

并显著增强触

觉
、

嗅觉
、

听觉和视觉能力
,

故多用于神经

病学的研究中
,

籍以阐明惊厥药的作用
。

士

的宁亦作用于消化道
,

其苦味可增进食欲
,

对肠道的兴奋作用可用于便秘 的治疗
。

另一种有强力兴奋剂是倍半菇烯类化合

物
,

称为 印防己毒素 (P ierotox in ) 是 从

东南亚洲生长的防己科一种木本攀缘植物印

度防己 ( A n a m ir ta eo ee “l u s ) 的干 果 中

得到的
。

它能有效地解除巴比妥类或吗啡引

起的呼吸抑制
,

因此可用作上述药物 中毒的

解毒药
。

现知印防己毒素是阻断突触前的抑

制而作用于脊髓
。

具有和士的宁同效的惊厥药是兜状荷包

牡丹碱 (B ieueulline)
,

是从婴粟科凹 茧

(C o ry d a lis ea v a )中分离的生物 碱
。

它

是丫一氨基丁酸 (G A B A ) 对中枢神经元 抑

制作用的特殊的和逆转的拮抗剂
。

故其作用

部位可能在大脑内那些以G A B A 为 主 要 神

经递质的区域
。

从桔梗科祛痰菜 (L
ob elia inflata) 提

出的山梗菜碱
,

也是一种作用类似烟碱的强

效生物碱
,

可兴奋呼吸作用
,

因而用以抢救

服用麻醉药品过量的患者
。

3

、

致幻 药 尽管产生可逆性毒性幻觉

症的药物不作治疗用途
,

但许多药物例如阿

托品
,

用药过量则产生致幻作用
。

( 三 ) 外围神经系统

1 、

感觉或传入神经 局麻药和抗刺激

幕西
一原文如此

,

据查应为35 一校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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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广泛用以缓解外周部位疼痛
。

抗刺激药是

那些可在皮肤搓擦透入皮肤产生一定程度的

刺激作用
。

刺激感觉神经并通过血管扩张神

经使小动脉舒张
,

从而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

促使皮肤发红或发热
,

并缓解某些 类型的疼

痛
。

例如甲基水杨酸擦剂
、

樟脑擦剂
、

芥末

硬膏
。

局麻药甚至很低浓度便能削弱神经纤维

的传导
,

并迅速缓解疼痛
。

高浓度的局麻药

也能阻滞躯体运动神经元和突触
,

并降低骨

骼肌神经元对乙酞胆碱的 反 应 性
。

柯 卡

(E ry th ox ylu m eoea) 中存在的生 物 碱

可卡因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局麻药
,

但临床上

更重要和有效的是合成物质
,

如利多卡因
、

普鲁卡因和苯佐卡因等
。

2

、

躯体运动神经 系统 毒扁豆 (P h y
-

so stigm a v en en o su m ) 中提取的毒 扁 豆

碱
,

可通过其抗胆碱醋酶作用而延长神经冲

动传递到随意肌的效应 , 可治疗 重 症 肌 无

力 , 但目前主要用在眼科
。

另外欧洲许多地

方用华氏 雪 花 莲 (G a la n th u s w a ro n o
-

w ii)
,

夏雪片莲 (L e u eo j
u m a es tiv u m )

和胜利翁奇 (U ngern ia vietoris) 中提得

的雪花莲胺碱治疗重症肌无力
。

可 以推断
,

如果药物在神经骨骼肌接头

处阻断 乙酞胆碱受体部位
,

就可以引起可逆

性骨骼肌麻痹作用
。

这些肌松剂包括箭毒
。

箭毒是从里 握 马钱 (S try 。h n 。 5 c a s t e l
a -

n e
i )

、

毒马钱 (5
.
to xifera )

、

卡来氏马

钱5
. crev a u xi i) 和防己 科 植 物 毛 刚 多

树 ( C h ond odendron to m entosum ) 的

皮和茎中提出的一种粗制干浸膏
,

是南美印

地安人长久使用的箭头毒物
。

箭毒中毒可使

呼吸器官麻痹而致死
。

各个印地安人部族所用箭毒的成分是不

同的
,

一般根据习惯改变配方
,

但箭毒中最

重要的成分是从毛刚多树中得到的异唆琳类

生物碱D

—
筒箭毒碱 (T ub 。c u r a r i n e )

.

在不需深度麻醉的外科手术中用作肌肉松驰

荆和用午控制士的宁中毒的惊厥
。

从刺桐属

(E ryth rina) 的热带种类中得到的一族生

物碱具有类似箭毒样的活性
,

但巳不用于临

床
。

( 四) 自主神经系统

1
、

胆碱能神经 毒革碱的作用部位

( 1 ) 许多物质可产生拟似胆碱能神经

元兴奋作用
,

如乙酞胆碱
、

氯化 氨 甲酞胆

碱
、

拟胆碱类生物碱和抗胆碱醋酶药类
。

拟

胆碱类生物碱中
,

如毒覃 碱 可 从 蛤 蟆 菌

(A m anita m u sea ria )
、

豹 斑 鹅 膏菌

(A
·

p
a n

t h

e r

i

n a

)

、

灰黄牛肝菌 (B ole
-

tus lurid us)
、

魔王牛肝菌 (B
. satanus)

、

白 杯 伞 菌 ( C litoey b e d e alb a ta )
、

和毒红菇 (R u ssula em etie a ) 中得到; 棋

榔碱可从板榔 (A
ree a ea teeh u )中得到 ; 毛

果芸香碱可从毛果芸香 (P il
oearpus jabo

-

randi)
、

羽叶 毛 果 芸香 (P
.
ponn atifo-

lius)
、

小叶毛果芸香(P
.
m ierophy llus)

,

刺 毛 果 芸 香 (P
. s
Pi
catus )

、

糙 片 毛

果芸香 (P
. traehy lop us) 中得到

。

抗 胆

碱醋酶药类包括毒扁豆碱和许多合成产物
。

(
2

) 其它拮抗或抑制乙酞胆碱毒覃碱

样作用的药物
: 包括从多种茄科植物中得到

的阿托品
、

东食若碱 , 婴粟中得 到 的 婴 粟

碱 , 以及从茄科 山食若 ( A nisod u s ta n g
-

u tio u s ) 中得到的山莫若碱 ( 8 一羚基阿托

品 )
,

据报道它的解痉作用比阿托品还强
。

2

、

胆碱能神经 烟碱样作用部位 有

些药物在自主神经节的节前与节后神经元接

头处作用占优势
。

包括乙酞胆碱兴奋药如烟

碱 〔从烟草 (N ieotiana tabaeum ) 中得

到 〕和抑制药包括从腊肠状芽胞杆菌 (C 1
0-

strid ium bo tu lium ) 中提得的 毒 素
,

可

阻止乙酞胆碱的释放; 以及一些合成药 (六

烃季胺
、

美加明
、

五甲呱喧)
。

3

、

肾上腺素能神经 其它作月l在交感

神经元与平滑肌或脉体接头处的药物
J
兴奋

剂有去甲肾上腺素
、

肾上脉索
、

多巴胺
、

)袜

胡r

冷

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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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素等 , 其中只有麻黄素是易得的夫然生物

硷
,

它从麻黄 (E ph edra siniea ) 和木 贼

麻黄 (E
. eq uisetin a) 中得到

,

且可人工

合成
。

拮抗剂中有从萝芙木属多种植物中得

到的利血平和从麦角菌 (C lavieeps pu r-

pu rea ) 中得到的麦角胺以及嗅节胺
、

肌 乙

吮
、

酚妥拉明
、

心得安等合成药
。

副作用
。

弱镇痛剂如阿司匹林仍是治疗风湿

病和关节炎最常用的药物
。

( 七 ) 安眠药精神病

过多服用安眠药可诱发幻觉和精神分裂

症
。

注射毒扁豆碱可改善大多数患者这种药

源性症状
。

二
、

神经系统有关疾病和活
三

、

草药疗法

动

辉

(一 ) 儿童多动症

儿童多动症的特征是好动
、

注意力不集

中和学习差
,

属于天性的功能发育未全
、

情

感紊乱或散在性脑损害所致
。

目前认为环境

因素如食品中的人造调味剂和色素添加剂可

促发某种过敏反应类型的多动症
。

右旋苯丙

胺是治疗多动症的首选药物
,

但是有食欲减

退
、

失眠
、

面部改变等副作用
。

最近 Soh n ac
-

k en b e rg 报告
: 两杯咖啡 (相 当 于 200 ~

30 Om g ) 足使多动症儿童安静正常
,

既不需

要昂贵的药物治疗也不产生讨厌的副作用
。

( 二) 操狂精神病

定时给予碳酸铿是最有效的治疗
。

最近

证实这一古老药物不仅能平息躁狂发作并可

予防未来的严 重情绪波动
。

( 三) 记忆过程

给小鼠注射士 的宁
,

可使学习能力明显

改善
,

并有益于记忆
。

( 四 ) 周期性偏头痛

麦角胺可对抗脑血管扩张
,

是治疗偏头

痛的急性发作的首选用 药
。

与咖 啡 因
、

东

食若碱
、

阿托品等合用
,

则效果更好
。

( 五) 晕动病

如果在舟
、

车
、

飞机上症状持续存在
,

可考虑顿服小剂量东食若碱是有益的
。

( 六) 风湿病和关节炎

可用免疫抑制药如皮质激素 类
、

烷 化

剂
、

抗叶酸盐类等治疗
,

虽然常有较严重的

(一 ) 关节炎和风湿病

Jar vi
s
介绍一种佛蒙特州治疗关 节 炎

的民间药方
:
苹果汁醋

、

蜂蜜
、

卢 戈 氏液

(碘) 和P
ark elp (海藻) 片再加上精心 选

择的 日常饮食
。

显然这种治疗缺 乏 科 学 依

据
,

许多目前广为推荐的非正统验方同样缺

乏科学依据
。

美洲椒木(A
ralia raeem osa):柴拉基

几族人 (C h erok ees ) 和阿帕拉契 (A pp a
-

la ch ia n) 白人用这种植物的根煮茶
,
治 疗

背痛及风湿性关节炎
。

伞形梅笠草 (C h im
aph ila um bellata):

卡陶巴人 (C at aw b as ) 药用治疗背痛
。

兰龙胆 (G en tiana eatesbaei) : 卡

陶巴人用热水浸泡本植物的根
,

用其浸液治

疗背痛
。

美洲金缕 梅 (H am am elis virginia
-

n a) : 许多美洲印地安人将该植物 的 茎 和

叶煎汁
,

作擦剂外用治疗背痛
、

背部炎症
。

斑点香蜂草 (M on ard a punetata) :

卡陶巴人将本植物叶捣碎
,

放入冷 水 中 浸

泡
,

饮服浸液缓解背痛
。

美洲商陆(p h y t
o laee a a m e ric a n a ):

佛吉尼亚州巴蒙凯印地安 人 (P am u nk e y

in d i
a
ns ) 煮煎本种植物的果实代茶

,
饮服治

疗风湿病; 也内服治疗慢性风湿病
。

美洲血根草(S
angu inaria canad en

-

515):拉帕汗罗克人(R
ap pah a n n o。k s )和密

西西比河流域的印地安人用这种植物的浸液

作饮料
,

治疗风湿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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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惊威
、

痉挛
、

旅痛

曼陀罗 (D atura S tram on ium ):在欧

洲该植物的提取物和种子常用治躁狂症
、

癫

痈
、

优郁症
、

风湿病
、

惊厥和疯狂症
。

( 三 ) 抑制药和镇静药

构兰属多种植物(C y p
riped ium S pp )

:

这些植物曾被认为是有效的神经镇静药
,

并

广泛作家庭用药治疗瘾病
、

神经痛等
。

印地

安人用治各种神经疾患
,

并通过其止痛作用

治疗痣病发作
,

消除紧张和改善睡眠
。

粉色西番莲 (P
a ssiflo ra in c a rn a ta ) :

过去曾作为镇静剂治疗失眠
、

各种惊厥及痉

挛性疾病
。

又具有止痛作用
,

用治各种神经

痛
、

癫痛
。

目前仍是某些安眠药 片 的 组 成

分
。

撷草 (V aleriana offieinalis和华 氏

绿草 (V
.
w allieh ii): 颗草油有抑制整个中

枢神经系统作用
「

,

有些医生用它治疗瘾病
、

疑病
、

精神不安和失眠
,

另外还用作癫痈病

的抗惊厥剂
。

领草属植物中具有镇静作用的

主要成分是单菇烯化合物撷草素 (V al ep。
-

t r i
o t e s )

,

已在欧洲广泛使用
。

( 四 ) 发热

多花狗木(C
orn us flo rida) :从前乡村

医生的处方
,

常用该植物 的花
、

果实和茎皮

的浸液
、

,

制成苦味的饮料
,

治疗风寒发烧
。

这种治疗方法可从东美洲印地安人那里查询

到
,

他们早就应用狗木作解热剂
。

贯叶泽兰 (E u p a to riu m p e rfo lia t
-

u m ) : 从前的美国医生和印地安人都称赞这

种植物的抗间歇热
、

关节炎
、

痛风
、

癫痈作用
。

贯叶泽兰实际上是一种万应药
,

在当时比较

考究的家庭都备有此药 , 南部联邦军队亦曾

广泛饮用其热浸液退热和作奎宁的代用品
。

南部杨梅 (M y riea eerifera) : 路易

斯安那州的乔靠族人 (C ho eka w s) 水煮其

叶
、

茎
、

制成汤剂退热
。

伞房花耳草(O ld
en landia eory m b。 -

s a
)
:
在印度用其煎剂治疗弛张热如疟疾

、

波

状热; 将药液涂于手心和脚底缓解发热时的

烧灼感
。

又用作抗精神忧郁症
。

( 五 ) 头痛

长果银莲花(A
nem on e ey lind riea ):

麦斯克华克依族人 (M esk w a k is) 将 该 植

物根作茶剂
,

饮服治疗头痛和眩晕
。

深红天南星 (A
risa e m a a tro ru b e n s) :

帕尼人 (P aw n ees ) 将该植物的根 研 细
,

干燥; 将细粉撒在头部和太阳穴上止痛
。

胡薄荷 (H
edeo m a pulegioids): 印地

安人认为用这种植物治疗四肢任何部位的疼

痛都可产生迅速止痛的效果
。

安伦达加族人

(O n o n d a ga s) 用这种芳草制成茶 剂
,

饮

服治疗头痛
。

印地安人则搓擦其 同 属 植 物

H
. reverc h o n i的嫩枝

,
l曳其香味治疗持续

性头痛
。

臭箱 (S y m p l
o ea rp u s fo etid u s) :密克

马克人 (M icm acs ) 压榨其叶
,

吸入 刺 激

性油治疗头痛
。

然而服用过量的本种植物根

茎则引起恶心
、

呕吐
、

眩晕
、

视力模糊和头

痛
。

( 六) 失眠

蔓虎刺 (M iteh ella repens) : 美诺

密尼人 (M eno m in ee s) 服用这种植物叶片

的茶剂
,

治疗失眠
。

美洲茄 (S olan u m a m e ric“n ” m )
:

雷帕海诺克人 (R app ahanoeks) )}l大量水

浸泡少量叶片
,

饮服浸液治疗失眠
。

( 七) 精神病

W at t列举了19 种治疗精神病的非 洲 植

物药
。

其中着重地提到无毛花铁屎米 (C
an-

th ium gla briflorum ) 的根
、

叶和毛马槟

榔 (C a p p a ris to m en to sa ) l
’

:勺茎皮
。

还提

到美洲人对一些疾病如瘾病
、

健忘症和眩晕

的其它疗法
。

( J 、) 神经痛

最近印度人用一种当地药方与异烟胁配

合治疗三叉神经痛取得极好疗效
。

这种 专利

药片的组成包括
:
摩氏 马 槟榔 (C a p p a ris

育

一 26 一



杏

m oonii) 、

二雌云实(C
aesalpinia d igy

-

na)
、

催眠茄 (W ith
ania som n ifera )

、

心叶青牛胆 (T inosp ora eordifolia)
、

大

蒜和其它植物
,

但不知那一种植物或那几种

植物的复方组分对这种外周神经 痛 是 必 需

的
。

( 参考女献25篇
,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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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 政译 苏中武删 节并校 张紫洞审

氯霉素老药新用的瞻望

减
‘

D w i
g

h
t

A

.

P

o

w

e

n 等(美国
,

俄亥俄 州大学医 药学院 )

氯霉素是过去几年来在临床应用上重新

复活的少数抗生素之一
。

尽管该药已流行了

20多年
,

由于严重的不良反应
,

它的应用已

经受 到限制
。

然而
,

随着流感嗜血杆菌b 型

菌株对氨节青霉素产生抗药性
,

本品用于治

疗年幼儿童细菌性脑膜炎已承担了重要的第

一线药物的作用
,

目前在抗氨节青霉素的b

型流感lls 血杆菌引起的感染治疗中是一种首

选药物
。

因此
,

最近有许多关于应用较新分

析技术检验并重新阐述氯霉素
、

棕桐酸氯霉

素
、

珑拍酸氯霉素药物动力学文章的报道
。

本文的垂点是就药物生物利用度和代谢的新

观点去综述氯霉素的临床应用
,

特别对婴儿

和儿童
。

醋化形式
,

必须水解成氯霉素才能获致生物

活性
。

氯霉素的抗菌作用取决于它对细菌核蛋

白体50
5
亚基的结合

。

这种结合可阻止 一 个

完全的氨酞转移R N A 同菌核蛋 白体 连 接
,

从而抑制了肤链的形成
。

氯霉素可逆地结合

到核蛋白体的蛋白部份
,

当每一个核蛋白体

结合一个氯霉素分 子时
,

则蛋白质合成的抑

制似达最大限度
。

抗菌谱

药理作用

氯霉素 的化学结构中含有硝基苯环连接

于丙二醇和结合二氯醋酸衍生物 的 酸 胺 基

团
。

本品的抗菌活性取决于完整的丙二醇和

二氯醋酸部份
。

它是脂溶性分子
,

在水中最

大l为溶解度25℃时为2
.
5一 4 m g / m l

。

墟拍

酸轼毒索和棕搁酸抓霉素是木占广
;
两种有效的

氯霉素的抗菌活性是广谱的
。

在体外能

抑制大多数革兰 氏阳性和革兰 氏阴性菌的繁

殖 (表 1 )
。

虽然早期的研究认为本品确是

一种抑菌剂
,

但新近的资料证明对重要的人

类致病菌如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具有

杀菌活性
。

R
a
h

a
l和 S im b erk o ff指 出

,

用

0
.
78卜g / m l的浓度能100 % 地杀死 n 种菌株

的流感嗜血杆菌; 用 12
.
5协g / m l的浓 度 能

10 0 % 地杀死10 种菌株的肺炎链球菌
。

而 另

一种重要的人类致病菌即脑膜炎双球菌则要

在50卜g / m l以上的浓度才
’

能杀死 ; 不 过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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