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是大麻对狗的作用有质的不同
。

另外许

多毒物对动物的灵感性随季节而有颇大的变

化
。

��� 耐受性就是对毒物缺 乏反 应
,

这

可能是部分的或完全的
,

可能是先天的也可

能是后天获得的
。

天然耐受性是某些人种和

动物具有的
,

而不是某些个体特有的
。

它意

味着天生就能免除一种毒物的作用
。

大鼠对

洋地黄
、

鸟对鸦片
、

啮齿动物对催吐剂
、

食

草动物对阿托品均有非常大的耐受性
。

刺猾

能对抗毒物如 吗啡
、

尼古丁
、

阿托品
、

氰化

物和亚砷酸盐
,

但对士的宁则不行
,

这一点

不能解释
。

天然耐受性可能由于组织自身中

和毒素的能力或排 泄能力大于吸收的能力
,

例如箭毒
。

后天耐受性是 由于习惯过程的产生
,

这

是由于增加毒物的剂量并反复给药 而 形 成

的
。

机体并非开始就有耐受性
,

但逐渐地建

立起来
,

其组织能逐步锻炼如何去处理
。

因

此它不同于细胞培养的天然耐受性
。

后天耐

受性最常见的例子是鸦片成瘾者
,

他每天能

服用� � �格令 �� � � 或更多
。

耐受性也不同于因抗毒素引起的免疫
。

不过抗毒素形成是一种后天耐受性的例证
。

据信这只限于蛋白质类
,

不过在某些贰
、

毒

覃和蛇毒也得到证明
。

这在生物碱类中尚无

所知
。

� 蓄积作用

已能证明某些毒物排泄比其 吸 收 更迅

速
,

因此它在一定时间内难以在血液中达到

一定浓度和产生特殊的疗效
。

口服或注射箭

毒就是一个例子
。

蓄积确与此作用相反
,

某

些药品 �洋地黄
、

吐根碱等� 反复小剂量给

药则会产生一些类似大剂量吸收或排泄不足

的突然症状
。

所有这些药物在给予每次剂量

后没有得到排泄或破坏
,

而其中一部分仍留

在系统内
,

最后达到出现中毒症状的浓度
。

有人认为蓄积作用是
“
累加作用

” ,

未必是

由于药物在组织中的蓄积
。

据说在持续给药

时
,

动物对士的宁的敏感性增加
,

但士的宁

排泄非常慢
,

因此敏感性增加可能是由于药

物在组织中蓄积而不是累加效果
。

〔� � �� � � � 砚 � � �� � � � � � �� � �� �� 印度有毒

植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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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
·

维 生 素 � 与 化 妆 品 配 合 使 用

维生素 �是� � � �年发现的维生素
,

为机体正常

活动所必需
。

而且维生素它不但能口服摄取
,

也容

易经皮肤吸收
。 ‘

已主要从粪便中排出
,

尿中非常少
。

维生素它的生理作用是对机体的细胞膜代谢过

程中产生游离基所受到的损害加以防护
,

亦即能够

成为氧化防止剂
。

维生素它在机体内能产生各种游离基团
,

�
· 、

� � �
· ,

它们能从脂质透过生物膜
,

例如有维生素
� 类的物质存在时

,

与游离基进行反应
,

能被转换

成无害的 � � � �
。

维生素 � 向来是用作皮肤润湿剂而调配在化妆

品中
,

但从上述的生理作用来看
,

很可能有其它方

面更加显著的效果
。

首先是用作润湿剂 的 效 果
,

将 含 有 � �
、

�
�

��和 � �的三种维生素它醋酸盐乳剂涂于 人体

的皮肤
,

再将皮肤水分的蒸散量 �� � � � � 进行

测定报出结果
。

据此再用 � �的乳齐�
,

涂抹 � 日
,

每 日 � 次
,

然后对照比较 � � �� 不少于 �� 写
。

紫外线照射皮肤能够产生游离基
,

这种游离基

会带来各种副作用
,

例如对鸟氨酸脱装酶 �� � � �

的影响
,

据报道维生素它可以防止之
。

因此在防止 日

晒的化妆品中配有维生素� 制剂是非常有价值的
。

不仅是皮肤就是机体也会产生游离基并促进老
化

,

也就是游离基可生成过氧化脂质
,

这个脂质分解

成丙二酸二醛�� � 人 �
。

� � � 与皮肤的胶原进行反

应
,

产生交联的高分子
,

其结果使皮肤的弹性减低
。

有人报道用 � �维生素它醋酸盐涂抹皮肤时
,

� � � 的生成能减少�� � �� �
。

又据报道
,

对皮肤的滑流来说
,

用 � �维生素

它醋酸盐乳剂涂抹进行对照比较
,

也能改善��  
。

由于维生素它在皮肤上的贮存量并不很高
,

所

以要从外部补给
,

才能获得上述的各种的 预 期 效

果
。

〔 《药事月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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