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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素 的 临 床 应 用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 都 码 起

维生素 自被
 ! 一 发

现并命名生育酚以来一直受到重视
。

生育酚

本来是
一 、

日
一 、

丫一及。一的混合 物
,

其活 性

以 一最强
,

即目前 所 谓
,

天 然 产为

型
,

合成者为
一
型

。

及其醋酸或烟酸醋

类具有相同的药理作用
。

药物动力学

及其醋类口服后均易由小肠吸收
,

但

加大剂量吸收率减少
。

如剂量 吸收 士

,

吸收率为 士 男 剂 量

吸收 士
,

吸收率为 士 ,

当剂量增至 时
,

其吸收量则为

士
,

吸收率也减为 士
。

服

后 小时生效
,

‘

小时最高
,

小时仍有效
。

血清中 主要 为
一
醋 蛋 白

中 含量为 上
。

可 分 布于各组

织
,

以肾上腺中最高
。

美国人每 日对 摄 取

标准是 乳儿
,

一 岁
,

一

岁
,

一 岁
,

岁 以 上 为
,

但 岁以上男性和怀孕
、

哺乳的妇女

为
。

若高于此量 倍给药
,

则其盯内

贮量比平常多出 倍
,

其它器官也高出

倍
。

粪中排泄  !
,

尿 中 排 泄  
。

药理作用

抗氧化作 用 是 机体 中 最 重

要的抗氧化剂
。

对线粒 体
、

内 胞 浆
、 网 状

组织和浆膜的磷脂均有殊特的亲和性
,

能在

这些特定部位防止游离基等诱发脂质过度氧

化
。

因为过氧化脂质可与蛋白结合为蜡样质
,

进而又同溶酶体

形成醋褐质
,

对 神 经
、

心

脏
、

肝脏
、

肾上腺皮质等细胞极为有害
。

不仅

引起线粒体膜变
、

溶酶体不稳
、

细胞功能受

阻
,

还可造成器官和组织退化
、

萎缩
、

衰老

和死亡
。

然而现代研究证明
,

给以 则 可

预防这种危害而延长机体寿命
,

并且对于 已

在脑组织等细胞堆积的脂褐质也能消除
。

稳定细胞膜 能抑制 胞膜的脆

性
,

使之强化与稳定
,

保护细胞结构完整
,

并

可阻止过氧化氢的溶血作用
,

使红细胞免遭

破坏
。

促进循环 能改善毛细血管的

弹性与通透性
,

增加血流
,

保持循环旺盛
,

且有利尿作用
。

参与酶系作用 对某些分解代

谢酶 如脱氧核糖核酸酶
、

‘

核糖核酸酶
、

芳

香基硫酸醋酶
、

组织蛋 白酶
、

肌酸 磷 酸 激

酶 有抑制作用
,

对含琉基酶则有 保 护 作

用
。

既可使间叶组织酶系失衡恢复正常
,

又

可对胆碱醋酶
、

唬拍酸脱氢酶
、

透 明 质 酸

酶
、

呼吸酶系
、

脂酸氧化酶等施加影响
。

调节内分泌 能用作于脑垂 体

和肾上腺系统
,

使内分泌活化
。

可以调节垂体

前叶机能
,

并对间脑和垂体系及各内分泌之

间均有调节作用
。

此外
,

对垂体前 叶 分 泌

 也有 促 进作 用
。

。

降低耗氧量 能降低机体 组 织

呼吸的基础代谢
,

使耗氧量减少 如 骨骼约

告
,

脑及胎儿组织告
,

肾含
,

因此可以提

高氧的利用率
、

缺氧时的耐受力及心肌代谢

的应激力
。

溶解血栓 能阻抑维生 素 及

凝血因子
、

姐的活性
,

抗血小板聚集
,

促

进纤维溶解
,

因此
,

对心肌梗塞颇有疗

效且可修复瘫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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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血脂 尤其是烟酸 醋
,

可

促进胆固醇代谢转运
,

降低血中含量
。

此外

对于过氧化脂质
、

中性脂肪和脂蛋 白代谢
,

特别是高密度脂蛋 白  与胆固醇的

升高也可改善
。

一
解毒防卫 能对抗烷基汞化物对

于神经纤维
、

胶原细胞
、

成纤维细胞等的抑

制作用与臭氧引起的肺上皮细咆损伤
,

并能

解除某些药物 如 四氯化碳
、

苯
、

毗咤
、

扑

热息痛
、

阿片
、

洋地黄
、

毒毛旋花子试
、

铁

剂
、

维生素
、

乙醇
、

阿霉 素
、

丝 裂 霉 素

等 对于主要脏器的毒害作用
。

此外 对

于放射线损伤也有防卫作用
。

,

杭肿瘤作用 据报道游离基不仅可

诱发脂质过度氧化
,

它对细胞也可造成很大

破坏
,

能引起遗传变异或者导致癌 症 等 疾

病
。

某些致癌物质在体内可 以形成游离基
,

一

旦这些游离基与细胞中的  结合
,

就 会

扰乱细胞正常分化
,

从而引起 细 胞 癌 变
。

给予 则可以抑制游离基的形成
,

从而保

护细胞的正常分化
,

故有抗癌 作 用
。

因 此

亦称为游离基清除剂
。

的体内作用是极为广泛和非常重要

的
。

为脂溶性维生素
,

一 般 配 制 成 胶

丸
、 一

片剂或油性注射液等
。

国外也有配制成

水分散性粉末或颗粒
、

乳剂以及水性注射液

的
。

临床适应症与用法
。

循环 系统 动脉硬化症
、

心绞痛
、

心肌梗塞 日 急性肾炎
、

亚急

性肾炎 贝 日
。

消化 系统 急性黄痘性肝萎缩

日
,

分 次肌注
,

并给含有维生素
,

及 的补液 慢性肝炎
、

肝硬变  

日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 日歹

肌注
。

。

血液 系统 贫 血 。怪 日 , 急 往

铁中毒 日
。

。

内分泌 系统 糖尿病 日 不

妊症 日 女 及 日

男 , 妊娠中毒定 日 月经 紊 乱

日 更年 期 综 合 征

日
。

代谢异常 毗咯紫质沉着症

日, 风湿病 与胶原病 日
。

神经肌肉系统 肌营 养 不 良

日 肌萎缩性侧索硬化 症 日 ,

脑水肿 日 下肢 痉挛

日
。

外科 系统 静脉血栓症及血栓性静

脉炎 日
,

肌注 日后
,

日口服 ,末梢闭合性动脉炎 日

间歇性跋行 日 乳腺病 日,

骨萎缩综合征  日 大骨节病

肌注或 日口服
。

。

精神神经系统 儿童 智力底下
  二 日

,

宜与维生素  

日同服 , 神经官能症
、

癫痛
、

植物神经紊乱
,

恐怖症
、

夜间不安
、

记忆力减退
、

运动神经

元疾病
、

面肌抽搐
、

家族性遗传性共济失调

症  ! ∀ 日
。

9

.

眼科 系统
:
糖尿病性视网膜症

、

中

心性视网膜炎30 0~ 600 m g/日
。

10

.

耳弃咽喉系统
:
臭鼻症

、

萎缩性鼻

炎60 ~ 150 m g /日
, 听力减退

、

美尼尔氏症
、

血管性内耳障碍420 m g/日
。

n

。

口腔 系统: 牙周 炎
、

口 腔 炎
、

口

疮
、

牙根膜炎
、

齿槽脓肿300~ 6000 9/日
,

含服
。

12

.

皮肤 系统: 红斑狼疮
、

皮肤肌炎
、

环状红斑
、

多形浸出性红斑
、

结节性红斑
、

手足发给
、

静脉瘤症侯 群
、

下肢 溃 疡
、

湿

疹
、

皮炎
、

中毒疹
、

角化症
、

月经疹
、

阴门

痉痒及外阴萎缩
、

福一福二氏病
、

紫斑病
、

冻疮
、

烫伤
、

创伤瘫痕
、

先天性表 皮 大 泡

症
、 一

糖尽,丙性友肤了丙 、

寒
子
.
令

尸

禽豁雇下丢多
、 荃寻j 受已

) 七

水肿以及皮肤外琳症
、

座 疮
、

褥 疮
、

银 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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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

类银屑病
、

脱发等均以4 00 一60 o m g/ 日

开始
,

显效后减为300 ~ 40 om 灯日
,

至症状

消退再给20 0~ 30 Om g/ 日维持一定 时 间
,

必要时配合局部用药
。

1 3

.

其它
: 乳癌术后X 线照射所致溃疡

及子宫颈癌60 A
。照射期间300 m g/日

。

注意事项

1 . 一般注意
:
¹ 服用期间可有食欲不

振
、

胃部不适
、

腹泻或便秘
,

罕见发疹; º

大剂量可引起血压升高
、

疲劳
、

乏力
。

如大

量半年以上则易引起血小板聚集及 血 栓 形

成; » 肌注可有局部红肿
,

界于生理盐水与

维生素A 之间; ¼ 通常开始剂量较大而后 酌

减
,

但对心脏病患者等则不然; ¾ 疗程多需

数周 ~ 数月
,

病情稳定或解除即应停药
;
À

除有特指用法均为口 服
,

并宜分次给药
。

2

.

相 互作用
:
¹ 与华法令并用可导致

出血倾向
;
º 与维生素A

、

B

、

C 以及 蛋氨

酸
、

谷氨酸
、

无机盐
、

微量元素 (如硒) 等

可组成抗衰老药剂; » 与维生素A 或胰岛素

并用可使后者效果增强 ; ¼ 与无机铁剂同服

能丧失活性 ; ½ 与维生素K 并用可致后者作

用受阻; À 与雌激素并用造成血栓形成机会

增多 ,
¿ 与亚油酸或烟酸并用可获 协 同 作

用; À 与止血环酸并用治疗胃溃痛 效 果 较

好
,

且有优 良的蛋白分解酶作用和抑制凝血

晦作用
。

( 参考文南欠玲篇略)

维 生 素 E 缺 乏

维生素E 缺乏是 目前出现的某些致 残神

经综合症的一个重要原因
。

维生素E 是 脂溶

性的
,

其吸收则依赖胆盐
。

自1922年发现它

是对大鼠正常生殖功能所必需的要素后
,

通

过各种动物实验表明
,

维生素E 缺乏会 引起

一种无痛的肌萎缩
、

近侧肌无力 以 及 与肌

肉
、

脊髓 (特别是后脊柱) 退变相一致的组

织形态学的综合症
。

这些损害的严重性与维

生素E 缺乏的持续时间和动物的成熟密 切相

关
。

由于维生素E充分
,

则年幼的动物 恢复

得更快
,

比成熟的动物更好
。

人类与维生素E 缺乏有关的神经综 合症

首先在缺日一脂蛋白血症观察到
。

在 过 去的

十年左右
,

来自M ul l
er
等人和其它 研 究小

组的一系列报告指示
,

维生素 E 缺 乏 和缺

日一 脂蛋 白症的脊髓小脑综合症及其它脂质

吸收障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
。

缺 p 一脂

蛋白血症是由于脱辅基 蛋 白 一日的 完 全缺

乏
,

因而 导致脂质和维 生 素A
、

D

、

E 及K

的吸收障碍
。

运动失调
、

眼球 震 颤
、

视 网

膜色素沉着
、

本体感觉损害
、

无 反 射 及眼

肌麻痹等不断发展着的一种神 经 综 合 症实

际上全都影 响着20 岁年龄的 患 者
。

M tll 1
e r

等人随访了 8 个这样的 病 人 (其 中 4 人有

神经症状 ) 达 15 年
。

需要 口服 很 大 剂 量的

维生素E 才可获得可检测的血清维生 素 E 浓

度
,

同时也获得正常的体外过 氧 化 物 诱导

的红细胞溶血 一一种充分的维生素组织浓度

的指示
。

用这样的治疗法神经病的症状是可

以防止或好转的
。

由于维生素E 缺乏而引起的青健小 脑综

合症也见于患有先天性胆汁郁积
、

囊性纤维

病变
、

大块的回肠切除及盲曲 综 合 症 的病

人
。

同样维生素E 的补充已引 起 明 显 的 改

善
。

N
e

l
s o n 研究 了在这些情况下 的 尸 体解

剖材料的神经病理变化
,

并认为与缺 日一脂

蛋白血症和在缺乏维生素E 的动物中观 察到

的那些情况是极为相似
。

这些变化包括脊髓

后柱的感觉轴突
、

感觉根以及外周神经 的退

变和丧失
。

自从6。年代中期运用维生素 E 治

疗此类病人后
,

在尸体解剖材料中的神经病

理变化似乎已变得不明显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