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浆适量 用水配至 份
“ “ 。

用北美敛茶树的叶和芽提取得的一种有

效成分
,

能医治橡树毒刺激并引起的皮肤或

粘膜炎症
。

用药形式可以是软膏
、

洗剂
、

油

膏
、

皂液及喷雾剂等
。

这种有效成分的提取

方法如下 将北美敛茶树的叶或芽先磨碎浸

在提取液中
,

提取液可以是水
、

乙醚
、

丙酮
、

氯仿
、

甲醇
、

乙醇
、

甲乙酮
、

醋酸乙醋
、

甲

酸乙醋等
,

然后浓缩提取液并获得粉末状产

物
。

一种治疗胃溃疡的新药 含有 以下三种有

效成分
‘ 、

丁香和甘草
。

这 三 种 成

分各自对胃溃疡均无效
,

合用时则有明显效

果
。

这种新药可作成片
、

粉
、

胶囊
、

颗粒
、

等剂型
““ 。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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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度 有 毒 植 物 三

四
、

毒物的作用

毒物通过作用于细胞而改变其正常功能

活动
。

作用于细胞的效应特点是兴 奋 或 抑

制
,

而这些功能可使机体完全毁灭或死亡
。

毒效产生的变化是定量的
。

增加刺激或过度

刺激使细胞的功能活动减弱以至逐渐衰竭
,

最后作用完全停止或麻痹
。

从这个阶段细胞

功能可能恢复
,

也可能不能恢复
,

因此过度

刺激可能导致机体组织的实际死亡和崩解
,

关于正常机能活动的抑制
,

已熟知某些毒物

能使正常细胞活性显著下降
,

甚至导致完全

停止或麻痹
,

这些可能恢复或不能恢复
。

毒物的作用可能是 局部作用 ,

 全身作用 , 远期作用或三者之

结合
。

毒物的局部作用是在进入循环 系 统 以

前
,

未被吸收
,

往往是在应用部位产生的作

用
。

全身或系统作用是 由于它通过循环系统

对某些器官产生的选择亲和性所致
。

局部作

用的产生是由于其应用于皮肤
、

消化道
、

呼

吸道和其它粘膜所致
,

而毒物在皮下注射时

也可能发生在皮下组织中
。

很多植物口服对

胃肠道粘膜有刺激作用
。

某些情况下反应剧

烈以致粘膜毁坏
,

结果吸收机制发生了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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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庚蜘 毒性物质二般出现于清化道
,

但不

经完撼的粘膜吸收
,

直接进入系统而表现出

毒性作用
。

这种情况下刺激性毒物即使不会

致命
,

也可由于间接方式而使机体死亡
。

某些器官和组织仅在和毒物接触时发生

直接变化
。

但是机体的一部分改变必须是这

些器官和药物没有特殊亲和力
,

这是 由于经

过神经传递的冲动或远端器官的营养和循环

导致的变化
。

这些继发性变化不是由于毒物

对有关器官的直接作用
,

而是已知的远端或

间接作用
。

多数毒物对某些器官有亲和性
,

例如有

些仅对心脏有影响
,

有些对中枢神经系统有

影响
,

有些则作用于不同器官运动神经的末

端
。

影响血液的毒物会引起溶血或进入红血

球
,

并以其它方法取代氧
,

所有这些病例均

死于窒息
。

不同的毒物对中枢神经系统不同

部位会有影响
,

例如阿托品兴奋大脑而吗啡

主要抑制大脑 士的宁作用于脊髓而毛果芸

香碱或毒扁豆碱作用于神经末稍
。

呼吸
、

消

化和泌尿生殖系统也受特殊毒物的影响
。

而

且某些毒物在一个较长的潜伏期 才 产生 效

应
。

毒物作用的环境影响

毒物对机体的影响实质上常受到许多环

境的影响
,

通常可分为二类 有关毒

物自身及其应用途径
,

有关个体
。

为了使一种物质能作为毒物
,

它

必须能进入血液或换言之它必须是可溶 的
。

因此很明显完全不溶的物质是不可能成为 毒

物的
。

固体形式的毒物产生毒性是缓慢而 微

弱的
,

例如药丸和药片的作用就 比较慢
。

毒物进入已充满固体食品的胃中时
,

通

常溶解较慢
,

吸收较慢
,

以致产生的效果也

较慢
,

通常与空 胃给药相比不那么严重
。

这

个毒理学的事实常常很重要
,

它能解释许多

毒物的作用有时是异常的 ,

实际上毒物无论以何种方式进入循环系

统都能产生相似的效果
,

这是一条规律
,

唯

一不向点是吸收速度的变异性
。

不过在少数

情况下
,

毒物进入途径确实影响其作用
。

例

如箭毒口服只产生轻度的毒性
,

但注射就产

生强烈的毒性
。

皂试的情况也是如此
。

毒物进入体内的途径决不是无 关 紧 要

的
,

进入的途径影响毒物的作用
,

并依赖不

同组织的吸收度和血管供应状态而变化
。

这

就影响毒物进入血流的速度而产生作用的不

同程度
。

毒物作用实际还依赖其作用细胞中的浓

度
。

浓度主要依靠服用剂量
,

但也受到吸收

速度和机体消除毒物的速度或将其变为无效

形式等影响
。

因此小剂量多次给药不能产生

与一次给药同样剂量所形成的症状
。

影响毒物效果的个体的主要状 况

有下述几项
。

组织的兴奋性受到很炙清况的影响
,

这

些又可分为生理和病理两类
。

生理过程依赖于排泄的速率
、

个人的状

况 月经期
、

孕期
、

哺乳期
、

营养状况
、

年龄
、

性别
、

习性和特异性体质等因素
。

暂

时的情况也会影响毒物的活性
,

因此饭后毒

物吸收比较慢
,

毒物稀释后局部刺激作用也

不明显
。

病理状况能相当广泛的影响 毒 物 的 作

用
,

因此在胃受到一定影响的情况下很少甚

至不能吸收
。

当然呕吐和腹泻由于可使它从

消化道很快排除
,

即可减轻了毒性作用
。

不同人的敏感性是不一样 的
。

相 同 年

龄
、

性别
、

人种和体重的两个个体对相同剂

量的同一种毒物反应不一样
。

这是机体对环

境变化的 自然反应的例子多 有些是 过 敏 反

应
,

而有些则对相同的刺激反应较小
。

不过

有些特殊变异程度是激烈的
,

但这仅限于某

些特殊的毒物和药物
。

根据下述因素可以分

为二类
。

特异性体质是异常的特殊反 应
,

这仅见于个别人的反应
,

通常是某些副作用

的加重
。

动物对于特异性的表现是显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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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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英文 〕

崔 熙译 苏中式校 张紫洞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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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日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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