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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厂生产的
,

内含解热镇痛作用的扑热息痛
,

解 除 鼻粘 膜充 血 的盐 酸 伪麻 黄 碱
,

镇咳的澳酸美沙芬 和抗组胺的

马来酸扑尔敏
,

所以能减轻鼻部充血
、

咳

嗽
,

停止流涕
,

防止打喷嚏
,

并能解热镇痛
,

消

除因感 冒和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不适
。

能有

效缓解感 冒的咽喉痛
、

发热
、

鼻塞
、

喷嚏
、

咳嗽

等症状
。

该产品将于 年 月获准在我

国生产 原由美 国强生公司进 口
。

分别有成

人和儿童两种规格
。

十 四
、

中西药复方制 剂类杭感 胃药物

如维 银翘片
、

感 冒灵片
、

感 冒清胶囊
、

重感

灵片等
,

大都以解热镇痛 西药扑热息痛和清

热解毒中药金银花
、

连翘
、

板兰根等为主要成

分组成的复方制剂
。

十五
、

纯 中药制 剂的 中成药类杭 感冒药

物 如羚羊感 冒片
、

银 翘解毒丸
、

板兰 根冲

剂
、

柴胡饮冲剂
、

清热解毒 口 服液
、

抗病毒 口

服液等
。

本类 药物大都作用缓慢
,

多作为预

防药或感冒初起的治疗
。

综上所述
,

尽管抗感冒药物品种繁多
,

每

种药物都有其优点和缺点
。

结合临床症状
,

根据药物处方
,

合理选用才是良策
,

决不可盲

目使用
,

特别是同时使用多种抗感冒药物
,

以

免小病大治
,

以致小病未除
,

又添新病
。

本文 中所述处方中药物剂量均为每片或

每粒的含量
。

构祀多糖的免疫调节作用

宋炳生 杨玉 龙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南京    

摘要 构祀多糖是从构祀子中提取的一种生物活性物质
,

具有促进
、 、 、

和 等免疫细胞

功能
,

促进
、

和  , 等细胞因子产生
,

增强荷瘤
、

化疗与辐射损伤小鼠免疫功能及调节神经 内分泌

免疫调节 网络的作用
。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构祀多糖免疫调节作用研究的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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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祀子是一 味传统的滋补中药
,

广泛 用 于抗衰老和抗肿瘤疾病
。

其主要活性成份为



构祀多糖 (L yeium B arbarum Pol”aeeharid e
,

LB
P)

。

近年来的研究韦 明
,

L B P 具有显著的

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
。

本文对此作一概

述
。

一
、

LB

P 对机体免疫系统的影响

(一 )对淋 巴细胞的影响
.
T 淋巴细胞负责细胞免疫

。

L B P 具有显

著促进小鼠胸腺 T 细胞增殖 的作用
。

小 鼠

单独给予 50 一 20 0 比岁kg X 7d (ip)的 LB P 可

增加
3H

一

T d R 掺 入胸腺细胞 的数量
,

10
0 m g

/

k g 剂量时作 用最 强
。

在低 剂量 (5 一 10 m g /

吨)下
,

L B P 单用无上述作用
,

但如与 10 阳/

m l的 Co
nA 合用则可增强 由 Co

nA 诱导的胸

腺淋 巴细胞 增殖反 应[1]
。

体外试 验也证实

LB
P 对 C冶n A 活化的小鼠胸腺 细胞有明显的

促进 增 殖 作 用
。

LB

P 浓 度 为 156 拌g / m l,

Co nA 浓度为 3 和 5拌以ml 时
, ”

H-
T d R 掺 入

值 (cP m )比 co nA 对 照 组 有 明 显 提 高[2]
。

LB

P 还促进胸腺 T 淋 巴细胞 向外周血 中释

放
。

小 鼠给予 5 一 SO m g / k g X 7 d ( ip ) 的 LB
p

观察到外周血中 T 淋 巴细胞百分数 由 65 %

增至 81 % 左右 (A N
AE 染色 法)[

‘〕
。

LB

P 也

有增强脾脏 T 淋 巴 细胞增殖 的功能
。

体外

试验单用 L B P 就可观察到 这一作用
。

体内

在 Co
nA 存在下

,

小鼠给予 5 和 10 m 酬kg X

7d (ip ) 的 LB
p ”

H- 刊R 掺 入 值 (cpm ) 由

28410 士 3 1 1 0 分 别提 高到 64870 士 2 5 7 1 和

37 354 士2 6 2 0 [3 ]
。

L B P 对细菌脂多糖 (LPS) 诱导的 B 淋 巴

细胞也有促增殖作 用
。

体外试验
,

LB

P 浓度

为 1250拜岁m l时
,

3

环T叔 掺入值(cpm )由对

照组 的 3587 士 一9 7 提高到 62 15 士 7 2 7 [2]
,

作

用呈双 向性
。

高浓度 (10
“ Z

m 岁m l) 时抑 制
,

低浓度 (10
一 4

和 10
“ s

m g
/ m l) 时则有促 进作

用[4]。

怀)对 N K 和
CT

L 细胞的影响

N K 细胞是生物体 内天然存在的非特异

性免疫杀伤细胞
。

它在宿主的免疫监视功能

上起 重要作 用
。

L B P 具有 增强 N K 细 胞功

能的作用
。

正 常小鼠给予 sm g/kg X 3d (ip )

的 LBP
,

其脾 N K 细胞 的杀伤率由对照组的

12
.
4% 增 至 17

.
7 % 。

L B P 也增 强细胞毒性

T 淋 巴细胞(C T L )的杀伤功能
。

Ps
1 5 细胞免

疫小 鼠给予 stn 岁kg 只 7 d ( ip
) 的 LB p

,

结果

cT
L 特 异 杀 伤率 由 33 % 提 高 到 67 % [3]

。

LB

P 还能对抗环磷酞胺 (
。y ) 对小鼠 N K 细胞

和 C T L 细胞 的免疫抑制作用
。

正常小鼠用

50 m 岁kg(sc )衡处理后脾 N K 细胞杀伤率由

12
.
4 % 降至 9

.
5 %

。

若与 IOm g/kg x sd(ip)

的 LBP 合用则提高到 15
.
3 %

。

Ps

1 5

细胞 免

疫小鼠用 50 m g/kg(sc )的 Cy 处理后 C T L 活

性受 到 显 著 抑 制
,

抑 制 率 达 51 % 。

如 与

sm 岁魄 X
6d (ip)的 LB

P 合用则抑制 率降至

19 %
o

(三)对 巨噬细胞 (M ? )的 影响

M ? 在免疫学应答 中是一类十分重要的

细胞
。

它参 考 了机体非特异性和特 异性 免

疫
,

在肿瘤免疫中也有重要作用
。

LB

P 具有

增加 M ? 吞噬作用的功能
。

近年来研究认为

M ? 的免疫功能 与其表面 的 马 b 和 Fc 受体

的数量及 活力有关
。

运用 Y C 花环试 验和

EA 花环试 验
,

证 实正常小 鼠用 10 m 岁kg x

7d( ip)的 LBP 灌胃
,

Y C 花环和 E A 花环形成

率分别由 驼
.
5 士5

.
4 % 和 41

.
3 士 10

.
5 % 增加

到 54 士 1 1
.
5 % 和 69

.
8 士 1 0

.
6 8 %

,

表 明 LB P

能显著增加 M ? 表 面 几b 和 Fc 受体的数量

与活性[51。

( 四 )对 IL
一

2 和 IL
一

3 的影响

IL
,

2 和 IL
一

3 等细胞 因子在 机体免疫功

能中具有重要 作用
。

I L

一

2 活性降低是机体

衰老的重 要标志之一
。

LB

P 有促进 IL
一

2 产

生及 IR
一

Z R 表达 的作用[6]
。

已 经发现拘祀

提取物对 IL- 2 有双 向调节作 用
。

当浓度 为

10 一 s m g / m l
,

对丝裂原诱导 的 T
、

B 淋 巴细

胞增殖及 IL- 2 的产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4]
。

LB

P 在低剂 量下即可促进 脾细胞 的转化反

应
。

在 4拌g/ m l Co
n A 协 同作 用 下 10拌g / m l

浓度 的 LB P 可显著增 加成年和老龄 (1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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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小鼠脾细胞 IL
一

2 的分泌
。

尤其可使老龄

小鼠的 IL
一

2 活性大 大提高
,

达成 年小 鼠水

平[7]
。

L B P 对 IL
一

3 的分 泌也 有双 向调节作

用
。

低浓度促进 IL
一

3 的分泌
,

高浓度则降低

IL- 3 水平[“]
。

二
、

LB

P 抗肿瘤作用及其机理

L BP 具有抑制 肿瘤生 长的作 用
。

其抑

瘤作用机理主要是增强宿主免疫防御系统的

功能
。

S
, 8 。

荷瘤小 鼠给予 10
、

2 0

、

5 0 昭/kg X

7d( ip)的 LB
P 后剂量 依 赖性地 抑制 瘤重

。

抑制率依次为 51
.
7 %

,

56
% 和 73

.
7 % [9]

。

抑

制瘤重的同时恢复和提高脾细胞数 目
。

高剂

量 LB P 明显提高荷瘤鼠脾活化 T 细胞增殖

能力
。

此外
,

L B P 也促进荷 瘤 鼠的 N K 细胞

活性
,

提 高 T N巧 的 水 平
。

当 给 予 20 和

so m g/k g X 7d (ip )的 LB p 后 51 5。
荷瘤小 鼠脾

N K 细胞 和 T N 凡 的水 平恢复超 过 正常水

平[9]。

L B P 也有增强 伽 抑制 51 8。
荷瘤小 鼠肿

瘤生长的作用 [’“〕
。

荷瘤鼠给予 25 m g/k g x

2d( sc ) 的 Cy 抑 瘤 率 为 31 %
。

如 同时 给予

lom g压9 X 7d ( ip ) 的 LB
p 则 抑 瘤 率 增 至

47 %
。

当 街 使 用无 明显抑 瘤 作 用的剂 量

(sc
,

1 2

.

s m g
/ k g

) 时则 LB
P 协 同抗瘤的作 用

更加明显
,

抑瘤率由 14 % 增至 54 %
。

与此同

时
,

荷瘤小 鼠的免疫功能也 明显改 善
。

小 鼠

接种瘤细胞二天后给予 10 m g/kg X 7 d( ip )的

LB
P 可 使 脾 T 淋 巴 细 胞

3H
一

Td

R 掺 入 值

(cpm )由 139 士6 2 提高到 5581 土7 8 3
。

小鼠给予 40m g/kg X 7 d (ip )的 LB
P 能

的增强经 Co nA 处理的 M ? 抑制瘤靶细胞增

殖活性
。

当 5 一 4 0 m g/ k g X 7 d ( ip ) 的 LB P 与

小剂量(250 产g / 只 )的 M ? 刺激剂厌氧短棒杆

菌菌苗(cP )合用时有 明显的协 同效应
。

浓度

为 ZOm 岁kg 时效 应最 强
,

对 靶细 胞 Psl s和

P38 8
细 胞 增 殖 的 抑 制 率从 CP 对 照 组 的

28
.
1% 及 24

.
0% 提 高 到 85

.
5 % 和

63
.
3% [111。

肿瘤的放疗及化疗均存在抑制机体免疫

功能的严重 副作用
。

L B P 对辐射 损伤小 鼠

有较好的免疫增强作 用
。 ““

Co 辐照损伤小鼠

给予 sm g/kg X 7 d (ip )的 比P:三十天后
,

胸

腺指数明显恢复
,

接近正常
。

脾细胞对 Co nA

和 LPS 的增殖反应也较未用药组 明显增强
,

接近正常水平
。

LB

P
:

也有 明显促进辐射损

伤小 鼠 B 细 胞 和 T 细 胞 功 能 恢 复 的 作

用[12]。

三
、

L B P 对神经
一

内分泌免疫调节 《N eu
-

ro en
do

erine Im m u
no m odulation ,

N I M ) 网络

的影响

近年来 N IM 网络学说渗入到了中药免

疫药理学的研究中
,

中药免疫调节剂在体内

所发挥的免疫作用是直接作用于免疫系统和

影响 N IM 网络 的综合结 果[13
,

‘4 〕
。

下丘脑
-

垂体
一

肾上腺轴 (H PA A )和交 感神经激活是

应激造成免疫抑制最重要的两条途径
。

已经

发现 LB P 与神 经 内分 泌激 动机制 相联 系
。

LB

P 在常用剂量 (5 一 10 m g / k g ) 范围 内通过

下丘脑去甲肾上腺素(N A )的调节作用
,

通过

外周免疫器官神经信息使脾 N A 含量下降至

正常值的 40 一 50 %
,

同时通过下丘脑调动血

浆皮质酮 (。
s) 参加免疫应答

。

四
、

结束语

LB
P 是植物 多糖家族 中的一个重要成

员
,

是一个有效的免疫增强剂
。

它不仅能促

进 T
、

B

、

c T L

、

N K

、

M
? 等免疫 细胞 的功 能

,

还能促进 IL
一

2

、

I L

一

3

、

T N 凡 等细胞 因子的产

生和 IL
一

Z R 表 达
,

并 有调节 N IM 网络的作

用
。

L B P 能增强荷瘤小 鼠
、

化疗 和辐射损伤

小鼠的免疫功能
。

比P单用抑瘤作用 ;与化

疗和小剂量 Cy 合用可增强抗瘤效果
。

与外源性细胞因子 IL
一

2

、

T N F 等不 同
,

LB

P 等生药活性 多糖是通 过改善机体因荷

瘤及化疗
、

放疗所致免疫功能低下
,

促进免疫

细胞活化
,

释放内源性细胞因子及调节 N IM

网络产生杀伤或抑制肿瘤细胞的作用
,

因而

用量小
,

副作用小
,

无毒或低毒
,

病人易接受
,



在肿瘤的生物学治疗方面具有 良好而广阔的

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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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K 细胞与 IL 一

2 的临床应用

时华富

(北京军区医学研究所

1982 年 G rim m 等将 白细胞介 素
一

2
(

I L

-

2) 激活的能够杀伤对 自然杀伤细胞 (N K )有

抵抗性的肿瘤细胞的杀伤细胞称作淋巴因子

激 活杀伤细胞
,

简称 LA K 细胞(LA K )
。

L A K 细胞是具有相似 细胞毒活性的 细

胞群体
,

其前体可能源于 T 淋 巴细胞和 N K

细胞
,

其表面标志呈多样性[’〕。

L A K 的最大

特点是无需抗原致敏即具有杀伤活性
,

且是

非特异
,

非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 H C )限

制性的
,

因此 LA K 具有广 泛杀伤肿瘤细胞

的能力
,

对正常细胞无毒性
。

L A K 细胞的发

现和白细胞介 素
一

2 的批 量生产为肿瘤的生

物治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

一
、

L A K 细胞的制备

目前人体 LA K 细胞多从 PBL 制备
,

骨

徐书显

石家庄市 050081)

髓细胞
,

淋巴结细胞
,

扁桃体淋 巴细胞
,

脾的

淋 巴 细胞可 以培 养成 具有 L A K 活性 的细

胞
。

( 一)临床上一般采用的方法 给患者持

续静 注 IL
一

2

,

s d 后收 集 PBL
,

此 时 P BL 增

多
,

采用血液 自动分离仪分 离淋 巴 细胞
,

以

1
.
5 x l0

6
/ m l的浓度在体外培养 (培养液 为

R PM I-1 64 0
,

抗 菌 素
,

2 % A B 血 清
,

I L

一

2/

1 0 0 0 拌/ m l)在 37℃ 5 % C QZ 条 件下培 养 3 一

sd
,

即可获得 LA K 细胞
,

将 L A K 细胞用无

ca
什

、

M
g 料 的 H anks 液 冲洗 2 次

,

然后 用含

5 % 正常人血清蛋 白的生理盐水 Zoo m l悬浮
,

再加上 5000 拌 的 IL Z
。

用 110 目的不锈钢网

过滤备用
。

( 二 )异体血 L A K 收集同种异体血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