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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及天然药物抗白血病研究现状

秦路平 辛海量
‘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生药教研室 上海  

白血病是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
,

其

特征是造血系统中以白细胞系统为主的异常

增生
,

并广泛浸润全身各种组织和脏器
,

引起

结构和功能的损害
,

临床上常见感染
、

发 热
、

贫血
、

出血
、

肝
、

脾及淋 巴结肿大等表现
。

迄

今用于治疗白血病的化疗药物 包括烷化剂
、

抗代谢药
、

抗生素等
,

都因毒副作用较强而制

约了其应用
。

本世纪 年代以来
,

应用传统

中医药治疗 白血病取得 了一定进展
。

年

代以来
,

中外学者以细胞培养
、

动物实验与临

床相结合的方法对中药及天然药物的抗白血

病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因这方面的资料

较多
,

本文拟就中药复方
、

单味中药
、

中药提

取有效成分抗白血病的临床及试验研究作一

较全面的综述
。

一
、

复方中药为主治疗白血病

祖国医学虽无
“

白血病
”

病名
,

但据其临

床表现
,

属
“

温病
” 、 “

血症
” 、 “

痰积
” 、 “

痰核
”

等

范畴
。

在中医辨证分型的基础上
,

目前临床

应用治疗 白血病的复方中药主要 有清 热解

毒
、

扶正补虚
、

活血化痰三大类
。

在实际应用

中或佐以其他方药
,

或中西 医结合
,

都获得 了

较高的缓解率
。

一 清热解毒法

清热解毒法多用于白血病尚未进行系统

化疗或化疗的诱导缓解阶段
,

临床表现邪实

为主
,

正气为衰
。

研究表明
,

许多清热解毒药

都具有抗癌细胞作用
,

可与化疗药物发挥协

同作用
,

同时尚能增强机体的抗感染能 力
,

防

治化疗中常易出现的感染倾向
。

二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本科 级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组单用当归芦荟

丸 由当归
、

龙胆草
、

芦荟
、

黄芬
、

山桅
、

黄连
、

黄柏
、

大黄
、

青黛
、

木香
、

察香组成 治疗慢性

粒细胞白血病 例
,

缓解 例
,

进步 例
。

彭光斌报道以该方配合化疗治疗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 例
,

设对照组 例
,

结果中西医结

合组生存期
。 ,

中数缓解期为
。 ,

而

化疗组分别为 和 。 。

霍俊明〔‘〕认为

急性白血病初期多属邪实正盛的阶段
,

骨髓

增生极度活跃
,

治疗以清热解毒之法
,

方用抗

白解毒汤
,

该方由金 银花
、

连翘
、

蒲公 英
、

桑

叶
、

生地
、

生石 膏
、

大青叶
、

白花蛇舌草等组

成
。

郑金 福 等以雄黄为主
,

配 伍 巴 豆
、

生

川乌
、

乳香
、

郁金
、

槟榔
、

朱砂
、

大 枣制成抗 白

丹
,

单用本方治疗急性白血病患者 例
,

例

有效 急粒及红 白血病各 例 本法合并化

疗治疗 例 中
,

例有效 均为急粒
。

于家

明〔〕报道
,

应用蟾蛛酒治疗以急粒和急淋为

主的各型白血病共 例
,

完全缓解率
,

总缓解率
。

周蔼祥’用青黄散 由青黛

和雄黄组成 配 合杀癌七号方 由龙葵
、

惹芭

仁
、

黄药子
、

乌梅
、

白花蛇舌草等组成
,

共治

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 例
,

完全缓解 例
,

其

中 例 已存活 年以上
。

黄世林  以复方青

黛片 由青黛
、

太子参
、

丹参
、

雄黄组成 为主

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

获得较高的完

全缓解率
。

戴锡孟  报道用梅花点舌丹治

疗白血病 例
,

完全缓解 例
,

部分缓解

例
,

总有效率
。

高 月  研究表 明
,

梅花

点舌丹能延长 肠 白血病小鼠生存期
,

提高

肠
 
白血 病 小 鼠及 正 常昆 明种小 鼠

生长
,

对含有 条标记染色体的 白血



 

病细胞有抑制作用
。

临床上应用六神丸治疗

急性白血病也多见报道
,

刘秀文〔〕应用六 神

丸配合 方案治疗急性白血病
,

完全缓

解率
。

唐由君 研究发现 六 神丸
、

紫金锭
、

犀黄丸有抑制和杀伤 肠 白血病细

胞的作用
,

该类药物主要作用于细胞周期的

期
。

上海市白血病防治研究协作组曾用牛

黄解毒片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巧 例
,

有效

率  
。

另外有些学者报道用银翘犀角地

黄汤治疗热毒型白血病
。

二 扶正补虚法

扶正中药不仅能够扶助正气
,

调整脏腑

功能
,

提高机体免疫力
,

减轻化疗药物对机体

的损害
,

而且能够提高机体对化疗的敏感性
,

增强和巩固疗效
,

在 白血病化疗中应用得较

为广泛
。

吴世华〔‘” 等用滋 阴助阳 中药熟地
、

获

菩
、

黄蔑
、

白花蛇舌草
、

龙葵子
、

山豆根
、

紫草
、

山药
、

山英肉
、

肉从蓉
、

巴戟天
、

补骨脂
、

人参
、

麦冬
、

五味子
、

当归
,

随症加减
,

联合化疗共治

疗急性非淋 巴细胞 白血病 例
,

完 全缓解

例
。

单丽娟〔川应用化疗配 以健脾和 胃中

药
,

如黄蔑
、

党参
、

白术
、

陈皮
、

获等
、

当归
、

山

药
、

惹改仁
、

砂仁等
,

所治 例均未见明显胃

肠道反应及骨髓抑制
。

兰州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对临床表现虚症的白血病患者给 以扶正

培本方剂
“

兰州方
”

由人参须
、

北沙参
、

潞党

参
、

淮山药
、

山英肉
、

生白芍
、

炙甘草
、

生牡砺
、

大麦冬
、

北五味子等组成
,

获得较单化疗组

为 高 的 缓 解 率
,

中 医 组 例
,

缓 解 率
,

化疗组 例
,

缓解率
。

霍俊 明

通过对 例存活 年以上的急白患者的临

床观察
,

发现本病缓解后
,

长期服用人参黄蔑

汤 由人参
、

黄蔑
、

补骨脂
、

龟板等组成
,

可增

强机体抵抗力
,

延长缓解期
。

温敬中
’ 〕应用

八珍汤
、

十全大补汤
,

治疗心悸
、

乏力
、

食欲减

退等化疗反应
,

并联合化疗治疗儿童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 例
,

完全缓解 例
。

陈信

义〔’ 等对 例第一化疗疗程后 白细胞减少

者应用炙黄蔑
、

党参
、

当归
、

熟地
、

冤丝子
、

何

首乌
、

补骨脂
、

女贞子
、

旱莲草
、

仙灵脾等中药

治疗后
,

继续化疗
,

未见白细胞减少
。

黄世

林
‘ 〕以白血康 由青黛

、

太子参等组成 为主

药
,

对气阴两虚 型佐以黄蔑
、

党参
、

生 地
、

麦

冬
、

何首乌
、

紫苏
、

茵陈
、

赤芍
、

板蓝根
,

同时以

泼尼松 口 服 治疗急性非淋 巴细 胞 白血病

例
,

均于短期内获完全缓解
。

孙玉桃〔 〕等应

用 方案并中药治疗急性淋 巴 细胞 白

血病
,

化疗中出现 胃肠道反应者和骨髓抑制

者
,

分别应 用生脉二陈汤和 人参养荣汤
,

例中完全缓解 例
。

张国敏以六味地黄汤

为主联合 方案
,

治疗急性 白血病

例
,

总缓解率达
。

李玫临床研究表

明
,

中药补气养血方和益气养阴方均有不同

程度促进造血和杀灭肿瘤细胞的作用
。

三 活血化癖法

活血化癖药能够改善机体微循环
,

促进

骨髓造血功能
,

调节免疫机能
,

有些活血化痪

药还对肿瘤细胞有直接抑杀作用
,

同时也能

使化疗药物容易到达病灶所在
,

增强化疗药

物的疗效
。

张珑英报道
,

用云南白药同时加服六味

地黄汤等多种补阴之剂
,

治疗急性髓性 白血

病
,

约 后缓解
,

减少剂量仍合用 补阴之

剂
,

后恢复工作
。

邓有安〔 〕等应用活血

化痪基本方 当归
、

川芍
、

鸡血藤
、

赤芍
、

红花
、

三七
,

联合化疗治疗急性白血病 例
,

完全缓

解 例
,

总有效率
,

疗效明显好于单

化疗对照组  例总有效率  
。

陈兆孝

应用大黄魔虫丸 由大黄
、

地鳖 虫
、

干漆
、

水

蛙
、

白芍
、

桃仁等组成
,

配合马利兰治疗慢粒

白血病 例
,

完全缓解 例
,

部分缓解 例
,

而单用化疗组 例
,

完全缓解 例
,

部分缓

解 例
,

两组疗效差异非常显著
。

朱海洪应

用复方丹参注射液
,

同时服用益气养阴方剂
,

治疗复发性难治 白血病
,

缓解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
。

焦中华认为获术
、

丹参
、

当归
、

三七等

活血化痪药
,

有利于改善急性白血病人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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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高粘滞状态
,

使化疗药物易于到达病灶所

在
。

二
、

单味中药的抗白血病作用

虽然中医辨证和中西医结合诱导白血病

缓解
,

获得了可喜进展
,

但中医辨证分型尚缺

乏统一的标准
,

临床应用难以掌握
。

近十几

年来
,

很多学者纷纷把目光转 向单 味中药及

天然药物中有效成分的寻找 上
。

因时 间较

短
,

大部分研究尚处于试验阶段
。

一 细胞毒性 药物

绿舒筋
、

大黄
、

获菩
、

人参
、

乌梅〔‘ 的抗

白血病作用 均与抑制细胞的
、

的

合成有关
,

而红草根对 巧
。、 。

白血病细胞

株的细胞毒作用
,

是通过抑制
、

 的

合成而发挥的
,

对蛋白质合成并无 影响
。

它

们均可作用于有丝分裂不同周期白血病细胞

而抑制其增殖
。

乌梅能抑制
一

细胞的

 合成
,

使之停滞于 期
。

冬凌草可

引起 十 细胞堆积
,

获菩可使肿瘤细胞

增多
,

和 期细胞减少
,

而藤

黄抑制细胞 期的进行
,

破坏 期细

胞
。

苏木可抑制通过培养增加的 谷氨酞

氨合成酶 的活性值
,

而发挥抑制白血病细胞

增值的作用
。

国内外也有文献报道
,

美登木

属
、

云南红豆杉
、

小红参
、

雷公藤
、

墓头 回
、

豆

薯种子对白血病细胞株均有一 定抑制作 用
。

另外
,

兰科植物石解的地上部分乙 醇提取物

对
一

细胞具显著细 胞毒作用
。

茵 陈花

篙
、

诃子酸果
、

泽兰
、

香加皮和茜 草根甲醇提

取物
、

黄连的水提物均有显著抑制
。、

细胞生长的作用
。

王来慈报道
,

苦参注射液

主要由苦参组成 对  一 集落产率

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

冯威建〔’“〕发现 中药瑞

香狼毒对 白血病小鼠
。细胞增殖及克隆

形成呈浓度依赖性抑制作用
。

二 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药物

这类药物的抗白血病作用不是直接杀伤

肿瘤细胞
,

而是通过提高机体的免疫 力而达

到抗癌目的
。

人参可刺激单核 一 巨噬细胞系

统的吞噬功能
,

增加补体和抗体含量
,

在细胞

免疫和体液免疫上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

达到

抗癌目的
。

绿舒筋和获等可增强巨噬细胞的

活性
。

芦荟可增加 细胞活性
。

此外
,

黄

蔑可全部逆转因环磷酞胺造成的免疫抑制现

象
。

郁利平, 〕报道沙棘汁具抑制肿瘤生长

和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
,

这种作 用与沙棘汁

富含多种营养成分有直接关系
,

沙棘总黄酮

可能是其有效成分
。

三 诱导种瘤细胞分化的 药物

苦参
、

熊胆
、

巴豆 可诱导
一

细胞向

单核巨噬细胞 系分化
,

土 贝母可诱导
一

细胞向类似成熟中性粒细胞分化
。

单味中药

诱导肿瘤细胞分化的研究尚少
。

三
、

天然药物中抗白血病活性成分

一 呈细胞毒作用的活性成分

三尖杉醋碱和高三尖杉醋碱可抑制白血

病细胞 的  生物合成
,

靛玉红也是通过

抑制
、

 的合成而 发挥抗白血病作

用
。

大黄葱酿衍生物如大黄素
、

大黄酸等
,

可

抑制
。细胞的

、

 的生物合成
,

可

能是其抗癌机制之一
。

王庆瑞发现冬凌草甲

素
、

乙素对
。、 。、

玩 白血病有抑制 作

用
,

其机理是阻断脱氧核昔酸底物聚合形成
。

此外
,

东北贯众素可导致 单链

断裂
。

大豆 皂贰
、

三 七 皂 贰 可抑 制
、

 及蛋 白质合成
。

表鬼 臼毒类药物 可与

细胞微管蛋 白结合而抑制其 聚合
,

使细胞不

能进入 有丝分裂
,

细胞被 阻断 期
。

金丝

马尾连碱甲则可阻断癌细胞由 的进

行
。

海藻多糖能减少 坑 小 鼠全血
、

肝
、

脾中

脂质过氧化物 的含量而增加 过

氧化氢酶
、

以 超氧化物歧化酶 的活性
,

从而减少或防止原初氢氧自由基和单线态氧

的产生
,

使细胞分裂发生抑制
。

榭皮素是较强的钙调素抑 制剂
,

其 对
。 、  。、

肠 ,
的作用与抑制唬拍酸氧化酶

有关
。

更深入的研究表明
,

裕皮素不仅可作

用于癌细胞的 型雌激素结合部位
,

诱导转



 

化生长因子 爪 即 水平升高
,

还可影响蛋

白激酶
、

酪氨酸 蛋 白激酶  
、

等信号传导分子
,

特异性的影响 几

基因而诱导细胞凋亡
。

粉防 己碱 和 蝙

蝠葛碱 可能抑制依赖磷脂及
十

的蛋

白激酶 而 起抗 肿瘤作 用
。

薛惟

建〔 发现东北贯众 其有效成 分贯众 可

抑制
。
细胞耗氧

,

干扰其 能量代谢
。

国外

有人发现甘松细胞毒性倍半菇类
、

绞股蓝 人

参二醇和原 人参二醇
、

纹股蓝皂贰
、

、 、 、

等均有抗白血病作

用
。

国内见于报道的还有高玉民发现大蒜素

除对白血病细胞有直接杀伤作用外
,

还有免

疫调节作用
。

最近见于报道野梧桐属的化学

成分  !∀  加 及其类似物
,

鸦旦子中的

类苦木素葡萄糖贰
、 、

等对 白血病细胞

呈细胞毒作用
。

有人从热砂浴烘烤的马钱子

中分离出士的宁
、

布鲁生
、

士的宁氮氧化物等

种生物碱也呈类似作用
。

二 提高机体免疫力的活性成分

云芝多糖
、

香茹多糖
、

虫草多糖对肿瘤细

胞的杀伤作用是通过促进机体的免疫功能而

实现的
。

它们能增 加淋 巴 细 胞激 活 因子

 的产生
,

 可使多种未成熟的前

细胞成熟
,

促进多种细胞因子如 一 白介

素
、

一 白介素 等的产生 它们也是

有效的 激活剂
。

它们还可提高血浆蛋 白

水平
,

促进抗体生成
,

增强体液免疫
。

补骨脂

素注射液对白血病患者原代细胞的杀伤作用

主要与其促进单核 一 巨噬系统的吞噬功能
、

促进淋 巴细胞转化有关
。

刺五加皂贰
、

多糖

成分均有诱生干扰素的作用
。

有人发现中国

商陆皂贰能诱生 下一
、

一 及淋巴毒素
,

对 几 人 淋 巴 细胞 白血病细胞

株 呈细胞毒作用
。

有人从云芝菌丝体中分

离到 一种 云 芝 糖肤 因卿  
! ∀ ∀ # ∃

% ,

P

sP
)

,

对 SLY (人单核细胞白血病株)等 4 种

瘤株具抑制作用
。

内蒙古 田国才[21 ]报 道蒙

药那如注射液(由草乌总碱和 草菠挥发油组

成)能有效刺激活化的 M
。
产生细胞因子

,

并

显示 出显著的促进小 鼠胸腺细胞增 生和抗

玩15白血病活性
,

体外试验证实那如注射液

激活 M
。
杀伤靶细胞具有选择性

。

最近巴西

学者用 白坚木碱和马的异体血清治 愈 L1 210

小鼠
,

存活达 120 天以上
,

可能与增强小鼠免

疫功能有关
。

( 三 )诱导种瘤细胞分化的活性成分

人参皂贰不仅可诱导 H L 一 60 向单核 巨

噬系统分化
,

还可诱导 K 562 生成 H b
,

使 U 937

向成熟单核 一 巨噬系分化
。

而葛根有效成分

(凡601
9)

、

三七皂贰则可使 H L 一 60 向成熟中

性细胞分化
。

猪胆汁酸钠既可诱导 H L 一 6 0

向单核 一 巨噬细胞系分化
,

又可向中性粒细

胞分化
。

黑菇多糖可诱导 U 93 7细胞向终末

方向分化
。

四
、

一个治疗白血病很有前途的药物 一

砒括【A sz q )

目前用于白血病化疗的药物全反式维 甲

酸(A T R A )诱导分化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

血病 (AP L )
,

缓解率可达 85 一 9 0 %
,

但可引

起白细胞过高
、

维 甲酸综合征及快速发展的

耐药性
,

严重影响患者的长期存活
。

1 9
92 年

孙鸿德[22 〕等首先报道应用癌灵 工号结合中

医辨证治疗 A P L
,

完全缓解率达 65
.
6 % (21/

32 )
,

50
% 存活 5 年以上

,

18

.

8 % 存活 10 年以

上
。

张鹏[23] 等用肠炳 注射液治疗 ”L7 2

例
,

初治患者 30 例
,

完全 缓解率 73
.
3 %

,

有

效率 90
.
0 %

,

复发难治 42 例
,

完全缓解率

52
.
3 %

,

有效率 64
.
2 %

。

观察表明
,

A 阶岛 与

A T R A 药物无交叉耐药性
。

治疗初期
,

轻度

消化道症状和手足麻木
,

肝肾功能改变
,

颜面

及下肢水肿以及胸腹水等毒副作用
,

停药后

即可消失 ;皮肤色素沉 着
,

停药后可逐渐消

退
。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

液病研究所〔24] 等研究表明
,

勺q 能显著诱
导 N 氏 细胞凋亡

,

而不影响 H L 一
60 和 认37

的生长和存活
。

氧化砷能有效降低 N B4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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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中 bc l一 2 基因表达
,

而对其它凋亡相关基

因 (包括 p
53、

G m
y c 和 bel一 x L )的 m R N A 水

平无影响
。

这可能是 A 夕 0 3 诱导 N 氏 细 胞

凋亡的分子机制之一
。

研究还表明[2s 〕
肠岛

诱导细胞凋亡过程不依赖维甲酸信号途径
,

可能是通过对 PM L/ P M I
J
一 R A 氏 及其它相

关基因或蛋 白的调控来实现
。

细胞凋 亡是 当前肿瘤研 究中的热 点之

一
。

有些学者试用凋亡受阻来解释有些恶性

肿瘤的成因
,

如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的成因之

一是细胞凋亡减少
。

也有的学者企图借助促

进凋亡来治疗某些癌肿
。

砷剂是有毒之 品
,

长期应用会在 人体有 一定的蓄积作用
,

在应

用过程中会出现上述的毒副反应
。

因此有必

要加强砷制剂的药代动力学和新剂 型 的研

究
,

做到用药的个体化
。

总之
,

中药及天然药物 的抗 白血病研究

虽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

但也存在着很 多巫

待解决的间题
。

为此我们广大医务工作者和

科研人员应积极协作
,

联合攻关
,

加强作用机

理的探讨
,

充分挖掘中药的潜能
,

以求早日取

得 白血病治疗学上的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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