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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名贵藏成药七十味珍珠丸是传统藏药的典型代表 ,疗效显著. 其中矿物类药的大量运

用为现代医学科学不可理喻 ,给传统藏医药学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困惑。以金诃七十味珍珠丸为

研究材料 ,以 Wistar 大白鼠为试验对象 ,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 ICP2AES) 和氢化物原子吸收光谱

(HAAS)等分析仪器 ,测定了对照组和给药组实验动物在连续 18 周试验期间心、肝、肾等组织器

官中的矿物质元素含量水平 ,阐述金诃七十味珍珠丸中矿物质元素在动物主要组织器官中的长

期蓄积性及其对生物机体的毒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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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藏医药学独特的理论与实践 ,对心脑血管、肝胆、风湿等疾病显著的疗效 ,在世界传统医疗体系中独

树一帜 ,为各国医学界所瞩目[1 ] 。传统藏医药学及其名贵藏成药中大量矿物药类的运用 ,其中矿物质元

素、尤其重金属在机体内的长期蓄积性问题是藏医药学现代研究中的热点。七十味珍珠丸 ,藏译音为然那

桑培 ,方剂具有 500 余年历史 ,是藏药中最有代表性的名贵珍宝藏成药之一. 根据藏医学理论 ,选用金、

银、铜、铁等 10 余种金属类药 ,蓝宝石、玛瑙等 20 多种矿物、宝石类药 ,以及麝香、野牛血等青藏高原特色

类藏药原料组成的 70 余味名贵藏药大组方 ,是临床用于治疗各种急慢性脑血管疾病及神经系统疾病的

常用药[2 ] 。采用现代科技手段、理论和方法对传统藏成药中矿物质元素进行分析研究 ,对挖掘、光大传统

藏医药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具有重大意义。

2 材料与仪器

211 实验材料

金诃七十味珍珠丸 :青海金诃藏药药业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11 月生产 ;

Wistar 种大白鼠 :兰州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合格证号为医动字第 14 —006 号 ;

动物饲料 :课题组一次性配制备用。

212 分析仪器
(1) IRIS Advantage 型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 ICP2AES) ,美国 THERMO JARRELL ASH公司 ;

(2)日立 Z28000 型偏振塞曼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日本日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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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方法与样品采集

将实验动物大白鼠 ,随机分为基础对照组、A 组、B 组、C组、D 组、E 组 ,除基础对照组外 ,各组再分别

分为给药组和对照组 ,每组各 12 只动物 ,雌雄各半 (见表 1) 。定时给水 ,饲喂自制料块。每周称量一次体

重 ,根据体重变化确定灌胃给药剂量 (110 g/ kg) 。其中给药组每天以 10 mL/ kg 的剂量灌胃 (ig)给予金诃七

十味珍珠丸制成的混悬液 (蒸馏水加适量羧甲基纤维素钠) ,对照组每天以 10 mL/ kg 的剂量灌胃 (ig) 给予

蒸馏水 (陈奇 ,1993) 。试验 4 周后 ,处死 A 组和基础对照组 ,解剖实验动物并采集心、肝、肾等组织器官。试

验 8 周后处死 B 组实验动物并采样 ,试验 12 周后 C 组采样 ,D、E 两组动物停药 ,其中停药 4 周后处死 D

组实验动物并采样 ,停药 6 周后 E组采样。

采集的样品分别用不锈钢剪刀剪碎 ,在 70～80 ℃的恒温烘箱中干燥约 8 h ,取出后用玛瑙研钵研细 ,

称量装入纸袋 ,干燥器中保存 ,待用。

表 1 实验动物大白鼠分组及样品采集情况

序号 编号 组　别 给药与采样分组方法 动物数 性别状况

1 JC 对照组 基础对照 14 雌雄各半

2
A21 试验组 按体重给药 4 周后采样 12 雌雄各半

A22 对照组 按体重给水 4 周后采样 12 雌雄各半

3
B21 试验组 按体重给药 8 周后采样 12 雌雄各半

B22 对照组 按体重给水 8 周后采样 12 雌雄各半

4
C21 试验组 按体重给药 12 周后采样 12 雌雄各半

C22 对照组 按体重给水 12 周后采样 12 雌雄各半

5
D21 试验组 给药 12 周后停药 ,再观察 4 周后采样 12 雌雄各半

D22 对照组 给水 12 周 ,再观察 4 周后采样 12 雌雄各半

6
E21 试验组 给药 12 周后停药 ,再观察 6 周后采样 12 雌雄各半

E22 对照组 给水 12 周 ,再观察 6 周采样 12 雌雄各半

4 样品处理与元素分析

准确称取样品 ,加入 10 mL HNO3和 2 mL H2O2 ,冷浸过夜 ,于 70～100 ℃低温加热 3 h ,定容 ,用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 ( ICP2AES)测定 Cd、Pb、Cu、Zn、Fe、Mg、Ca、Mn。用氢化物原子吸收光谱法 ( HAAS) 测定矿物质元

素 As。

各元素标准回收率为 9618 %～10316 %。

5 实验结果

各元素分析测试结果 ,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后 ,列于表 2～表 4。

6 结果分析

611 矿物质元素在心脏中的分布与蓄积

心脏是主要由心肌组织构成、推动血液流动的动力器官。由表 2 ,试验期间七十味珍珠丸中大多数矿

物质元素在实验动物的心肌组织内无蓄积性现象 ,给药组与对照组间心肌组织内同一元素含量接近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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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 ( p > 0105) 。提示 :长期服用七十味珍珠丸 ,其中矿物质元素对心肌组织不

会造成蓄积性毒性作用。

生物体对必需微量元素有一套令人惊异的调节和控制能力 ,能防止过量摄入 ,并将已过量摄入的元

素排泄出体外 ;而当摄入不足时又能增加吸收而保留住这些元素。未被吸收的金属随粪便排出[3 ] 。试验表

明 ,七十味珍珠丸中绝大多数矿物质元素不仅在实验动物心肌组织内无蓄积性现象 ,而且给药组的心肌

组织中大多数矿物质元素的平均含量稍低于实验对照组。提示 :七十味珍珠丸中的绝大多数矿物质元素

未被机体吸收而进入心肌组织 ,或者说由于矿物质元素过量摄入而未在机体的心脏中保留。即给药组对

矿物质元素能得到及时、足量的补充 ,而在机体心脏组织器官中未蓄积 ,也就是说 ,对照组相对于给药组

对矿物质元素摄入不足而在机体组织中蓄积备用。同时也说明 ,大多数过量的矿物质元素有利于其在机

体中的代谢进程。

重金属元素砷、镉在实验组心肌组织中有一定量的分布与蓄积( p < 0105) 。砷进入机体后主要分布在

肝、肾 ,次为脾、肺、肠壁及肌肉。慢性砷中毒表现为砷储留部位的损伤 ,引起心、肝、肾等多脏器产生脂肪

变形而损害。现代药理学研究认为 ,低浓度的砷有一定的促进生血作用。砷进入循环后 ,可直接损伤毛细

血管或作用于血管舒缩中枢 ,使血管平滑肌麻痹 ,毛细血管扩张 ,血管通透性增强[4 ] 。试验表明 ,给药组心

脏中具有一定蓄积量的重金属元素砷未造成对心肌组织的损害 ,光镜下未见心肌纤维变性、坏死或水肿 ;

电镜下未发现心肌细胞内溶酶体、心肌满肯野氏纤维、线粒体等变性、坏死。名贵藏成药七十味珍珠丸是

治疗脑血管疾病用药 ,其中大量的砷运用具有促进生血和扩张毛细血管的药效作用。镉进入机体后主要

蓄积在肝、肾 ,排出速度很慢 ,主要由肾排出。镉中毒表现为肾损害 ,贫血。试验表明 ,给药组心肌组织中较

高浓度的重金属元素镉尚未造成肾脏器官的损害 ,这与大组方中元素之间的相互拮抗作用有关 ,如铜可

以减轻镉的毒性[5 ] 。

元素铜为体内 30 多种含铜金属酶的必需成分 ,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体内缺铜或铜中毒时 ,均可导

致体内多方面的功能紊乱 ;元素铜参与铁的代谢 ,影响造血过程 ,对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有着积极

的营养学意义。试验中 ,雄性实验动物给药组心肌组织中与对照组具有一定的显著性差异 ( p < 0105) ,而

且给药组心肌组织中铜含量低于对照组 ,提示 :给药组心脏组织器官中能及时、足量得到铜的需要 ,七十

味珍珠丸中元素铜对脑血管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具有积极的药效作用。

表 2 七十味珍珠丸中矿物质元素在动物心脏中的蓄积性统计

序号 元素
( ♀)含 量/ (mg/ kg) ( ♂)含 量/ (mg/ kg)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1

2

3

4

5

6

7

8

9

Ca

Mg

Fe

Mn

Zn

Cu

Cd

Pb

As

71171 ±42180

14112 ±41550

11411 ±23118

01354 ±01045

12171 ±01799

41382 ±01019

01086 ±01187

01308 ±01068

01002 ±01004

55180 ±51585

13619 ±81658

10818 ±81901

01284 ±01162

11185 ±01796

41358 ±01151

01044 ±01018

01240 ±01072

01070 ±01032 ①

56173 ±71386

14510 ±91557

11215 ±91867

01304 ±01123

12144 ±01663

41392 ±01147

01004 ±01005

01274 ±01022

0100 ±0100

54128 ±11865

13815 ±81944

12013 ±12184

01298 ±01178

12134 ±01686

41216 ±01232 ①

01038 ±01011 ②

01268 ±01056

01066 ±01027 ①

注 : ①p < 0105 ; ②p < 01001

612 矿物质元素在肝脏和肾脏中的分布与蓄积

肝脏对于许多金属元素是重要的筛选和排出体外的器官[4 ] 。矿物质元素在肝脏中的转化主要通过氧

化、还原、水解、结合等几种方式来完成。一般情况下 ,矿物质元素经过生物转化后失去毒性 ,并提高了其

极性与水溶性 ,有利于排出体外[5 ] 。肝脏和肾脏受矿物质元素影响较其他脏器大 ,即肝脏和肾脏对矿物质

元素的敏感程度较高。长期大剂量通过消化系统吸收金属及其化合物 ,对肝脏和肾脏的影响严重[6 ] 。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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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 4 ,试验期间七十味珍珠丸中大多数矿物质元素在实验动物的肝脏、肾脏内无明显的蓄积性现象 ,即

给药组与对照组的肝脏和肾脏组织器官内同一元素含量接近 ,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 p > 0105) 。提

示 :长期服用七十味珍珠丸 ,其中大多数矿物质元素对肝、肾脏组织器官不会造成蓄积性毒性作用。

重金属元素砷在肾脏组织器官中有明显的蓄积分布现象。肾是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 ,主要通过泌

尿活动排出大量的代谢终产物 ,维持内环境的恒定 ,保证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7 ] 。试验期间 ,给药组

肝脏和肾脏组织器官内元素砷的平均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105) ,提示 :七十味珍珠丸中重金属元素

砷主要通过肾脏代谢途径被排出体外 ,同时也说明重金属元素砷也不会在其他组织器官造成蓄积性毒性

作用。重金属元素镉、铅在给药组肝、肾脏组织器官中有一定的蓄积性分布 ,提示 :七十味珍珠丸中重金属

元素镉、铅也通过肝、肾脏代谢途径被排出体外 ,试验也提示重金属元素砷、镉、铅在肝、肾脏中代谢进程

较慢。

试验表明 :性别对矿物质元素是极为敏感的 ,雌雄实验动物相同器官中同一矿物质元素具有一定差

异 ;而组织器官对矿物质元素更是敏感的 ,不同器官中同一矿物质元素具有较大差异。如铁、锌主要分布

在肝脏 ,钙、铜主要分布在肾脏。

表 3 七十味珍珠丸中矿物质元素在动物肝脏中的蓄积性统计

序号 元素
( ♀)含 量/ (mg/ kg) ( ♂)含 量/ (mg/ kg)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1 Ca 54129 ±4127 55151 ±2193 61141 ±1214 59147 ±8101

2 Mg 16616 ±9141 16615 ±4183 17013 ±1016 16512 ±2113

3 Fe 42717 ±19614 38012 ±9214 17512 ±1814 19315 ±2518

4 Mn 2111 ±01365 2113 ±01214 2132 ±01301 2146 ±01245

5 Zn 2313 ±2156 2313 ±1122 2610 ±1184 2612 ±2154

6 Cu 5102 ±01217 5128 ±01444 4197 ±0126 4199 ±01790

7 Cd 01022 ±01030 01026 ±01015 01016 ±01013 01028 ±01019

8 Pb 01018 ±01040 01024 ±01054 01168 ±01122 01196 ±01061

9 As 0100 ±0100 01028 ±01031 0100 ±0100 01010 ±01014

表 4 七十味珍珠丸中矿物质元素在动物肾脏中的蓄积性统计

序号 元素
( ♀)含 量/ (mg/ kg) ( ♂)含 量/ (mg/ kg)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1

2

3

4

5

6

7

8

9

Ca

Mg

Fe

Mn

Zn

Cu

Cd

Pb

As

14219 ±8013

15417 ±8187

14413 ±3716

11156 ±01226

19168 ±01751

71044 ±1195

0100 ±0100

01926 ±01081

01026 ±01037

11614 ±4319

14319 ±1114 ①

11315 ±2219

11432 ±01781

2011 ±1180

1218 ±8131

01018 ±01015

01922 ±01162

01062 ±01050 ①

11112 ±1112

15210 ±5199

8017 ±9138

1177 ±0192

1719 ±01886

71182 ±1189

0100 ±0100

01998 ±01084

01008 ±01013

10417 ±8181

15318 ±6173

8010 ±1415

1124 ±01109

19145 ±1159 ①

7186 ±2129

01010 ±01007

11034 ±01116

01064 ±01039

　注 : ①p < 0105

7 小结

藏成药七十味珍珠丸中大多数矿物质元素在心、肝和肾等组织器官中无蓄积性现象 ,同一组织器官、

同一矿物质元素含量在给药组与对照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p > 0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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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成药七十味珍珠丸中重金属元素砷、镉在给药组肝和肾脏内的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105) ,即

服用七十味珍珠丸而被过量摄入的重金属元素砷、镉 ,主要通过肝、肾代谢途径排出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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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Body Storage Level of Mineral Elements from

Tibetan Medicine Seventy Flavors Pearl Pill

LI Tian2Cai SUO You2Rui
(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Xining 　810001 , China)

Abstract 　Precious Tibetan medicine seventy flavor pearl pill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tradition Tibetan medicine1 It

has a good healing effect and function1 However. it is ignored by modern medical science because of its large dose

mineral nedicine. That hindered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 Tibetan medicine1 In this work Jinhe seventy

flavor pearl pill was used as the experiment material , and Wistar mouse was used for the experiment target1 The m2
ineral elements content in heart , liver and kidney tissue organs on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during 18

weeks was determined with inductively coupled2atomic elements spectrometry ( ICP2AES) and hydride atomic absorp2
tion spectrometer ( HAAS) 1 Also explaied are the mineral elements of Jinhe seventy pearl pill storage and long

term poison result to the major tissue organs of living things1
Key words 　precious Tibetan medicine ,seventy flavors pearl pill ,tissue and organ , mineral elements ,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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