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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大鼠为实验对象 , 研究了在不同声强 、 不同时间暴露下的大鼠肝中天冬氨酸转氨酶 (AST)和丙氨酸转氨

酶 (ALT)活性的变化。实验结果表明 , 噪声组大鼠肝 AST和 ALT活性指标均低于正常值 , 说明噪声对大鼠肝能造成一

定的损害。在噪声环境中 , 将注射一定剂量黄芪或红景天提取液的大鼠与未注射的大鼠各测试指标进行比较 , 发现两

种药物对噪声刺激产生的损害都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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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Objectives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on adjusting changes in activities of AST and ALT in the liver

of rats exposed to noise with varied intensity and length.Methods　One hundred and fifty rats were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 including

one control group , one exposed group without treatment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 and four groups exposed to noise with varied intensity

and length and treated with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 Huangqi (Astragalus) or Hongjingtian (Rhodiola).Activities of AST and ALT

were measured for the liver of rats exposed to noise with and without treatment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Results　Activities of AST

and ALT in the exposed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 activities of AST and ALT increased in the exposed

groups treated with Huangqi (Astragalus) or Hongjingtian (Rhodiola), indicating interference of noise could be protected by them.

Conclusions　Injury caused by noise could be prevented by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 Huangqi and Hongjing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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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声污染对人类的危害日趋严重 , 现已成为世界

三大公害之一。它不仅引起噪声性耳聋 , 还会侵害人

的血液系统 、内脏器官和中枢神经系统 , 增加人体疲

劳等 。所以 , 研究噪声强度和作用时间与生化效应之

间的关系 , 对提高人的身心健康有深远的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1　噪声源及实验动物分组

噪声源由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提供 , 经声强测试

仪测量 , 强度为 95dB和 110dB (总声级);经频谱分

析仪分析 , 主频为 2 ～ 4kHz的粉红噪声 。实验动物选

用大连医科大学实验动物室繁殖培养的雌性大鼠 , 鼠

龄为 2个月 , 体质量为 180 ～ 200g 。实验分为 4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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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照组 、 噪声组 、噪声 +黄芪组 、噪声+红景天

组。对照组即不给噪声刺激及中药;噪声组即给予不

同强度 (95dB 和 110dB)及时间 (30min 、 60min 、

90min 、和 120min)的噪声刺激 , 又分为噪声 1 、 2 、

3 、 4 、 5 、 6 、 7 、 8组;噪声+黄芪组即给予噪声刺激

前腹腔注射黄芪提取液 , 又分为噪声 +黄芪 1 、 2 、

3 、 4 、 5 、 6 、 7 、 8组;噪声+红景天组即给予噪声刺

激前腹腔注射红景天提取液 , 又分为噪声 +红景天

1 、 2 、 3 、 4 、 5 、 6 、 7 、 8 组 。每组 6 只大鼠 , 共计

150只。

1.2　仪器及实验药品

液氮罐 、电动匀浆机 、功率放大器 、扬声器 、声

强测试仪 、水浴锅 、 离心机和分光光度计等 。三氯乙

酸 (不同浓度)、盐酸 、 硫酸 、 FeCl3 和冰醋酸等。

1.3　实验方法

1.3.1　大鼠处理及肝匀浆制备
[ 1]
　同大鼠肝糖原

测定的样品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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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指标测定　(1)肝AST活性的测定
[ 2]
:采

用可见光分光光度法 。(2)肝ALT活性的测定
[ 3]
:采

用可见光分光光度法 。(3)蛋白浓度的测定
[ 4]
:采用

G-250考马斯亮兰染色法 。

1.4　统计方法
[ 5]

采用直观分析 、 正交实验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

2　实验结果及分析

2.1　大鼠肝 AST 活性分析

2.1.1　直观分析　根据实验结果得出大鼠肝 AST

活性的平均值 , 画出在不同噪声刺激时间和声强下的

柱形图 (图 1)。通过直观分析可以看出:噪声组大

鼠肝AST 活性均远远低于对照组;110dB声强下大鼠

肝AST 活性普遍低于 95dB , 说明肝 AST 活性随时间

变化不大 , 而与声强有较大的联系 。注射黄芪和红景

天提取液后 , AST 活性能基本维持正常水平。

图 1　肝AST活性变化趋势

2.1.2　正交实验及方差分析　用 L8 (4×2
4
)混合

正交表 , 以噪声暴露时间 (A)和噪声强度 (B)为

考察因素 , 分别对噪声组 、噪声+黄芪组 、 噪声+红

景天组大鼠肝 AST 的变化进行正交实验设计 , 通过

方差分析结果绘制因素指标趋势图(图2)可看出 ,

图 2　肝AST活性因素指标趋势

噪声组大鼠肝 AST 活性低于对照组 , 且随时间和声

强的增大降低幅度较大;注射黄芪提取液后 , 肝 AST

活性基本保持在正常水平 , 随时间的延长有所降低;

注射红景天提取液后 , 肝 AST 活性几乎保持在正常

水平 , 且随时间和声强的增大变化很小 。另外通过对

图2的分析可以看出 , 两种药物抵抗噪声的效果差不

多 , 只是黄芪的药效没有红景天的长。

2.1.3　回归分析　本实验对数据结果进行了逐步

回归分析 , 寻找出了噪声暴露时间 (X1)和噪声强

度 (X2)与AST活性的变化规律 。

噪声组回归方程:Y =0.178 6-4.212×10
-6
X 2

2

(r=0.897 7
＊＊
);

噪声+黄芪组回归方程:

Y =0.166 15+9.855×10
-4
X1 -1.206×10

-5
X1X 2

(r=0.9 200
＊＊
)

噪声+红景天组回归结果:

Y =0.152

通过回归分析可知 ,噪声组大鼠肝 AST 活性不随

噪声暴露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而与声强呈负相关;噪声

+黄芪组大鼠肝 AST 活性随时间和声强的增加而有

降低趋势;噪声+红景天组的回归结果是大鼠肝 AST

活性与噪声暴露时间和强度线性不相关 ,即噪声时间

和强度对肝 AST 活性变化基本无影响 ,基本维持在恒

定水平 ,即 0.152 U/mg 肝蛋白(对照组肝 AST 活性为

0.160 U/mg肝蛋白)。也就是说 ,注射红景天后 ,不管

时间和声强如何变化 ,都能维持其药效 。说明红景天

的药效持续时间长 ,是较好的抵抗噪声的药物 。

2.2　大鼠肝 ALT活性分析

2.2.1　直观分析　通过直观分析可以看出 (图

3), 噪声组大鼠肝 ALT 活性普遍低于对照组 , 随时

间的延长变化不大 , 而随声强的提高却有较大的变

化 , 即110 dB声强下肝ALT活性均低于95 dB 。注射

图 3　肝 ALT活性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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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提取液后 , 肝 ALT 活性在 30min 内仍然很低 ,

60min后 , 95dB和 110dB声强下肝ALT 活性均提高并

接近正常水平;而注射红景天后 , 需 90min方开始升

高。说明两种药物均能抵抗噪声的干扰 , 只是在注射

药物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发挥作用。

2.2.2　正交实验及方差分析　同样用 L8(4×2
4
)混

合正交表分别对噪声组 、噪声+黄芪组 、噪声+红景天

组大鼠肝ALT 活性的变化进行正交实验 ,通过方差分

析结果进行因素指标分析(图 4)可得出 ,噪声组大鼠

肝ALT 活性明显低于对照组 ,且不随时间和声强的变

化而变化 。注射黄芪提取液后 ,肝 ALT 活性从 60min

开始有所提高 ,并接近正常水平 ,且不随声强的提高而

变化;注射红景天提取液后 ,肝 ALT活性从 90min后开

始增加 ,同样不随声强的提高而变化 ,如果单从药物起

作用的时间来考虑 ,黄芪比红景天快。

图 4　肝 ALT活性因素指标趋势

2.2.3　回归分析　同样对数据结果进行逐步回归

分析 , 以寻找噪声暴露时间 (X1)和噪声强度 (X2)

与ALT 活性的变化规律。

噪声组回归方程:Y =0.2 046 545 -5.24 ×

10
-6
X 2

2
(r=0.9 142

＊＊
)

噪声 +黄芪组回归方程:Y =0.1 046 125 +

1.7 766×10
-3
X1 -9.792×10

-6
X 1

2
(r=0.8 559

＊＊
)

噪声 +红景天组回归方程:Y =0.129 903 +

4.0 668×10
-4
X1 (r=0.9 018

＊＊
)

通过回归分析可以看出 , 噪声组大鼠肝 ALT 活

性与时间变化无关 , 仅与声强变化有关 , 且随声强的

增加而有所降低 。注射黄芪或红景天后 , 主要影响因

素由声强转变成了噪声暴露时间 , 即肝 ALT 活性随

时间的延长而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 并逐渐接近正常

值。通过两种药物作用效果的对比 , 发现黄芪发挥作

用的时间比红景天要早 , 但红景天的药效维持的时间

比较长。

3　讨论

3.1　肝 AST 、 ALT 活性降低的分析

噪声能够导致小鼠血清AST 活性升高
[ 6]
, 但本研

究噪声刺激下的大鼠肝 AST 、 ALT 活性却都有不同程

度的降低 , 其原因是酶从损伤的细胞中释放到血液

中 , 随着释放的增加 , 肝中 AST 、 ALT 的含量自然降

低
[ 7]
。引起肝 AST 、 ALT 释放的原因有:(1)噪声刺

激可能引起机体剧烈运动 , 运动后组织器官相对缺

氧 , 尤其是肌肉更是这样 , 组织的相对缺氧会引起细

胞膜通透性增加 , 从而导致酶从细胞内释放出来 , 甚

至使释放加速;(2)肝细胞的坏死也可能导致它们的

释放;(3)能量代谢障碍也可使细胞膜通透性增加 ,

从而导致AST 和ALT 从肝细胞中释放出来。

3.2　黄芪和红景天抵抗噪声的原因分析

经现代医学研究证明 , 黄芪为中药补益药 , 其含

有亚麻酸 、 亚油酸 、 β-谷留酸 、 低级脂肪酸等多种有

效成分 , 具有强心 、 降压 、利尿 、 扩张血管 、增进末

端血液循环 、增强机体抵抗力 、改善营养与能量代谢

的作用。随着近年来的进一步研究 , 发现其还有增强

机体免疫 、 促进脾脏生成抗体的功能 , 还能保护肝

脏 、增加血细胞等多种药理活性
[ 8]
。红景天的主要成

分是红景天甙和甙元酪醇 , 另外还含有胡萝卜素甙 、

β-谷醇 、 苏氨酸 、 丝氨酸等多种氨基酸以及 K 、 Na、

Ca、Mg 等元素。其具有机体保护 、 滋补强心 、 抗缺

氧 、 增强体力 、 提高脑力劳动的工作效率和延缓衰老

等功能
[ 9]
。本实验结果表明 , 黄芪和红景天具有明显

的抵抗噪声的作用 。 (1)它们能在体内作用于肝细

胞 , 通过改善缺氧情况或能量代谢途径 , 而改善细胞

膜的通透性 , 使 AST 、 ALT 释放量降低或者修复坏死

细胞;(2)体内的黄芪或红景天能改善葡萄糖代谢 ,

能为机体抵抗噪声刺激提供更多的能量;(3)它们可

能会激活肝脏中的磷酸化酶 , 该酶能促进肝糖原分解

生成葡萄糖 , 从而得到更多的能量;(4)它们可能会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而引起蛋白质分解加速 , 使肌肉

释放出更多的丙氨酸 , 丙氨酸则能诱导 ALT 、 AST 生

成或提高其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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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s [ J] .J Appl Physio , 1970, 28 (2):23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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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吸烟行为的流行病学调查时水平 , 除此之外 , 现在

吸烟率 、 常吸烟率也比较低。究其原因 , 一方面 , 某

石化是一家重点防火单位 , 工厂对于将火柴或香烟带

入厂内者有明确的惩罚措施 , 这就促使一部分职工放

弃吸烟行为;另一方面 , 是近年来社会上开展吸烟有

害健康的宣传和教育 , 使职工对吸烟的危害有所认

识。但男性青年职工的重型吸烟率要高于全国水平

(7.5%), 可见尽管健康教育和工厂安全管理在对青

年职工控烟工作中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 但由于部分职

工对烟草的依赖程度较重 , 仅仅依靠来自社会方面的

规章制度来促其戒烟是不够的 , 更需要对其进行心理

和生物方面的干预。尤其男性职工吸烟率显著高于女

性 , 因此男性仍然是控烟干预的重点对象。

调查中 , 有 33.8%和 34.7%的现在吸烟者打算

戒烟或对戒烟不持否定态度 , 可见对这一人群进行积

极的干预是十分必要的 , 也是可能的 , 因为吸烟者有

戒烟的自身愿望是戒烟成功与否的前提 。

3.2　在 RRSQ的 8个分量表中 , 得分在 3分以上的

人数超过 50%的分量表有 “享乐” 、 “镇静” 及 “刺

激” 量表 , 这 3个分量表均属于心理的范畴。“享乐”

量表分数高者常把吸烟作为增加正性情绪的一种手

段 , 觉得吸烟是一件舒服 、悠然自得的事情 。“镇静”

量表分数高者常把吸烟作为减少负性情绪的手段 , 如

在紧张 、焦虑时 , 或遇到应激性事件时。 “刺激” 量

表分数高者常把吸烟作为提高大脑皮层兴奋性的一种

手段 , 常在疲劳后需要集中注意的脑力劳动时吸

烟
[ 5]
。可见 , 对于多数吸烟者 , 心理方面的原因是他

们吸烟较为常见的原因。除此之外 , 我们对于不同依

赖程度的人群的前 5个分量表进行了比较分析 , 结果

发现依赖分低于 6分 (含 6分)和高于 6分的两组人

群在社会心理原因方面的得分差异具有显著性 , 这就

进一步提示心理原因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吸烟以及其对

吸烟依赖程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 这与赵虎等在烟草依

赖的研究进展中的观点是一致的
[ 5]
。

吸烟人群的吸烟量与 “享乐” 、 “瘾” 及 “自动”

分量表得分密切相关 。随着吸烟者对烟草依赖程度的

逐渐加重 , 其每日吸烟量也在逐渐增加 , 但是我们发

现当依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 (依赖分>13分)之后 ,

吸烟量与依赖程度的相关关系开始减弱 , 吸烟量的增

加速度低于依赖程度的增加速度 , 可能有一个原因可

以解释 , 就是吸烟者若对吸烟产生依赖 , 每日需要一

定的尼古丁 (一定的吸烟量)来缓解其对烟草的渴

求 , 但是 , 依赖程度继续加重时 , 每日需要的尼古丁

量就不必增加太多或基本维持在一定水平。所以 , 对

吸烟依赖程度较重的个体进行戒烟干预 , 就不仅依靠

药物 , 更需要对其进行心理学指导 。

戒烟者与戒烟失败者的 RRSQ结果比较差异具有

显著性 , 说明对于戒烟者 , 吸烟的社会心理及生物影

响因素与戒烟失败者相比作用较小 。

4　结论

本次调查表明 , 某石化青年职工的吸烟率低于全

国水平。男性仍是控烟干预的重点对象 。文化程度越

低 、 年龄越大 , 吸烟水平越高 , 这部分人群是进行干

预的重点。在吸烟的心理学原因方面 , 以 “享乐” 、

“镇静” 和 “刺激” 为主要原因 , 开始吸烟时的原因

是 “心理意象” 。因此 , 对这一人群进行干预 , 应选

择针对 “心理意象” 、 “享乐” 、 “镇静” 及 “刺激” 各

方面原因的综合措施 。健康教育就是一个重要的综合

干预的对策 , 但要做到有针对性 , 才能取得良好的效

果 , 并促进其他人群的控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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