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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汁 “绿芝宝 ” 对青藏铁路工人血管活性物质的影响
崔书杰 , 赵金垣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职业病中心 , 北京　100083)

　　摘要:目的　观察果蔬汁 “绿芝宝” 对青藏铁路工人血管活性物质的影响及高原危害的防护作用。方法　采用

多阶段抽样方法抽取年龄 20 ～ 48岁的来自平原的健康青藏铁路筑路工人 180人 ,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服用绿芝宝组 ,

分别于平原 、 海拔 2 800 m、 进驻高原 (4 600 m)一周之内和进驻高原 (4 600 m)3个月 、 6个月以上 , 对各组进行

血浆内皮素 (ET)、 心钠素 (ANP)的测定 , 并进行组间比较。结果　ET随海拔高度增加而增加 , 短期即达高峰;

ANP随海拔高度增加而减低 , 短期即达低谷。饮用 “绿芝宝” 后 , 无论 3个月还是 6个月 , 均能有效防止 ET升高及

ANP降低 (P<0.01)。结论　 “绿芝宝” 可防止 ET升高和 ANP降低 , 从而可防止血管过度收缩 , 有助于防止高原

病的发生;其含有的抗氧化物质对青藏铁路工人具有保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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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anaturalfruit-vegetablebeverage“Lvzhibao” onvasoactivesubstances

inQinghai-TibetRailwayworkers
CUIShu-jie, ZHAOJin-yuan

(ResearchCenterforOccupationalMedicine, PekingUniversityThirdHospital, Beijing100083,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observetheeffectofafruit-vegetablebeverage“Lvzhibao” onvasoactivesubstancesinworkers

buildingQinghai-TibetRailwayandfuthertoexploreitsprotectivefunctiononplateauhazards.MethodsThemulti-stagesam-

plingwasappliedinthestudy, 180aged20— 48yearshealthylocomencomefromplainareaswereselectedandrandomlydivid-

edintocontrolgroupand“Lvzhibao” group.ThentheplasmalevelsofETandANPweredetectedatplainaltitude, 2 800 me-

tersaltitude, 3 monthsand6 monthslaterafterreachingplateauarea(higherthan4 600m).ResultsTheresultshowedthat

ETlevelwasrapidlyincreasedwiththeelevationofaltitude, whileANPlevelwasdescendedwiththeincreaseofaltitude.These

changesbothETandANPcouldbedefinitelyimprovedbytaking“Lvzhibao” foreitherthreemonthsor6 months.Conclusion

Itissuggestedthat“Lvzhibao” couldwellpreventtheETandANPfromabnormalchangesinQinghai-TibetRailwayworkers,

therebyreducingvascularexcessiveconstrictioncausedbyhighaltitude;theantioxidantscontainedinthebeverageshouldbe

helpfultopreventtheplateauhazardsinQinghai-TibetRailway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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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铁路是我国西部开发的重要基石 , 数十万筑路大军

开赴高原展开了长达 5年的筑路工程 , 由于高原特殊的地理

环境和恶劣的气象条件 , 常因缺氧导致各种急慢性高原性损

伤。因此 , 高原危害的防治是确保青藏铁路顺利建成而亟待

解决的重要职业医学问题 。人进入高原环境后 , 机体对低氧

产生一系列的应激反应 , 其中血管活性物质内皮素 (ET)、 心

钠素 (ANP)尤为重要 , 它不仅参与肺血管结构和功能的调

节 , 促进机体对低氧应激的适应 , 同时与高原肺水肿 、 脑水

肿的发病密切相关。为保护高原作业工人的健康 , 保障青藏

铁路修建工作的顺利完成 , 我们以唐古拉山口北侧海拔 4 600

m以上施工地段的部分工人为研究对象 , 对一种果蔬汁制成

的新型天然保健饮料 ——— “绿芝宝” 的防护效果进行了观察。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 2002年 4 ～ 11月在唐古拉山口以北 、 海拔 4 600 m以上

地区施工的各铁路工程局的职工为研究对象 , 采用多阶段随

机抽样方法 , 即从所有工程局中随机抽取 3个工程局 , 再从

各工程局所属的处中随机抽取 6个基层单位。然后 , 从抽取

到的单位中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需要的研究对象共 120

人 , 随机分为高原对照组 、 绿芝宝服用组各 60人;同时以长

期工作和生活在某市 (海拔 50 m)的铁路工程局工人 60人为

平原对照组 , 平原对照组与研究对象在年龄 、 性别 、 劳动强

度方面具有可比性。

所有研究对象均为男性 , 平均年龄 33.5 (20 ～ 48)岁 ,

均无高原居住史;入青藏前均经过严格体检 , 排除呼吸系统 、

心血管系统和脑血管系统疾病以及严重的肝肾疾病等 , 在格

尔木 (海拔 2 800 m)习服 3 ～ 7 d后 , 分别在风火山 (海拔

4 900m)、 雀巧 (海拔 4 900 m)和可可西里 (海拔 4 6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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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 其营养素供应标准 、 劳动强度 、 劳动保护措施实施情

况基本相同。平原对照组平均年龄 32.7岁。所有研究对象在

进驻高原之前 , 未服用任何抗氧化药物或保健品。

1.2　内容与方法

所有筑路职工于 2002年 4月 1日进驻高原 , 筑路期间高

原对照组不服用任何抗氧化保健品和药品;自进驻高原后第 2

天开始 , 服药组服 “绿芝宝” 1瓶 (200 ml) /次 , 随三餐饮

用 3次。各研究对象均按时现场抽取清晨空腹外周静脉血

2 ml, 注入含 10%EDTANa30 μl和抑肪酶 40 μl的塑料试管

内 , 经 3 000 r/min离心 10 min, 取上层血浆置于 EP管中 , -

70 ℃液氮保存 , 带回平原后用放射免疫法测定 ET和 ANP。

“绿芝宝” 主要由 8种蔬菜 、 6种药食同源的植物和 3种水果

(主要原料有番茄 、 胡萝卜 、 茄子 、 芹菜 、 甘蓝 、 枸杞 、 茶

叶 、 山楂 、 菊花 、 猕猴桃 、 葡萄 、 沙棘)加工制成 , 富含维

生素 、 胡萝卜素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 企业标准号为 Q/IL-

AI1-2002, 上海围城自由基生物工程研究所无偿赠送。

1.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 数据以均值 ±标准

差表示 , 组间采用 t检验 , χ2检验比较各组之间的差异。

2　结果

2.1　不同海拔高度服药组与对照组血浆 ET浓度比较

随着海拔的升高 , 血浆 ET浓度也持续升高 , 进驻高原初

期 (7 d)达最高 , 之后有所下降 , 但都明显高于平原。 “绿

芝宝” 组与对照组比较 , 服药 7 d后 , 血浆 ET的浓度低于对

照组 ,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0 d、 180 d时 , 血浆 ET的浓度

都远远低于对照组 , P<0.01。详见表 1。

2.2　不同海拔高度服药组与对照组血浆 ANP浓度比较

随着海拔的升高 , 血浆 ANP浓度持续降低 , 进驻高原初

期 (7 d)降至最低 , 之后有所升高 , 但明显低于平原。 “绿

芝宝” 组与对照组相比 , 服药 7 d后 , 血浆 ANP的浓度高于

对照组 ,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0 d、 180 d时 , 血浆 ANP的

浓度都远远高于对照组 , P<0.01。详见表 1。

表 1　不同海拔高度服药组与对照组血浆 ET、 ANP浓度比较 pg/ml

组别 服药时间 (d) n ET　　　　　 ANP　　　

平原组 60 63.53±10.4 299.02±14.50

格尔木组 58 70.93±11.49＊ 287.21±13.35＊

高原对照组 7 62 121.21±14.20＊＊ 252.96±10.3＊＊

高原服药组 7 53 118.36±12.10 261.29±11.01

高原对照组 90 55 112.01±9.95# 258.74±8.68#

高原服药组 90 56 75.33±7.03■■ 280.01±7.93■■

高原对照组 180 50 107.03±10.35＊＊ 262.04±12.87＊＊

高原服药组 180 50 67.60±9.59■■ 283.78±7.89■■

与平原组比较 , ＊P<0.05, ＊＊P<0.01;与高原组 (7d)比较 , #P<0.05, ##P<0.01;与同海拔对照组比较 , ■■P<0.01

3　讨论

ET是内皮细胞分泌的一种缩血管肽 , 它具有强烈收缩血

管 、 抑制心肌收缩力 、 促进神经内分泌等作用 [ 1] 。心钠素是

由心房细胞分泌的一种循环多肽激素 , 具有强大的利钠 、 利

尿 、 舒张血管平滑肌和抑制肾素—血管紧张素 —醛固酮系统

的作用 , 能够对抗多种血管收缩因子的缩血管作用。 ET是目

前已知的缩血管作用最强 、 作用时间最长的活性物质;ANP

作用与 ET相反 , 是体内最强的扩血管物质 , 二者对调节血液

循环起重要作用 [ 2 ～ 4] 。 本研究结果显示 , 青藏铁路职工在格

尔木习服期及入驻高原后 ET显著增高 , ANP显著降低 , 3个

月 、 6个月后 ET又有所下降 , ANP有所升高。由于机体内部

都是高度稳态 , 在高原低氧应激的适应过程中 , 由于神经调

节和多种血管活性因子参与 , 机体内部稳态系统会重新达到

平衡。但有文献报道血管活性物质含量的变化与高原肺水肿 、

脑水肿的发病密切相关 [ 5～ 7] 。因此 , 机体在低氧应激适应过

程中 , 血浆血管活性物质会发生一系列代偿性改变 , 促进肺

血管舒缩功能的改变及血管肌化结构的改建 , 从而完成对低

氧应激的适应过程 , 但同时又促进了高原肺水肿 、 脑水肿的

发生。

天然抗氧化剂 “绿芝宝 ” 具有抗氧化 、 抗缺氧 、 抗疲劳 、

提高机体免疫力的功效。我们通过动态观察发现 , 服用 3个

月 “绿芝宝” 的青藏铁路职工的血浆 ET含量明显降低 , 与未

服药组职工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血浆 ANP含量明显升高 ,

与未服药组职工相比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提示长期服用

“绿芝宝” 对机体血管活性物质的分泌有正性调节作用 , 可以

使机体在缺氧情况下血浆内 ET、 ANP的含量尽早恢复正常 ,

有助于预防高原性损伤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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