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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已经认识到了天空中的恒星相互间的位置恒久不变，可以利用它们做标志来说

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为了认识星辰和观测天象，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天上的恒星划分为几个

一组，每一个组合确定为一个名称，这样的恒星组合就称为星官。各个星官所包含的星数不等，少到

一个，多到几十个，所占的天区范围也各不相同。在众多的星官中，分布在黄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官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又被平均分为四组，每组七宿，与东、西、

南、北四个方位和苍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动物形象相配，称为“四象”，道教名之为“四灵”。

二十八宿与四象观念的形成很早，战国初已见于史书记载。《礼记·曲礼上》：“行前朱鸟而后玄武，

左青龙而右白虎。”孔颖达疏：“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汉代纬书《尚书考灵曜》云：

“二十八宿，天元气，万物之精也。故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龙，曰‘左青龙’。

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其形如鹑鸟，曰‘前朱雀’。西方奎、娄、胃、昴、毕、觜、

参七宿，其形如虎，曰‘右白虎’。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其形如龟蛇，曰‘后玄武’。”

唐代时，二十八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的星空划分体系，类似现代天文学中的星座。（文 / 刘睿哲）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重要贡献

二十八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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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Allium sativum L.）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蔬菜或调味品之一。大蒜原产于欧洲南部和中亚，最早在

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等地中海沿岸国家栽培，据载是

汉代由张骞从西域引入我国关中地区 [1]。近年来，大量研

究表明大蒜具有抗菌、抗血栓、抗炎、保肝等多种健康功

效 [2]。然而，看待事物必须看到事物的两面性，不能只看

优点不看缺点。大蒜中含有的蒜氨酸能在蒜氨酸酶的作用

下形成大蒜素，进而形成各种硫化物（图 1）。这些硫化

物常常会诱发许多毒副作用，如烧心、眼睛干涩、胃部不

适等多种不良反应 [3]。那么，综合两方面看来，大蒜真的

具有良好的健康功效吗？是大蒜的益处大于副作用还是副

作用大于益处呢？大蒜到底能不能长期大量食用呢？

一、大蒜或能诱发溶血性贫血

溶血性贫血（Hemolytic anemia）是因为红细胞破坏

速率增大导致红细胞生命周期缩短，临床表现为疲劳、呼

吸困难、心动过速、黄疸等症状 [4]。有研究给大鼠饲喂大

蒜后发现，大蒜中的硫化物可以通过显著降低大鼠红细胞

中还原型谷胱甘肽和血清中抗坏血酸的含量，诱发红细胞

膜脂结构改变，从而显著降低红细胞压积、红细胞计数，

最终导致红细胞大量氧化溶血 [5]。另一研究也发现给大鼠

饲喂含大蒜（4%）的食物两周后，大鼠消化率显著下降，

且血检结果表明实验组大鼠的红细胞压积、红细胞计数、

血红蛋白和白细胞计数显著降低，最终导致大鼠溶血性贫

血[6]。连续三周给大白鼠隔日补充大蒜（150mg/kg/day）后，

实验组除了红细胞计数显著下降外，网织红细胞（是指未

完全成熟的红细胞）百分比升高且外周血涂片上可见大量

红细胞碎片，这表明机体通过增加网织红细胞来刺激红细

胞生成以响应大蒜所致的溶血效应 [7]。因此，大蒜中的硫

化物可以通过改变红细胞膜脂结构，降低红细胞抗氧化能

力，导致大鼠溶血性贫血。除了大鼠之外，大蒜也能够导

致猫、狗、马等动物溶血性贫血[8, 9]。尽管人体的数据较少，

但也有证据表明，吃大蒜会导致血小板功能异常，影响人

体凝血能力 [3]。

二、大蒜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

心血管疾病包括许多慢性代谢性疾病，如高血脂、高

血压等。大蒜除了能够导致老鼠和狗等动物溶血性贫血外，

还能引起血压升高。一条六岁雪纳瑞犬误食烤蒜后，导致

海因茨体和红细胞破裂以及血压升高，接受 24 天治疗后，

血液指标恢复正常 [10]。不过，有报道认为大蒜中硫化物能

够影响细胞中一氧化氮、硫化氢和一氧化碳等气体信号分

子的水平，从而影响心血管系统和炎症等细胞学过程，有

益于身体健康 [11]。然而，临床研究与上述发现却大相径庭。

临床随机对照实验表明，补充生蒜、蒜粉、陈年大蒜（4g/

d）共 3 种形式的大蒜 6 个月后均不能够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LDL-C），其他指标如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等也没有显著变化 [12]。另一项为期 12

周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表明，大蒜药片（10.8mg/

d 蒜素，相当于大约 3 个蒜瓣）对血脂正常志愿者的总胆

固醇、LDL-C、HDL-C、甘油三酯、血压和动脉硬度没有显

著影响 [13]。尽管分子水平认为大蒜蒜素能够影响血脂、血

压等心血管指标，然而一些临床试验和病例报道的结果却

完全相反。因此，靠吃大蒜或大蒜制品来控制血脂并不能

得到理想的效果。

三、大蒜与癌症预防及其他毒副作用

许多报道认为大蒜能够降低癌症发生风险 [14]，如结肠

癌、胃癌等 [15, 16]。然而，阴性结果也屡见报道。一项数据

荟萃（meta）分析结果表明，大蒜及其制品与降低结肠癌

风险没有显著关联 [17]。两项长达 30 年的超过 120000 人的

前瞻性研究表明，大蒜不能够降低胃癌发生风险[18]。同时，

研究者特别对 613 位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随访 30 年，最终

有 292 位罹患胃癌，分析发现大蒜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没

有显著关联 [18]。因此，通过补充大蒜来预防癌症仍需进一

步研究。

大蒜真的能预防疾病吗？
Toxic Side-Effects of Garlic

中国  上海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王露飞  李  辉

流星余迹（meteor trail）定义：流星经过的路径上遗留下的云雾状电离气体长带。其寿命为百分之几秒到几分钟。ǗܸߥeመߥՏជ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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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除了上述副作用之外，还会导致许多其他不良反

应。如同辣椒一样，皮肤直接接触大蒜常常产生灼烧感。

临床研究发现，皮肤接触大蒜会导致过敏性皮炎、荨麻疹

等多种皮肤病变，生吃大蒜或大蒜制品导致烧伤等不良反

应 [19]。一位高血压患者十年来一直服用氨氯地平，未见任

何不良反应 [20]。但是，患者在住院前三周开始食用黑蒜，

1 周后感到呼吸困难和咳嗽，入院后检测发现血氧饱和度

下降并诱发肺炎。此外，还有研究认为大蒜能够改善肝肺

综合征患者肝硬化 [21]。不过，临床上对一位中度肝肺综合

征患者短期补充大蒜素，不仅没有任何效果，最终还导致

肝脏门静脉周围胆汁淤积，诱发急性肝损伤 [22]。因此，临

床上使用大蒜素，仍需进一步考虑体质差异、剂量效应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

四、结论与展望

大蒜功效的研究常常是前后矛盾的，通过临床随机对

照研究和一些病例报道来看，大蒜可能并无疾病预防作用。

同时，食用大蒜轻则导致烧心、眼干和胃部不适，重则导

致血氧饱和度下降，呼吸困难，甚至加重疾病。尽管大蒜

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但是蒜素等硫化物具有很强的毒副作

用 [2]，对人体的气机反应是杂乱无章的。

源于动植物和海洋生物的天然产物，在研究时不仅要

关注单个化合物成分对人体相关通路的激活，更要关注其

主要成分的多样化带来的协同作用，不能片面的以某一种

有益成分分子来代指某一天然食物的功效。另外，天然产

物研究涉及到剂量的安全性和毒性。在研究时应当从人自

身出发，寻找适宜人体大概的剂量范围，而不是盲目地追

求实验结果，忽略人体适宜的剂量范围。我们简单回顾了

过去有关大蒜毒副作用和疾病预防的研究，同时我们也注

意到，因为含有同类的毒副作用分子，整个葱属植物都会

带来一定的副作用 [23]。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食用大蒜

乃至整个葱属植物的剂量当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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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定义：最著名的彗星。由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 1704 年最先算出它的轨道而得名，每隔 76 年
它回归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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