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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下珠属为大戟科 阮 中的一个大

属
,

在全球约有 种
,

而我国已发现有 余种 
。

 ! 等曾对 种澳大利亚的叶下珠属植物抗乙型

肝炎病毒 作用进行过研究川
。

目前我国尚未

见到对不同品种叶下珠属植物的抗 作用进行

较系统的比较研究
。

本实验对 种不同品种
、

不同产

地叶下珠属植物的水提物在体外 细胞培养中

进行抗 作用的观察
。

材料与方法

药物 苦味叶下珠 尸勺  ! ,
”

海南采集
、

黄珠子草 尸 塔  海南采

集
、

珠子草延益亚种 尸 、
‘

团 , ,
海南采集

、

广 东产

叶下珠 尸 广东采集
、

广西产叶下珠

广西 采集
、

余 甘子

云南采集
、

云 泰叶下珠

云南采集
、

云贵叶下珠 介二
 ! 才

云

南采集
、

无环鸟昔  ! 湖北潜江制药厂
,

批号
。

以上 种中药均取全草
,

洗净
、

打碎 后
,

浸

泡于清水中
,

置 ℃水浴
,

间隔搅拌 次川
,

离心后
,

上清于 拌 滤膜过滤
。

实验时以培养液

稀释至所需浓度
。

试剂  ! ∀# 培养液 含 胎牛血

清
、

 
、

 
, 、 一

谷氨酞胺
。

用 配成
。

二甲基亚矾 如

皋市化学试剂厂
。 、

放免试剂盒 北

方免疫试剂研究所
。

 ! 细胞系 北京 医院病毒室转赠
。

方法

细胞培养 将长满 细胞的培养瓶用

胰蛋白酶
一

 ! 消化  
,

弃消化液
,

加培养液轻轻吹打
,

将细胞配制成 万个 种

于细胞培养板中
,

孔板 孔
,

孔板

孔
,

于 ℃ 培养箱内培养
,

贴壁后

用于实验
。

药物对细胞的毒性试验 种中草药水提物

用培养液分别配成多种不同的浓度
,

加于 孔细胞

板中
,

每种浓度 孔
,

孔
。

并设无药细胞对

照及阳性对照药  
,

做 种浓度
。

加药后培

养
,

换加药液
,

继续培养到第 天
,

用 染

色
,

每孔
,

℃ 孵育
,

弃上清后

加 孔溶解
,

然后以波长 比色

测定 值
。

药物对 抑制试验 将 种叶下珠属植

物水提物分别用培养基配成 种浓度
,

均取无毒或

接近无毒的浓度
,

分别加于 孔板
,

孔
,

每种

浓度 孔
,

另设无药对照及阳性对照药
,

培养

于
,

培养箱内
,

每 换加原浓度药液继

续培 养
,

第 天收集培 养液
,

即进 行 和

测定
,

用
一

计数器测定每孔药液 印 值
。

实

验重复 次
。

计 算 各药 物 对细 胞 生 长的 半 数毒性 浓度

 。。 、

药物对抗原的抑制百分率
、

药物抑制抗

原的半数有效浓度
。
和药物的治疗指数

。

结果与讨论

药物对 细胞的毒性作用 用 染色

法观察
。

苦味叶下珠
、

黄珠子草
、

珠子草延益亚种 9
.0 、

广东产叶下珠 8
.6 、

广西产叶

下珠 6
.1 、

余甘子 6
.
。

、

云泰叶下珠 97
.2 、

云贵叶下珠

0
.
6

、

A
c

v
1

.

8

。

云泰叶下珠毒性最小
,

云贵叶下珠毒

性最大
,

其余 6种的半数毒性剂量差别不太大
。

2

.

2 不同叶下珠属植物水提物在 2215 细胞培养中

对 H B
sA g 和 H B

eA g 的抑制效果
:
采用的 8 种叶下

珠属植物的水提物在体外细胞培养中
,

由于 品种不

同
,

产地不同表现出对 H Bs A g 和 H Be A g 的抑制作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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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
。

在浓度为 3
.
13 9/L 时

,

黄珠子草和广东产

叶下珠对 H B
sA g 和 H Be A g 均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

抑 制 率 分 别 为 67
.
67% 和 75

.
90 %

、

6 3

.

0 3
% 和

68
.
40 %

;
珠子草 延益亚种对 H Bs A g 的抑制率为

57
·

17 %

,

而对 H Be A g 抑制作用差
;
苦味叶下珠

、

广

西产叶下珠
、

余 甘子对 H Be A g 的抑制率分 别为

63
·

7 5

%

、

6 9

·

l

% 和 64
.
20%

,

而对 H B
sA g 的抑制率

仅为 20 % ~ 30 % 左右
。

云泰叶下珠对 H B
eA g 的抑

制作用很强
,

浓度为 1
.
25 9 /L 时就表现出抑制率为

60
·

82
%

,

对 H Bs A g 则几乎无抑制作用
。

云贵叶下珠

在 。
.
5 9 /I

J
时对 H B

sA g 的抑制率为 70
.
87 %

。

一般用 T l来评价药物临床应用前景
,

T l >
2 为

有效低毒
,

T l >
1

、

T l <
2 为低效有毒

,

T I <
l 为毒性

作 用[’]
。

黄珠子草和广东产叶下珠对 H BS A g 和

H Be A g 的 T l 均> 2
;苦味叶下珠

、

余甘子
、

广西产叶

下珠和云泰叶下珠对 H Be A g 以及珠子草延益亚种

和云贵叶下珠对 H B
sA g 的 T l> 2

。

A c v 为实验的

阳性对照药
,

对两种抗原的 T l 均< 2
。

国内外已对叶下珠属植物的成分做了许多分析

研究
,

并有报道证实不同品种
、

不同产地则所含成分

有许多差别
,

所表现的结果也各有差异[5, 幻 。

如本文

中云贵叶下珠和云泰叶下珠均采自于 云南元江峡谷

海拨 60o m 处
,

但在 2215 细胞培养中
,

云贵叶下珠

表现出毒性较大
,

对 H B
sA g 的抑制作用好

;
而 云泰

叶下珠的毒性很小
,

对 H Be A g 抑制作用强
,

可见两

种草药虽产于一地
,

但品种不同表现也明 显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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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谱图
,

以峰面积为纵坐标
,

浓度为横坐标进行线

性回归
。

得回归方程
:A 一 4

.
06 x 10 6C 一 2

.
83 X I护

, r

一 0
.
99 99 。

4 加样回收实验

精密吸取上述各稀释标准液 5 m l
J
与等量的样

品注射液混合均匀
,

依次按样品液
、

标准液及混合液

直接进样分析测定
,

进样量为 10 m L
,

计算回收率为

99.08%
,

R S D 为 1
.
43% (

n一 5 )
。

5 样品测定

取川芍嚓的标准对照液 (0
.
06 m g/m l )与样品

液各 10 m L
,

依上述测定方法进样标定
,

测得样品血

立通注射液中川芍嗓含量
,

测 3 次
,

得平均含量为

7
.
71 拌g / m L

,

R S D 为 0
.
69%

。

6 小结
6.1 本法一次色谱分析在 10 m in 内完成

,

测得峰

保留时间在 8
.
5 m in 左右

。

本品甲醇水溶液比较稳

定
,

一周内测定含量几乎无变化
。

6

.

2 采用此法进行含量测定
,

结果表明操作方法较

简单
,

灵敏度高
,

结果准确
,

适于该制剂的质量控制
。

( 1 9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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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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