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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乳香属 S`hi n u smo le l

中的 AC E抑制剂

Sc hi n u so m le l L
.

是原产于南美洲的一种漆树科

肖乳香属植物
,

现 已广泛移植到许多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
。

其树汁有利尿
,

树叶有降压作用
,

在秘鲁曾作为传

统的草药使用
。

作者等前曾对 9 种该属植物的提取液

进行了抑制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 A C E )活性的测定
,

发

现都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

现报道在生物活性追踪

下分离 A C E 抑制剂的试验结果
。

取粉碎的植物用 己烷 提取后
,

提取物 在 。
.

33

m g / m L 浓度下能抑制 18 %的 A C E 活性
。

继续用

C H Z
CI

:

提取浓缩后
,

其 。
.

33 m g /m L 浓度 的提取液

能抑制 46 %的 A C E 活性
。

将 CH Z
CI

:

提取部分用中

压液相色谱反复分离后
,

得 2 个化合物
: I 为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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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o l le 的果实和笃褥香 P i s t a c ia t e er bi

n t h u s

L
.

中分得
。

l 为 ( 1 3 a ,
1 4p

,
1 7 a ,

2 0R
,
2 4 2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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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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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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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幽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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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二烯
一

26
一

酸
。

其中含有约 15 %的 20 5

异构物
,

用 H P L C 未能分清
。

I 和 l 的结构见图 1
。

I 和 I 抑制 A C E 的 I C S。
约为 2 5 0 拌m o

l / L
。

防癌剂中最有希望的药物
。

作者在筛选抗肿瘤促进剂

的过程中发现马缨丹 L an tan
a ` a

m
a
ar L

.

叶中的主要

三菇马缨丹烯 l( an at de en ) A 和 B 体外试验有强烈的

活性
,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马缨丹烯 A
、

B 对小

鼠体内皮
、

肝肿瘤的抗肿瘤促进作用
。

以 7
,

12
一

二甲基苯并蕙 (D M BA )作起始剂
,

以 12
-

O
一 t e t r a d e e a n o y lp h

o r b o l
一
1 3

一 a e e t a t e ( T p A )为促进剂
,

测定马缨丹烯 A
、

B 对小 鼠皮肤肿瘤生成的抑制作

用
。

通过与阳性对照组比较皮肤患肿瘤小鼠的数目以

及每只小鼠皮肤肿瘤的平均个数而确定其活性
。

将单

独用 T P A 处理的小鼠与口服马缨丹烯 B 溶液后再用

T P A 处理的小鼠相比
,

结果显示马缨丹烯 B 既能延

缓小鼠皮癌的生成
,

又能减少皮癌的发生率 ( 20 周时

约减少 15 % )
,

还能明显地减少每只小鼠皮肤肿瘤的

平均个数 (2 O周时约减少 50 % )
。

有报道
,

在相同试验

条件下其他三菇化合物 (如
:

次甘草酸
,

葫芦烷三菇和

ho p a

ne 三菇等 )对小鼠皮肤肿瘤也有抑制活性
,

同这

些三菇相比
,

马缨丹烯 B 的活性强
,

而马缨丹烯 A 的

活性弱
。

马缨丹烯 B 对小鼠肝肿瘤的抑制效应同次甘

草酸葡萄搪醛酸醋的作用相似
。

作者认为马缨丹烯 B

很可能是一种有价值的抗肿瘤促进剂和肿瘤化学预

防剂
。

(陆 阳摘译 陈泽乃校 )

〔P la n t a M e d 1 9 9 7
,

6 3 ( 3 )
:
2 7 2〕

、

资
O O H 从云南草盖种子中分得新的

二芳基庚烷查耳酮或黄烷酮

H 0

I :
R = C H O ( 2 0 )R
内含 15 % 的 2 0 5 物

。

图 1 化合物 I 和 I 的结构

(史 玉俊摘译 )

〔P l a n t a M e d 1 9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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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缓丹烯对小鼠皮
、

肝肿瘤的

抗肿瘤促进作用

化学致癌作用通过起始
、

促进和发展三个阶段
,

其中作用于促进阶段的抗肿瘤促进剂被认为是化学

《中草药 》 1 9 9 8 年第 29 卷第 1 期

姜科植物 云南草落 A IP in ia bl eP ha 二
a ly x .K

cS h u m
.

的果实在云南
、

四川
、

西藏用作健 胃药
。

该科

的药用植物有抗肝毒
、

抗炎和健胃活性
。

作者从其种

子的 95 % 乙醇提取物
,

再经含水 甲醇
、

己烷
、

乙醚提

取
,

分离到 6 个新化合物
,

依次命名为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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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VI 分子式

均为 C 35 H 34 0 。
和浅黄色无定形固体

。
I 和 l 为查耳

6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