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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类化合物对氧自由基损害的

表皮细胞的保护作用

姜科植物姜黄 C u cr u
m

a l on g a L
.

的芳香成分姜

黄素 ( cu cr u m i n) 是一种天然的橙黄染料和良好的脂

质过氧化抑制剂
。

作者应用次黄嗓吟 /黄嗦吟氧化酶

( H X /X O )诱导人角化细胞和 四哇硝基蓝 (N B T )还

原产生局部超氧化物检查姜黄类化合物对角化细胞

的保护作用
。

试验所用姜黄类化合物是姜黄根茎的天然成分

姜黄素
、

脱甲氧姜黄素和双脱 甲氧姜黄素的混合物

(各成分 比为 55
:

31
:

14 )
。

试验以姜黄素纯品 比较

活性
,

以 lS i l y b in 试剂 ( 已知的保护皮肤免受 自由基

损害的试剂 )作为阳性对照
。

试验结果显示
,

受 H X /

X O 损害可导致 49 %的角化细胞死亡
。

当加入低浓

度的姜黄类化合物 (浓度为 0
.

32
、

1
.

25 和 5 拌g /m L )

后可分别使细胞存活率增加 13 %
、

18 %和 22 %
,

而

此浓度的姜黄类化合物对细胞无毒性
。

研究表明
,

姜黄类化合物可抑制 N B T 的还原
,

对 照标准 曲线
,

反应开始后 10 m in
,

药物浓 度为

.5 0 0 和 1
·

25 拌g / m L 时反应活性下降 87 % ;药物浓

度为 。
.

325 拌g /m L 时反应活性下降 75 %
。

姜黄素纯

品的作用不如姜黄类化合物
,

这揭示混合物中各化

合物之间有协同作用
。

iS l y b in 试剂 (酚性抗氧化剂 )

对 N B T 还原也有强抑制作用
。

抑制超氧化物的生成

从而降低 H
20 :

引起的细胞毒性
,

可能是姜黄类化

合物对人角化细胞起保护作用的原因之一
。

(妇乞丽韵摘译 陆 阳校 )

〔P la n t a M
e
d 1 9 9 7

,
6 3 ( 3 ) : 2 6 5〕

苦参中异戊二烯型类黄酮对

磷脂酶 C T I

的抑制作用

磷脂酶 C ( P L C )能将细胞膜上的二磷酞磷脂酞

肌醇 ( PI P 2) 水解成第二信使二酞甘油及三磷酞肌

醇
,

在细胞间信号传导及细胞增殖方面起重要作用
。

P L C 抑制剂有望成为细胞生长抑制剂及研究细胞

间信号传导机理的有效试剂
。

作者通过测定 IC
S。 ,

比

较研究了从苦参 S oP ho ar 刀
a v es en

,

根中分得的 n

种异戊二烯型类黄酮
s o p h

o r a f l a v o n e G ( I )
,

k u r a r
i

-

n o n e ( I )
,

k u s
h

e n o l B ( VI )
,

k u s h e n o l E ( 仄 )
,

k
u s

h
e n o

l H ( VI )
,

k u s
h

e n o
l K ( V )

,

k u s
h

e n o
l L ( X )

,

k u s
h

e n o l M ( 皿 )
,

k
u s

h
e n o

l N ( l )
,

k o s a m o l A (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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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k u r a r
i d in ( XI )对 P L C

, 1
的抑制作用

,

并与其它 4

种常见类黄酮
:

本犀草素
,

棚皮素
,

橙皮贰
,

染料木素

的抑制作用作了比较
。

上述 4 种常见类黄酮对 P L C
, :

的抑制 作用很

弱
,

IC S。

皆大于 2 5 0 又 1 0 6 m o l / L
,

而上述 1 1 种异戊

二烯型类黄酮则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

除化合物 vI

外 ( IC S。
) 5

.

3 义 1 0 一
4

m o l / L )
,

I C
S。

在 7
.

5 X 1 0 一 6

~ 3 5

x l o 一` m ol /L
,

其 中化合物 叨 活性最强
,
IC

S。

为 7
.

5

x l o 一 6 m ol / L
。

构效关系研究表明
: 3 位存在

一

O H 将

明显降低此类化合物的活性
,

此
一

O H 的构型与活性

有关
,

C
:

存在拉凡杜基 ( la v a n d
u l y )则对活性强度非

常重要
。

化合物 I
、

VI
、

XI 与目前报道的仅有的 4 种

P L C 抑制剂的活性相当
,

预示其具有良好的应用前

景
。

异戊二烯型类黄酮具有强烈的活性
,

对它们在细

胞间信号传导的途径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
。

(张 敏摘译 陆 阳校 )

〔P la n t a
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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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珠草属植物 A l h a n n a 。 r i e n t a z i 、 中

的抗病毒黄酮类化合物

紫草科紫珠草属植物 A I人a n n a o r i e n t a z i , ( L
.

)

B io cs s
.

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

分布在整个阿拉伯地区

和西奈半岛的南部
,

在当地用于治疗咽喉痛
。

从沙特阿拉伯采集的该植物的乙醇提取物表现

出良好的抗柯萨奇 (C o xs ac ik e) 病毒作用
。

生物导向

测定分离得到具有上述生物活性的 6 个已知的 3
一

甲

氧 基 黄 酮
,

它 们 是
:

茨 非 醇 3
,

7
一

二 甲 醚 ( k u -

m a t a k e n in
,

I )
,

茨非醇 3
,
4

` 一

二 甲醚 ( e r m a n i n
,

l )
,

6
一

甲氧基茨非醇 3
,
7
一

二 甲醚 ( p e n d u l e t in
,
班 )

,
6
一

甲

氧榭皮素 3
,
3

’ 一

二 甲醚 ( j
a e e

id i n
,
VI )

,
6
一

甲氧基茨非

醇 3
一

甲醚 ( V ) 和茨 非醇 3
一

甲醚 ( is o k a e m p f e r
id e ,

VI )
。

干燥 的植物地上部分 (2 k g )用 乙醇提取
,

蒸干

提 取物 ( 246
.

7 9 )
,

部分提取物 ( 40 9 )进行 C
I:

柱层

析
,

以 甲醇
一

水的混合物洗脱
,

活性组分通过硅胶 60

柱进一步纯化
,

以氯仿
一

丙酮 (0 ~ 10 % )梯度洗脱得

到化合物 ( I ) 1 3 m g
,

( I ) 3 3 m g
,

( l ) 5
.

4 m g
,

( VI )

1 0
.

9 m g
,

( V ) 4 0
.

6 m g 和 砚 3 0 m g
。

以柯萨奇病毒 B 3 感染的 V er 。 细胞试验 I ~

VI 的抗病毒活性
,

IC 50 分别是 6
、
1

.

2
、

< 2
、

< 2
、
3

.

4 和

0
.

9 4 拌g /m L
,

阳性对照物为氯座 ( IC S。 = 1 0 拜g / m L )
。

(沈 嘉摘译 冰 华校 )

〔P la n t a M
e d 1 9 9 7

,
6 3 ( 4 )

:
3 8 4〕

。

1 3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