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行为也有促进作用
。

提示从传统中药开

发 出优 于 西 药 的 抗 痴 呆 药物 是很 有 可 能

的“ g〕。

此外
,

通脉健脑 冲剂
、

刺霉 果复 合制剂
、

健脑灵
、

活力 宝‘26, ’。
等许多复方也被报道可

改善动物的学习记忆障碍
。

3 结语

中药治疗老年期痴呆 的研究工作正在兴

起
,

并 已取得 了一定 的成绩
,

但在方法学
、

规

模
、

深度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
。

1 )引

起老年痴呆的两个主要病因是阿尔茨海默病

和脑血管性疾病
。

目前对前者的治疗药物研

究较多而对后者研究较少
。

笔者认为可以运

用阿尔茨海默型老年期痴呆 (S D A T )和 V D

的具有代表性 的动物模 型来研究
,

观察 药物

是对一种有效还是对两种都有效
,

对哪个作

用更强些
。

2) 为了更全面了解药物的作用性

质
,

当证明某药物可 以改善记忆 障碍之后
,

应

当进一步运用生化指标和神经 电生理方法来

追踪 阐明其作用机制
。

尤其是近年已得到公

认的 L T P 为学习记忆的生理基础
,

在实验中

可试用
。

弄清楚药物的作用环节是记忆的内

在系统还是外在系统
。

如果能将生化指标的

测定和电生理方法与学习过程同步进行则最

好
,

可以直观看到学 习过程可能机制的动态

变化
。

3) 今后的研究应加大深度和广度
,

从改

善脑循 环
、

脑代谢等 中药人手
,

进行系统的
、

广泛的
、

科学的研究
,

寻找治疗老年痴呆确实

有效的中药复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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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皮侧耳真菌的研究进展

济南军 区药检所 (济南 2 5。。2 2)

山东 医科大学生化制药教研室

姜 自彬
告

魏学彦

曹锦花

摘 要 糙皮侧耳是民间常用食用 菌
,

含多种氨基酸
、

多肤
、

酶及其抑制剂
、

凝集素和多糖等
,

具有

抗肿瘤
、

抗氧化
、

促进免疫及降胆固醉等多种作用
,

值得深人研究
。

关健词 糙皮侧耳 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

糙 皮 侧耳 p ze u ro t u s o s t r e a t u s (Ja c q
·

e X

F r
.

)Q u目 (简称 PO ) 系担 子菌 纲 口 蘑 科真

菌
,

别名平菇
、

北风菌
、

青蘑
、

桐 子菌
、

粗皮侧

耳等
,

是 民间常用食用菌
,

营养价值较 高
,

同

A d d r e s s :

Jia n g Z ib in
,

T h e In s tit u t e fo r D r u g C o n t r o l o f Jin a n M ilit a r y R眼io n ,

Jin 终n
_ _ _

_ _

姜 自彬 男
,

1 9 8 6 年就读于 山东医科大学 药学系本科
,

19 9 0 年毕业分配 到疥南军区药检所仪 器室工作
,
1 9 9 4 年考人 山

东 医科 大学硕士研究生班攻读生 化药 学专业
,
1 9 9 7 年毕业 回到济南军 区药检所理化室

。

已发表论文数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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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

为便于对其进行深

人的开发研究
,

现对 近年来其化学成分
、

药理

作用等方面的进展情况进行综述
。

1 化学成分

1
.

1 无机元素
:

通过 比较侧耳菌与落叶松草

A g a ri cu : 中无 机元素 的含量
,

发现 A s 不在

PO 中聚 集
,

PO 中 K
、

P 含 量 低 于 落 叶 松

策〔” 。

测定了 PO 中的无机元素
,

含量较高的

为
:
K

、

P
、

C a ,

含量较少的有
:
F e 、

Z n
、

C u 、

M n
、

V
,

重金属有 C d
、

H g 〔, 〕。

1
.

2 氨基酸
:

对子实体中游离氨基酸进行分

析
,

除 N
一

△
一

乙 酸
一

L
一

鸟氨 酸外
,

还检 测 到 33

种 氨基酸
,

其 中丙 氨酸
、

谷 氨酸
、

鸟氨酸 中氮

的含量 占全部游离氨基酸的 40 %
。

1
.

3 多肤
:

由子实体中得到一种对食欲有抑

制作用的糖肤
,

分子量为 7 0 0 0 0 ~ 9 0 0 0 0 , p x

为 8
.

2 ~ 9
.

2
,

含有 2
.

2 %一 3
.

0 %的多糖 〔3〕。

1
.

4 酶
:

从培养液 中得到苯酚氧化酶 (P h e -

n o l o x id a s e )
,

可氧化间
、

对
、

邻位具有不同取

代基的苯酚
,

底物取代基方 向不同
,

氧化机制

也不一样
,

疏 电子基 团阻碍底物氧化
,

释电子

基团可促进底物氧化
〔4 , 。

由菌丝体 中分离 出抗坏血酸氧化酶
,

总

产率为 1 3 %
,

分子 量 为 9 4 0 0 0 ,

SD S
一

PA G E

显示该酶 由两个 46 0 00 的亚基组成
。

在 37 ℃

和 pH 5
.

2 时活性最佳
,

对 L
一

抗坏血酸的 K m

是 0
.

4 8 m m o l/ L
。

氰化物和 CO 处理后的光

谱 改变表 明该酶为血色素蛋 白
,

每摩尔酶含

Z m o l血色素‘5〕。

从 PO 中得到产率为 21
.

4 % 的酶g ly
o x ,

la s e l ,

分子量为 3 4 0 0 0
,

S D S
一

PA G E 显示由

两个相 同的 17 0 00 的亚基组成
, ‘
H

一
N MR 分

析该酶可催化分子内的质子转移
〔6〕。

从子实体中分离 出属于 R N as e T l 家族

的 g u a n ylie a e id 特异性 R N a s e ,

在 p H 8
.

0 时

活性最强
,

热稳定性 比 R N as e T l 强
,

该酶含

有 1 01 个氨基酸
,

其 中 6 个为半脱氨酸
。

其分

子量为 10 8 00
,

在二硫键 的位置和稳 定性方

面
,

与 R N as e T l 家族 中其它成员不同
〔7 , 。

从 菌丝 体 中纯 化 出蛋 白激 酶 C
,

S D S
-

《中草药》1 9 9 9 年第 3 0 卷第 1 期

PA G E 测得分子量为 6 8 0 0 0 〔8〕
。

从 PO 中发现一种需 H ZO : 的对 R e n a z o l

亮蓝 R 脱色的酶
,

该酶在 p H 3
.

5一 4
.

。时活

性最大
,

其 活性可被 N a Z S ZO
S 、

N a C I
、

半耽 氨

酸抑制
,
H ZO : 浓度大于 1 5 4 m m ol / L 时也能

抑制其活性
“幻 。

PO 提取液经 PA G E 发现两条具有漆酶

(l a cc a s e )活性 的色 带
,

为单 聚体
,

分子 量为

6 4 0 0 0
。

该酶含有两个极性基团
, p K 值分别

为 5
.

6 0一 5
.

7 0
、

6
.

7 0一 6
.

8 5
,

这两 个基 团对

维持其活性有重要作用
〔‘。〕。

从 PO 中纯 化得 到总 产率 为 2 3
.

8 %的

D
一

葡萄糖 氧化酶 (D
一

g lu e o s e o x id a s e )
,

分 子

量 为 2 9 0 0 0 0 ,

S D S
一

PA G E 显 示该 酶含 有 4

个 7 0 0 0 0 的亚基
。

其辅基是核黄素 (fla v in )
,

在 50 ℃
、

pH 5
.

5一 6
.

0 时活性最佳
,

对 D
一

葡

萄糖 的 K m 值是 1
.

34 m m ol / L
,

其活性可被

H g C I: 完全抑制
“‘〕。

从培养液 中得到黎芦醇氧化酶 (V A O )
,

为糖蛋白
,

以 FA D 为辅基
。

4 位有甲氧取代

基 的芳 香 醇是 其较 好 的底 物
,

肉桂醇 可 被

V A O 迅速氧化
,

松柏醇则氧化较慢
。

该酶表

观熔点 60 ℃
,

对热 中度稳定‘川
。

1
.

5 酶 抑制剂
:

用从 H a m s te r 鼠的卵细胞

得到的 3
一

经基
一 3一 甲基戊二酞基 (H MG )C o A

还原酶
,

发现 PO 中存在 H M G C o A 还原酶

抑制 剂 m e v in o lill
,

并用 T L C
、

H PLC 和 M S

进一步证实
〔‘3〕。

后又发现抑制剂 fo v axs tat in

在子实体形成期间出现
,

可在营养菌丝体
、

原

基和子实体的不同部分测得
。

从子实体 中纯化 出特异性的血清蛋白酶

的抑制剂 IA
一
1

、

IA
一

2
,

分子量为 8 3 0 0
、

8 2 0 0
。

二者均为酸性多肤
,

各含 72 个氨基酸
,

其 N
-

末端氨基酸被乙酞化封闭
。

IA
一

1 的 1 2
,

15 位

为天冬氨酸和谷氨酸
,

IA
一

2 则为甘氨酸和天

冬氨酸
。

用梭肤酶 Y 对 IA
一

1 处理则完全失

去抑 制活性
,

用 H B r
使 IA

一

1 的 M e t 3牡P r o 4 o

和 M et 41 一

L ys 42 断裂
,

用经胺使 IA
一

2 降解
,

则

二者均无活性
,

说 明整个抑制剂分子都参与

了活性的发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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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6 凝集素 (a g g lu tin in )
:

从 子实体 中纯 化

出一种凝 集素
,

可与一种磷 酸酶 相互 作用而

增 强其活性
,

该凝集素的这种性质可被半乳

糖阻断
,

表 明与磷酸酶的反应是在凝集素的

活性位点进行的 〔‘5〕。

1
.

7 多糖
:

从 PO 中得到含 D
一

半乳糖
、

D
一

甘

露糖
、

L
一

果糖 的杂 聚糖
,

其 基本骨 架是 (1 ~

6 卜D
一

半乳糖多聚体
,

此多糖 含大量 的 D
一

甘

露 毗喃糖
,

并 通过 O
一

3 和 O
一
2 与主链 相连

,

该糖的构型是
a 一

D 型 〔‘6 , 。

由子实 体 中得 到不溶于碱 的 件D
一

葡 聚

糖
,

含有 1~ 3 连接的 各D
一

毗喃葡萄糖 片断
。

该 糖含 7 %的蛋 白质
,

可延长易 受细菌感 染

的小 鼠的存活期t17 , 。

1
.

8 其它
:

对培养基 中细胞外维生素作了研

究
,

发现 PO 不能合成 V it BI
: ,

培养基 的 p H

和组成明显影响菌丝体中 V it B
l 、

B
S 、

B
7

的含

量
,

对 B
Z 、

B
6

影响较小
,

在指数生长后期
,

B
S 、

B
7

特别是 B 6
分泌较多

,

B
l 、

B
:

只存在于细胞

中
。

用色谱法鉴定了 8一20 个碳原子的脂肪

酸
,

其 中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
,

油酸含量最

高
,

为 5 6 %
。

用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检测了 PO

中 总 的 脂 肪 酸
,

主 要 脂 肪 酸 为 C
l。 : :

(5 9
.

4 % )
、

C
1 6 : 。

(2 1
.

5 % )
、

C
1 8 : :

(9
.

8 % )
。

从线粒体制剂 中发现两种质粒样 D N A

成分
: p L PO

: 、

pL PO
: ,

它们 的 5’末端 被蛋 白

质封 闭
,

蛋 白酶 K 对它们的 5’末端蛋 白的分

解程度不同
,

说 明其末端蛋白不同
,

二者之间

及与线粒体
、

核中染色体之间无同源性 〔183
。

通过凝胶过滤
、

标记致敏 原吸收实验发

现 PO 中含有致敏活性物质
〔193

。

对 PO 抱子

用 乙醚脱脂
,

然后用 0
.

1 25 m ol / L 碳 酸氢铁

缓冲液提取
,

致敏原收率最高
。

2 药理作用

2
.

1 抗 肿瘤作用
:

实验表 明
,

PO 子 实体 的

水提液对小鼠肉瘤抑制率为 75 %
、

对艾 氏瘤

抑制率为 60 %
。

从 PO 热水提取物中分离出

葡 聚糖组分
,

在 。
.

l m g / k g 时表现出很强 的

抗肿瘤作用 〔2。〕。

从 PO 提取得到糖肤
,

体内对
。

7 4
·

5 18 。

肉瘤 有 明显 抑 制 作 用
,

可 诱 导 和 促 进

L A K
、

N K 细 胞对肿瘤 细胞 的杀伤作 用〔21j
。

还得 到一对热极不稳定的碱性糖蛋 白
,

体外

对 5
1 8。

腹水 瘤细胞有很强 的细胞 毒作用
,

可

使瘤细胞膜通透性发生改变
,

导致细胞溶解
。

体内对 5
1 8。

小 鼠效果也很好〔2幻 。

2. 2 抗氧化作用
:
PO 水提物具有清除经基

自由基 的作 用
,

这 可 能与其 菌体 内几 丁质

(chi ti n )含量较高有关
。

用含 5 %PO 干粉的

食物喂饲大鼠 10 周后
,

其血液
、

肝脏中 H
Z
O

Z

浓度 明显降低
,

肝脏抑制 自由基产生的能力

提 高了 24 %
,

抗 过氧化物酶
,

特别是超 氧化

物歧化酶和谷耽甘肤过氧化物酶的活性有显

著提高
〔2 3 ; 。

2
.

3 降低胆 固醇作用
:

叙利亚雌性大 鼠慢性

吸人 酒 精 8 周 后
,

胆 固 醇 (C )
、

甘 油 三 醋

(T G )和磷 脂含 量升 高
,

若 同时 喂饲 PO 食

物
,

可使大 鼠体 内 C 的水平降至未接受酒精

吸人大鼠的水平 以下
,

血液 中 T G 和极低密

度脂蛋 白 (V L D L )下 降 30 %
,

而高密度脂蛋

白(H D L )的含量
、

组成未受影响〔24:
。

用含 1 % PO 的食物喂饲对外源胆固醇

有遗传敏感性的雌性大鼠
,

4 周后
,

与不喂饲

PO 的对照组相 比
,

血液 中 C 的含量 降低 了

4 0 %
。

用 PO 喂饲 断奶不久 的雄性 W ist a r 大

鼠
,

8 周后
,

血液
、

肝脏 中 C 的含量分别下 降

33 %
、

27 %
,

血 液 中 T G 不 受影 响
,

屏脏 中

T G 含量降低 41 %
。

实验表明
,

C 的降低主要

是 L D L
、

V L D L 中 C 的减少
,

H D L 中的 C 并

不受影响
。

由双 同位素血浆 比率法发现 PO

可使 C 的吸收降低 14 %
,

从
‘

℃
一

胆固醇的衰

变 曲 线 分 析
,

PO 能 使 C 的 代 谢 增 加

4 2 % 〔2 5〕。

从 PO 中得到水及 3 0 %
、

6 0 %
、

8 5 % 乙醇

的提取物
,

喂饲 H am s te r 鼠
,

6 周后发现
,

水

及 30 %
、

60 %醇提 取物 可显 著 降低 血液 中

C
、

T G 含 量
,

肝 脏 中 C
、

T G 下 降 34 % ~

4 0 %
, 8 5 %醇 提 取物 使肝 脏 中 C

、

T G 下 降

1 8 %一 2 2 %
〔, ‘〕 。



实验表明
,

PO 多糖亦可降低小 鼠血液
、

肝脏 中 C 的含量
。

2
.

4 免疫促进作用
:

小 鼠皮下注射不 同剂量

的 PO 葡聚糖 (g lu e a n )和果聚糖 (le v am is o -

le )
,

结果显示
,

葡聚糖在 10 m g / kg 时
,

可 明

显增强小鼠对二硝基氟苯 的迟发性超敏反应

(D H R ) (尸< 0
.

0 5 )
,

对吞 噬细胞活性指数 和

中性粒细胞 活性都 有促进作 用 (尸 < 0
.

0 5 ) ;

果聚糖在 2 0 m g / kg 时
,

可促进 D H R 和吞噬

细胞的吞噬活性 〔271
。

2. 5 其它
:

用含 PO 的高 C 食物喂饲胰岛素

依赖性糖尿病模型大 鼠
,

2 周后
,

其基础血糖

和进食后的血糖水平均明显降低
〔28j

。

由 PO 子实体制成 的
“

舒筋散
”

可治腰腿

疼痛
、

手足麻木
、

筋络不适
。

雌性大 鼠用缺 S e
食物喂食 4 周

,

造成缺

S e
模型

,

然后分别喂饲含亚硒酸钠和 P O 的

食物
,

3 周后
,

两组动物血液
、

肝脏中 S e 的水

平均明显增加
。

以 亚硒酸钠作基准
,

PO 中 Se

的相对 生 物利 用度 为
:

血 液 6 6
.

6 6 %
,

肝脏

1 2 5 %
。

谷 胧 甘 肤 过 氧 化 物 酶 的 活 性 是

1 2 3
·

4 2 % 〔2 9〕。

用含 2 %PO 的饲料喂饲 H a m st e r 鼠
,

可

显著控制其体内 Z n 、

M g
、

Fe 的平衡
。

糙皮侧耳真 菌在我 国栽培广泛
,

资源十

分丰富
,

深人对其进行研究开发
,

无论从经济

价值还是从药用价值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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