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 鼠口服贰甲后
,

药物从 胃肠道消失较快
。

离体胃及小肠孵育实验结果提示
,

贰甲在胃

肠道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

尤其是在胃中
。

这与贰甲灌胃所显示的抗瘤效果较低的实验结果

相一致
。

药物与血浆蛋白的结合程度
,

对其在体内分布
、

代谢等影响颇大
。

贰甲与血浆蛋 白结合

率较低
,

易从血液 内消失
,

因而不易产生蓄积毒性作用
。

贰甲在体 内的分布广
,

但在肝
、

脾
、

血和肺等组织或器官内含量高
,

这样分布的相对特异性为我们使用贰 甲来治疗肿瘤提供 了条

件
。

贰 甲在心
、 ’

肾和脑 内的含量低
,

这一特点有利于减少它对这些器官的副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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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化学成分研究结果表明
, ,
户华枷蔽和棚威根茎所含的黄酮类 成分 不 同

,

总 黄 酮 含量

也有显著差异
。

对于其化学成分与疗效间的关系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3
.

3 本实验采用大鼠后腿股骨下端制作骨损模型
,

并利用四环素与新生骨结合产生 荧光 的

特性辅助进行效果判别
,

实验证明本模型具有制作简便
、

实验周期短
、

结果可 靠 等 优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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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番荔枝中的细胞毒生物碱

W u Y a n g e h a n g
, e t a l

.

P h y t o e h e m
,

1 9 9 3
,

3 3 ( 2 )
: 4 9 7

山番荔枝 A 朋 on a o on t a o a为一种常绿小树
,

原产印度和巴西
,

后移植到我

国台湾
。

其中有多种生物碱
,

其甲醇提取物在体外筛选中对 人 K B细 胞
、

A 一 5 49

肺癌
、

H T 一 29 结肠癌细胞及鼠类P 一 38 8及 L一 1 2 1。 白血病有细胞毒作 用
。

今报道

从该提取物中分得 i个新菲类生物碱
,

定名 a n n o r e t i n e , C : 。 H : 。 N O
: ,

油状物

经光谱及化学分析证明其为 3一径基一 4一甲 氧基一N 一 甲基一四氢 毗 咤 ( 4 ,
3一 a ) 菲

( I )
,

见图
。

本品对 K B细胞
、

P 一 3 5 8
、

A 一5 理9及 H T 一 2 9等细胞 的 E D 。 。

分 别 为 1 4
.

4 7
、

3
.

3 3
、

4
.

4 6及 2
.

5 1 1̀ g / m l
。

( 史玉俊摘译 )

·

2 5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