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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天然成分抗溃疡作用机制

消化道溃疡是一种常见病
。

民间经常习惯使用

一些草药治疗胃病
,

因此从植物中寻找抗溃疡药物

已成为医药研究最活跃领域之一
。

近年对类黄酮化

合物的抗溃疡作用研究颇多
。

类黄酮化合物在植物

界分布广泛
,

可能是吸引人们对其抗溃疡作 用研究

具有极大兴趣的原因
。

此外
,

对尼 日利亚 人使用的一

种称之为 E n t a n d ar Ph a g m
a a n g o l e , s e

( E A )的植物

用作抗消化性溃疡也进行了研究
。

文献报道类黄酮化合物和 E A 的甲醇提取物的

抗溃疡作用与其对组胺
、

血小板激活因子 (P A F )
、

前

列腺素等几种自体活性物质的作用有关
。

1 对组胺的作用

类黄酮如棚皮素可抑制组胺的释放
。

已知 胃壁

细胞分泌盐酸
,

胃蛋白酶原分泌 胃蛋白酶
。

组胺能直

接兴奋壁细胞和 胃蛋白酶原
,

从而促进盐酸和胃蛋

白酶的分泌
。

类黄酮能抑制组氨酸酶的活性
,

因而降

低胃粘膜中组胺的形成
,

最后达到抑制盐酸的分泌
,

产生抗溃疡作用
。

2 对 P A F 的作用

以酸化乙醇诱导大鼠胃损伤
,

腹腔给以类黄酮

化合物懈皮素
、

芦丁
、

山奈酚
、

抽皮贰以及黄酮
,

以雷

尼替丁作阳性对照
,

肉眼和显微镜观察胃损伤抑 制

的程度
。

榭皮素剂量为 25 m g k/ g 和 s o m g / k g 时
,

明

显抑制胃损伤
,

肉眼 观察抑制率分别为 4 2
.

9 %和

6 1
.

7 %
,

显微观察抑制率分别为 57
.

8 %和 7 3
.

6%
。

山奈酚和芦丁 也获得同样的结果
。

山奈酚剂量为

l o o m g / k g 时
,

肉眼观察抑制率为 5 .8 5 %
,

显微观察

抑制率为 47
.

3 %
。

芦 丁剂量为 50 m g / k g 时
,

肉眼观

察抑制率为 6 5
.

6%
,

显微观察抑制率为 7 6
.

3 %
。

袖

皮贰在高剂量时显 示作用
,

剂量为 4 00 m g / k g
,

肉眼

观察抑制率为 42
.

1%
,

显 微观察抑 制率为 60
.

5叼
。

而黄酮则无效
。

阳性对照药雷尼替丁剂量为 I O0m g /

k g 时
,

肉眼观察抑 制率为 55
·

4 %
,

显微观察 抑制率

为 73
·

6%
。

这些结果提示懈皮素大鼠灌 胃可作抗溃

疡剂
。

黄酮醇在类黄酮化合物中对消化道是最具活

性的
,

其中对酸化 乙醇诱导 的大 鼠胃损伤
,

懈皮素
、

山奈酚和芦丁保护活性最好
,

次为袖皮贰
,

而黄酮则

无活性
。

类黄酮 和雷尼 替丁 在保护剂量时
,

可明显地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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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P A F 的形成
,

懈皮素以 50 m g / k g 剂量给予大鼠
,

胃粘膜产生 P A F 的降低率为 81 %
;
山奈酚剂量为

l o o m g / k g 时
,

降低率为 6 2 % ;芦 丁剂量为 s o m g / k g

时
,

降低率为 79 %
,

而阳性对照药雷尼替丁剂量为

l o o m g /k g 时
,

降低率为 7 0%
。

乙醇致胃损伤的机理是粘膜下层的 小静脉进行

剧烈收缩
,

接着粘膜微血管收缩
,

血小板血栓
,

内皮

微血管损伤和花生 四烯酸盐代谢物的释放
,

在胃损

伤中激活的中性白细胞也能释放 P A F
,

而 P A F 可致

胃肠溃疡
。

类黄酮抑制 P A F 的形成
,

从而起到抗溃

疡作用
。

3 对前列腺素的作用

曾有报道类黄酮化合物可刺激前列腺素的合

成
,

而前列腺素具有细胞保护作用
,

并有助 于 胃粘液

和碳酸氢钠的分泌
,

增加粘膜微循环流量
。

这些发现

提示类黄酮的抗溃疡作用与前列腺素有关
。

以消炎痛诱导大鼠急性胃粘膜损伤
,

给以大鼠

E A 茎皮的 甲醇提取物 40 0 一 8 0 0 9
k/

g ,

对大 鼠产 生

明显的胃保护作用
,

其作用 呈剂量依赖关系
。

E A 几

无毒性
。

当给予大鼠 E A 提取物剂量为 1 2 0 9 / k g 时
,

未 见大鼠死亡
。

这个剂量是 E A 提取物对大鼠胃粘

膜显示效果总保护剂量的 100 倍 (1
.

6 9 k/ g )
。

这就说

明
,

E A 提取物具有极大的安全性
。

曾有报道前列腺

素对消 炎痛诱导 的胃粘膜有保护作用
。

E A 提取物

可能是由于刺激内源性前列腺素的产生而达到保护

的
。

E A 抗溃疡作用的另一机制可能与交感神经和

副交感神经有关
。

因为消炎痛诱导的溃疡包括交感

神经或者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两者
。

所以 E A 提

取物可能干扰交感神经和 ( 或 )副交感神经
。

总之 已

报道的有关 E A 的研究成果支持 E A 茎皮可作为抗

溃疡剂之用
。

( 刘 湘编译 尤 瑾审校 )

含水解型靴质生药和桔靴质的

新功效— 降低尿毒素

鞭质具有抗病毒
、

抗肿瘤
、

抗高血压
、

降低尿毒

素和减缓肾衰竭的功效
,

可分为水解型和缩合型两

大类
。

本文报道含水解型靴质五倍子
、

丹皮
、

芍药的

水提取物有降低尿毒素的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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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服用腺嗦吟引起肾衰竭
,

然后服用含 水解

型鞭质的生药提取物 和单体斡质
,

25 d 后采取血样

分离出血清
,

测 定其中尿氮 (U er a 一
N )

、

肌酸酥 (C
r
)

、

甲基肌 ( M G ) 和肌基唬拍酸 (G S A )的含量
。

五倍子
、

丹皮和芍药的水提取物经冷冻干燥所得棕色物质和

2 种水解鞭质 1
,
3

,
6
一

三
一

O
一

桔酞
一

卜D
一

毗喃葡萄糖

( I ) 和 1
,
2

,
3

,
4

,
6
一

五
一
O

一

格酞
一

卜D
一 n比喃葡萄糖 ( I )

分作供试品
。

结果表明
: 3 种生药 (均分别给药 50

、

1 0 0
、

ZO Om g / k g 体重
·

d )和 2 种水解揉质 (分别给药

2
·

5
、

5
、
l o m g k/ g 体重

·

d) 与对照组相 比
,

均不同程

度地降低肾衰大鼠血清中 U er a 一
N

、
c r 、

M G 和 G s A

的含量
,

并随服药量的增加
,
4 种物质的降低幅度增

大
,

即降低尿毒素作用增强
。

五倍子
、

丹皮和芍药的

功效及化学成分不尽相同
,

但所含的水解棘质均可

降低血液中的尿毒素
,

尤其是明显降低 G S A 含量
。

( I ) 的用 量 仅是生药 的 1 / 1 0 或 1 / 2 0 ; ( I )给药

2
.

s m g 时作用不 明显
,

增加到 l o m g 时作用很明显
。

靴质的化学结构与其 生物活性有 关
,

低分子量的水

解型揉质对肾衰的降低尿毒素作用机理与缩合勒质

是不 同的
。

(王玉萍摘 刘 湘校 )

〔P h y r o t h
e r

R
e s 19 9 5

,

( 9 )
: 3 2 7〕

抑菌试验表明
,

d au * an l 对革兰氏阳性
、

阴性菌

及真菌均有抑制作用
,

经琼脂稀释法确定了最低抑

菌浓 度
,

见表
。

取干燥的植物叶粉末 kI g
,

以石油醚 回流提取

3 6 h
,

挥去溶剂
,

继续用 95 % 乙醇提取 36 h
,

蒸去乙

醇
,

干燥得棕色块状物
。

将其转入索氏提取器中
,

以

C H
ZC I: 连续 回流提取 3 o h

,

回收 C H
Z e l : 得 5 9 棕色

提取物
,

将其溶于 乙醚中
,

以常规方法分成中性
、

碱

性和酸性 3 部分
。

中性部分经硅胶柱层析 ( 2 0 0 9 )
,

分

别以 石 油醚 ( 6 0 一 8 0 ℃ )
、

石油 醚
一
C H o C I: ( l

:
l )

、

C H
ZC I

:
和 C H C 1

3
洗脱

,

取 C H Z
C I

:
洗脱液回收溶剂

得到 20 o m g 淡黄色固体
。

以上述方法重复一次
,

再

以薄层层析 〔硅胶 G lm m
,

苯
一

C H C 13 ( 9 : l )〕进行精

制
,

收集 R
f 一 0

.

3 6 色带
,

以含 5写甲醇的氯仿液溶

解
、

洗脱
、

得 55 m g 固体物
,

再以苯
一

石油醚混合液重

结晶
,

得到 针状结晶
e
l
a u s e n a l ( 4 o m g )

,

m p l g s℃
,

经

物理
、

化学 及光谱分析确定了结构
。

(王 宁摘 劝 湘校 )

〔P h y t () e h
e
m i

s t r y 1 9 9 5 , 3 8 ( 3 )
: 78 7〕

敲菜水蒸汽蒸馏液及其

成分的抗病毒作用

具抑菌活性的一种新咔哇生物碱

从芸香科植物七叶黄皮 C l a u s e n a h e
P I “ P勺 l l a

中分离到一种新的生物碱 1 , 8
一

二 甲氧基
一
3
一

甲酞基

咔哇 (命名为
c la u s e n a l )

,

结构式如下
。

H O

e la u s e n a l

表
c l a u s e n a l 的最低抑菌浓度

微生物 M I C (” g / m l )

大肠杆菌 S T 2 0 3 6

枯草杆菌 S T 2 0 4 1 8

伤寒杆菌 S T 2 8 8 2 5

绿脓杆菌 S T 2 43 20

金黄色酿脓葡萄球菌 M C 2 7 92 7 3

自色念珠菌 S T 3 8 8 8

红色发癣菌 S T 3 89 3

或菜 H
o u z z即

n i a e o r d a zo T h
u n

b
.

在 日本和 中国

为传统药用植物
,

其水提物用作抗炎
,

并具强抗水肿

活性
。

本文考察其水蒸汽蒸馏液及其成分对几种病

毒的活性
。

鲜颤菜 kI g 加 2
.

4 L 去离子水
,

经水蒸汽蒸馏得

S O Om ! 蒸馏液
。

蒸馏液以乙醚提取 3 次
,

合并
,

以无

水 N a Z SO
,

干燥
,

减压蒸馏得 n
.

s m g 无色油
。

油经

气相层析
,

分得甲基正壬酮
、

月桂醛和辛醛
。

蒸馏液

对 H SV
一
1

,

流感病毒和 H IV 有直接抑制活性
,

但不

显 示细胞毒性
。

对脊髓灰质炎病毒和 C o x as ck ie 病

毒无抑制活性
。

病毒失活与药物治疗周期有关
。

蒸馏

液的 3 种主要成分
:

甲基正壬酮
、

月桂醛和辛醛都可

使 H SV
一
1

、

流感病毒和 H IV 失活
。

体外实验结果提

示植物的精油对包被病毒 ( ve el oP de vi r
us )的杀病毒

作用是通过干扰病毒的包被功能得以实现的
。

(刘 湘摘 尤 瑾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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