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肝谷 光甘肤 S
一

转移酶 ( G S T ) 和 谷 光 甘肤 还 原 酶

( G R D )的活性
,

而葡萄糖
一
6
一

磷酸脱氢酶 ( G 6 P D H )
、

S e 一

谷光甘肤过氧化物酶 ( G P X ) 和 羊谷胺酞半胧氨

酸合成酶 ( G C )S 的活性却剂量依赖性地不同程度的

降低
。

对 C CI
;

处理组小 鼠
,

cS h B 对肝 G S H 抗氧化

系统促进作用更明显
。

给予同样剂量的 cS h B 可剂

量依赖性地保护肝组织因 C CI
;

引起的肝毒性
。

保肝

作用与肝的 G S H 水平的显著升高有关
。

与对照组相

比
,

C C 1
4

处理组小鼠的 G S T 和 G R D 的活性随剂量

线性增加
,

G 6 P D H 的活性也逐渐增 加
,

相 反
,

G P X

的活性随剂量依赖性降低
。

这些结果表明 cS h B 的

保肝作用可能通过激活与 G S H 有关的酶的活性
,

从

而增加肝 G S H 抗氧化系统的功能而发挥作用
。

众所周知
,

G S H 具有广泛的 生物 活性
,

在细 胞

抗氧化防御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
,

cS h l` 可激 活

肝 G S T
、

G R D 以及 G 6 P D H 的活性
,

增 强肝 G S H 抗

氧化 系统的功能
,

从而保护 因 C 1C
4

肝 毒性引起的损

伤
。

( 高连 用摘译 刘昌孝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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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皂试衍生物及根茎

提取物的免疫调节效应
从 柴胡的根中分离到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柴胡

皂贰
a

、

d
、

f
、

皂贰粗提 混合物 ( C SM ) 和水层 组分

( H I C )
。

将这些成分分别按 1~ I Om g k/ g 剂量腹腔

注射给予每组 4 0 只的 4 周龄 B A L B c/ 系小鼠
,

隔天

一次
,

持续 4 周
,

每周处死 1 0 只测定免疫功能
。

结果

发现
,

第 1 周中胸腺重量 /体重有增加
,

此后渐减 ;给

予 f 和 H L C 组 小鼠的协助 T 细胞 /抑制 T 细胞

( T h / T s
) 比例逐渐增加

,

然而
,

给予
a 、

d 和 C S M 组

小鼠的 T h / T
、
在第 3 周时达到最高值

,

然后减低
;

给药小鼠的 n
声 一

2 水平在整个试验不 同阶段都显著

高于对 照组
;
给予所有这些药物的小鼠脾脏重量 /体

重逐周增加
,

小鼠 B 细胞活化逐周加强
;
在给予 d 和

a
的小鼠血清中

,

Ig A
、
l g G 和 l g M 都有增加

。

体外研

究表 明
,

这些药物能刺激 I L
一
1 的诱生

,

强度次序如

下
:
d ) a ,

2 3
一
( )

一
A e 一 a ,

和 C SM > f 和 H L C
。

(章灵华摘译 郭宝林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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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 9 晶 v ,

溶解 于 10 m ! 饱和氢氧化 钡水溶液中
,

置于沸水浴 ( 92 C )中
。

加热 h6
,

放置过夜
。

向反应液

内通入 C O :

气体
,

离心除去碳酸 钡沉淀
。

于 上清液

中加入约 3m l 浓盐酸
,

水浴加热 h4
。

冷却
,

乙醚萃取

3 次
,

合并醚相
,

无水 N a 2
(S ) 、 干燥

。

回收 乙醚
。

正 己

烷洗涤残留物
,

析晶
,

得 白色针 晶
。

3 鉴定

晶 v
:

白色针晶
,

无味
。

m p l l g 一 1 2 0 (
、

( 温度计

未校正 ) ;
可溶于水

,

乙醇等极性溶剂
。

对苦味酸试纸

反应呈棕红色
。

〔a 〕奇一 一 2 2
.

2
。

( l %
.

H
Z ( ) )

。

I R ,

恐
e m

一

` :
3 4 0 0

,

1 4 5 5
,

1 3 7 5
,

1 2 5 0 一 1 0 0 0 ( 多 峰 )
,

8 8 0
。

I H N M R ( s o o M H z
,

D : ( ) ) p p rn
:
1

.

0 7 ( 3 H
, t )

,

1
.

6 6

( 3H
,
s )

,

1
.

8 7 ~ 2
.

0 4 ( ZH
,

1 2 峰 )
,

3
.

3 0 ( I H
,

q )
,

3
.

4 3

( I H
, q )

,

3
.

5 1 ~ 3
.

5 6 ( ZH
,

n l )
,

3
.

7生 ( I H
,

q )
,

3
.

9 1

( I H
, q )

,

4
.

8 2 ( I H
,

d )
。

13 C N M R ( 6 p p n :
.

r ) : ( ) )
:
12 3

.

8 7

( C
l )

,

7 8
.

5 0 ( C : )
,

3 5
.

7 4 ( C 3 )
,

1 0
.

5 7 ( C
:
)

,

2 5
.

9 5

( C
S
)

,

1 0 1
.

3 4 ( C x
’

)
,

7 5
.

6 0 ( C :
’

)
,

7 8
.

8 4 ( C
’

)
.

7 2
.

2 7

( C 4
’

)
,

7 5
.

3 7 ( C
’

)
,

6 3
.

3 7 ( (
一 。

’

)
。

( R 升 2
一

经基
一

2
一

甲基
一

丁酸
:

m p 7 3
.

5 ~ 砚 C
。
丁

_

的六

= 一 7
.

8
0

( 1 %
,

C H C I
: )

。
I R ,

恐
c
m

’ :
3 4 6。

,

1 7 3 5
.

1 4 6 5
,

1 3 7 5
,

1 2 9 0
,

1 2 4 0
,

1 1 7 0
,

1 0 4 0
.

1 (飞{) ( )
,

9 4 ()
.

9 ( ) ( )
.

8 0 0
,

7 6 0
。

·

2 52
·

4 讨论

利用苦味酸试纸预试方法
,

对我室采集的不 同

产地的红景天样品进行了测试
。

结果见表
。

表明生氯

贰也存在于其它 品种中
。

表 5 个不同产地 (品种 )红景天样品

( 浸奋 )氮试预试结果

称 产 地 用量 ( g )

狭叶红景天 青海大通

长药红景天 东北

红景天
, ,

四川马尔康

红景 天
` ’

四川马尔康

红景天
’ `

青海黄南

` 3 Om
. n 后视苦味酸试纸 着色深 浅而定

定
。

0
.

7

0
.

9

结 果
’

+ + +

+ + +

丰 + +

关 ,

品种 未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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