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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屈菜提取物对大鼠离体灌注

肝脏胆汁分泌的作用

白屈莱 C人“ 诬̀ 明扭 .协叼妈 是具有止痛
、

镇痉
、

利尿和利胆作用的药用植物
,

临床报道它能增加十

二指肠管中的胆汁流 t 并有效治疗多种肝胆管疾

病
。

但是研究人员用不同的动物进行试验却出现不

一致的结果
。

作者用大眼离体浪注肝脏模型来测试

白屈菜提取物的 3 个组分
:

总提取物 ( I )
,

阶性组分

( , )和生物城组分 ( , )的利胆活性
.

向祖注介质中加入白屈菜 I
,

发现胆汁流量较

处理前值明且增加
,
4 0m in 后翻了一番多

,

停止加入

后胆汗流 t 立即降低
,

30 m in 后回到处理前值
。

整个

过程中胆映含 t 却显著降低
,

因此胆酸产物不受加

入提取物的影晌
。

组分 ,
、

, 及二者合并均可使胆汁

流盆较处理前值稍有增 加
,

分别为 6%
,

10 %和

20 %
,

且胆破含量均显著降低
,

胆酸产物不受这些加

入组分的影晌
。

实脸排除了胆道 《〕d d i括约肌对胆汁

流 t 的影响和生物孩的解痉作用
.

表明白屈菜 I 是

通过增加胆酸非依核性胆汁流盘而产生利胆作用

的
,

且利胆作用是 由 I 产生而不是 由其中 1 个或 2

个主要成分引起
。

(郑意端摘译 史玉俊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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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最高浓度的 6 0% ~ 70 编 )的碳酞胆碱 ( 。 ar ba
一

c
h ol )

、

组胺
、

前列腺 F , 和 P 物质引发的豚鼠气管收

缩
,

该水溶部位的 IC知值根据所用的激动剂在 13
.

9

一 95
.

5拌g /m l 范围内变动
,

它能松弛由气喘内源介

质引起的豚鼠气管收缩
,

表明水溶部位是气管收缩

的拮抗剂
。

此水溶提取物与标准药物氨茶碱有近于

同等的功效
.

当提取物的浓度为 l 一 10 勿
` g / m l 时

,

还

能提高豚 鼠支气管肺泡白细胞的细胞 内环腺昔酸

c( A M P )水平
。

c
.

sy 科脚以 i a l is 具有较强的松弛平滑

肌和改善支气管肺泡白细胞代谢等作用
,

这种联合

功能为该植物治疗气喘的临床应用提供药理基础
。

确证该部位在整体动物中的作用和活性成分的分离

正在进行中
。

(徐法 明摘译 陈泽乃校 )

〔P h yt o *
h

e r a P y R
e s

19 9 5
,

9
: 4 7 3〕

抗哮喘和抗炎药物夹竹挑麻素

和乙酸丁香配基的墓因毒性效应

锡生慈属 ics as 州 , e jos sy 用 , od i a l is iE c hl

根的醉水提取物对豚鼠气管条和

支气管肺泡白细胞的作用

防己科锡生藤属 c is as mP
e

ols 卿科扭以 ,’a l̀ a iE hc l

是一种甸甸植物
,

多生长于潮湿地带
,

如在巴西东北

部的河边分布多而广
,

其根部的水浸液用于治疗气

啥
、

关节炎
、

支气管炎和尿路感染
.

本文对其水溶性

部位的药理作用作了研究
。

取药 材根部
,

4 0 ℃供干
,

室 温下 25 ~ 3。 〔 以

7。% 乙醉水溶液浸取 d3
,

漫液 60 ℃减压干操至恒

重
,

得率 1 9
.

。%
。

将粗提取物溶于水
,

过滤
,

提纯率

为 6 9% ~ 7 0 %
。

进一步的药理实验表明
:

水溶性部位能可逆地

降低豚鼠气管条的自发张力状态
,

并能抑制由次高

润礴诬雨百丽不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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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氧基 苯 乙 酮
,

俗称夹 竹桃 麻 素

(a p o c y in n )
,

是 从 生 长在 喜 马 拉雅 山地 区 海拔

3 0。。m 以上的药用植物胡黄连 尸￡̀阳厅五￡功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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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部分得的一种活性成分
,

能抑制

炎症介体血栓素 A :

的释放和中性 白细胞超氧化物

的产生
,

因而具有抗炎作用
。

3
,

5
一

二甲氧基
一
4
一

经基

苯乙阴
,

即乙酸丁香配基 ( a e e t。 , s
尹 i n g e n in )是其甲氧

基化的半合成衍生物
,

具有高度的镇喘作用
,

用豚鼠

体积描记法与其它苯乙酮类化合物 比较
,

是抑制支

气管收缩活性最强的一个化合物
。

本文以鼠伤寒杆菌 S al
~

e “ a

ytP hi m , ir o m 菌

株 T A 97
,

T A 98
,
T A 10 o 和 T A 10 2 在含和不含有鼠

肝脏匀浆情况下
,

进行 A m e s
试验

,

分析其突变性
.

结果表明
,

无论是否通过代谢活化
,

夹竹桃麻素和乙

酞丁香配基均不显示突变性
,

但高浓度时在某几个

实验株中两者可呈毒性
,

组氨酸原营养性细菌的菌

落细小或所有细菌死亡
。

以人体的外周淋巴细胞进

行体外姐妹染色体丝交换 ( S C E )试验
,

显示每次有

丝分裂
,

二者均不明显增加 CS E 数 目
,

试验中二者

剂量可增加至使增生指数明显下降
,

高剂量时将抑

制淋巴细胞的生长以至细胞死 亡
。

被试的苯乙酮类化合物在 A m
e s

试验中均不增

·

3 7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