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回复体数 目
,

在 S C E 试验中
,

其 S C E 数 目也均未

超过自发水平
,

此结果与以前的研究 一致
。

实验结果表明
,

至今 尚未得到夹竹桃麻兴与乙

酞丁香配基具有基 因毒性的任何证据
。

( 严忠红摘译 陈泽 乃校 )

〔P h y t o m e d ie in e 1 9 9 5
,

4
:

3 1 9〕

降低 5 0 %
。

作者还测试了一些不同浓度苯乙酮衍生

物的抑制活性
,

表明抑制活性与浓度有关
。

( 刘慧中摘译 陈泽乃校 )

〔P h y t o m e
d ie i

n e
1 9 9 5

,
4 :

28 3〕

植物中的苯乙酮化合物对体外中性

白细胞呼吸爆发活力的抑制效应

棉叶麻疯树及王不留行对淡水螺—
血吸虫宿主的毒性

从喜马拉雅地区的一种带有块茎 的植物 胡黄连

尸 “̀ 。汀入iz a k u

~
中曾分离得到苯 乙 酮葡萄搪贰

a n
d or is n ,

该化合物 及其 相应的糖贰配体磁 麻脂

( a p o c y in
n )对过敏源和 由 P A F 诱导 的支气管收缩

显示了强烈的抑制作用
;
对 an 击 os in 和磁麻脂进行

图 苯乙

酮衍生物的

结构

化学修饰所得的一系列苯乙酮衍生

物对防止豚鼠的支气管阻塞更有效
。

本文作者研究了 19 种不同取代的苯

乙酮的衍生物在体外对由 N
一

甲酞甲

硫氨酞亮氨酞苯基丙氨酸 ( F M L P )

刺激人体多型核中性 白细胞释放超

氧阴离子 ( O牙 )的抑制作用
。

研究表明
:

1) 磁麻脂 ( R Z一 R S
-

H
,

R
3 ~ O C H 3 ,

R
; ~ O H )和 4

一

轻基乙氧基
一

3
一

甲氧基

苯乙酮具有几乎完全的抑制活性 ( 1 0如m ol L/ )
。

2)

云 杉昔 ( p i
e e

in
,

R Z ~ R
3 ~ R S

= H
,

R
;
= O

一

卜D
一

G l c
)因

C
:
上无甲氧基几乎无活性

。

乙酞丁香配基 ( ac et os y
-

r i n g e n i n ,

R
Z = H

,

R
3 = R S

= O C H 3 ,

R
; = O H ) 因 比磁

麻脂在 C
S
多了一个甲氧基而使活性降低 50 %

。

3)

2
,

4
一

二经基
一

3
一

甲基
一

苯乙酮与芍药酮 ( aP eo
n ol

,
R Z一

O H
,

R 3 ~ R S
= H

,
R ; 一 O C H 3

)相比
,

虽然 C
3
的取代

不同
,

但两者的活性相同
;
而前者比磁麻脂的活性降

低 28 %一 31 %
,

磁麻脂的 5
一

氯 (或澳 )的衍生物活性

显著降低
。

如苯乙酮衍生物的乙酞基被醛基代替活

性约降低 50 %
。

总之
,

上述苯乙酮衍生物中 R
;

为轻

基或乙氧基
,

R 3
为甲氧基或甲基是其具有抑制中性

白细饱释放超氧阴离子活性的结构特征
。

而 R 3
~ H

时
,

苯乙酮衍生物不显活性或仅显弱活性
。

此外苯乙

酮衍生物 C
;

的 O H 如与葡萄糖成贰则相应的活性

血 吸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疾病
。

许多种淡水

螺在这一疾病传播途径中充当中间宿主的角色
。

消

灭淡水螺是控制血吸虫病行之有效的途径
。

含皂贰

的植物曾被报道有抗螺活性
,

因此作者对含皂贰的

棉叶麻疯树 aJ
t r

OP ha 9 0 3勺少 i ifo l泛a 及王不留行 V 口` -

ca ir a
P夕

r a
m id a t a

进行了抗螺活性及其对非螺生物

毒性的研究
。

棉叶麻疯树及王不留行的阴干种子以 M eO H

提取
。

提取物用水溶解后分别以
n 一B u O H 及 M

e 0 H

提取
。

得提取物
,

备用
。

所用淡水螺为知己妒才
口 。份倪 ,

尸 , u s t u s
及 yL m

n a
ae l o t e o al

,

4卜螺生物为淡水鱼 肠 -s

沃丫口 d an ~
iu : ,

蜻蜓蛹 乃瓜
a la 刀d

浓二
,

蚌蟒蛹

EP h e m e
ar o u

lga
t a 。

将 n 一B
u o H

、

M
e
o H 提取物配成

10 ~ 5 0 m g 不同浓度的溶液
,

将上述实验动物及螺卵

在各浓度的溶液中放养 2h4
,

再移到清水中
,

其中非

螺动物只在
n 一

uB 0 H 提取物中放养且淡水鱼放养时

间为 96 h
。

观察
、

记录动物死亡率
,

抗螺实验的 L sC
。

及 L C
g。 ; 安全性评价以非螺生物的 L C

, 。

同抗螺 L C 90

的比值作为指标
.

同时在 p H S
.

5
、

6
.

5
、

7
.

5
、

8
.

5 及

.9 5 及配以 100 m g / L 酵母进行了上述实验
。

结果表明
:

棉叶麻疯树的抗螺活性 比王不留行

高
; n 一

B
u
O H 提取物活性高于 M

e
O H 提取物

。

两种植

物的
n 一

B u
0 H 提取物对非螺生物的安全性高出对螺

的倍数
。

棉叶麻疯树对鱼
、

蜂蟒蛹和 蜻蜓分别为

7
.

3 3
、

2
.

3 1 和 4
.

9 0 倍
;
而王 不留行则为 2

.

6 8
、

0
.

4 9

和 .1 35 倍
。

由此计算出棉叶麻疯树对鱼的 L C 90 为

7 0 5m g / I
,

王 不留行为 1 8 5 4m g / L
。

此外
,

p H S
.

5 ~

.7 5 时对作用无影响
,

碱性更高时
,

活性有所减弱
;

酵母存在与否对活性无影响
。

棉叶麻疯树因其对淡

水螺的高毒性及对其它非螺生物的高安全性而可作

为杀螺剂使用
。

其所含皂贰可能是活性成分
。

( 高永莉摘译 史玉俊校 )

〔F i t o t e r a P ia 1 9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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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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