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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叶桐中新的生物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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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学成分
,

文献

已有许多报道
。

作者等从台湾省台东县产的该植物

茎皮中分得 3 个新阿扑啡生物碱
。

干燥树皮粉碎后用 M
e 0 H 提取

,

减压浓缩
,

水

:

氯仿 (1 :

l) 中分配
。

抓仿溶解部分中的碱性物用

2% H ZSO .

提取
,

提取液甩 N H ‘O H 碱化后再用氯仿

提取
,

经 2 % N a 0 H 处理
,
K 刃0 :

脱水护 华酚类碱性

物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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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仿/ 甲醇结晶分去 her na
n o

llil 、
,

母液硅

胶柱层析
,

分得 9 个部分
。

取其中的第三部分再层

析
,

分得 15 个部分
,

取 3
一

3a 和 3
一

3b 经 T L C 制备得

7
一

甲酞基去氢 o v ig e rin e ( I )2
.

s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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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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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针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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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式见图
。

粒
。

3 Om in 后
,

病人称疲乏
、

腹痛
、

胸闷
、

轻微头痛
、

手

脚发抖
。

身体检查发现瞳孔放大
、

轻微手颤
,

其它测

试包括肝功能都正常
。

所有症状在 2 4h 后缓解
。

虽然

以上症状很有可能与缴草有关
,

然而在服用了 20 9

的超剂量(相当于推荐量的 20 倍 )后
,

证实缴草是安

全的
。

(法顺芳摘译 史玉俊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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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莲叶桐中新阿扑啡生物碱的结构

(史玉俊摘译 )

〔P hy to e h e m is t ry 1 9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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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量服用撷草的安全性得到证实

在第一例过量服用缴草 v a le、na 口fj 王
c ina li :

的

病例中
,

一位妇女企图自杀
,

吞服了 40 ~ 50 粒缴草

根粉末 胶囊 (N a t u r e ‘ 5
W

a y Pr o d u e ts In c
.

制造
,

4 7 o m g / 粒 )
,

而推荐的以促进睡眠 的剂量是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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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藻中分离出具细胞毒

作用的 2 4
一

脱氢胆幽醉的氧化物

在海洋资源中
,

红藻G a la x au ra m “

rg ina ta 是重

要的胆 幽醇来源
。

由于一些胆幽醇的氧化物具有细

胞毒作用
,

而且红藻的有机提取物对 K B 和 P 388 癌细

胞株也表现出显著的细胞毒作用
,

作者研究了红藻

的生物活性成分
,

包括化合物的分离
、

结构确证及其

细胞毒作用
。

取红藻 12
.

Zk g (鲜重 )
,

冻干得到 2
.

7 2kg
,

粉碎
,

用 E tO A c
反复提取

。

挥干有机层得 20
.

2 09 黑色油

状残留物
,

用 己烷溶解
,

发现 己烷层对 P38 。和 K B 细

胞株具有显 著的细胞毒作用
,

其 E Ds
。
分别为 3

.

71

和 3
.

46 拌g / m l
。

己烷层过柱
,

用 己烷
一
E t0 A c

’

混合液

按极性递增顺序(10
:
1 ~ 3

:

l) 梯度洗脱
,

分别得到

如下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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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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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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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街醇 (一 )
、

(N )和 (姐 )是首次从天然

资源中分离出的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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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白色粉末
,

m p Z os ~ 2 0 8 ℃
,

C Z ? H ‘2 0 3 。

作者研究了它们对癌细胞株的细胞毒性
,

( I )

对 P
3 8。

、

K B
、

A
一
5 4 9 和 H T

一
2 9 细胞株无细胞毒性

,

而

其氧化物 ( I )一 (VI )都对这 4 种细胞株表现出显著

的细胞毒作用
,

这表明氧化作用增强了 2 4
一

脱氢胆幽

醉的细胞毒性
。

(高连 用摘译 刘昌幸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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