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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及其活性组分对东食营碱

诱发大鼠遗忘症的作用

(徐汝 明摘译 陈泽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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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 G a st r a d z’a tha ta Blu m e

的根茎提取物能促

进血液循环
、

治疗头痛
。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天麻的粗

提物具有镇静和镇痛作用
,

能增加心脑血流量
,

降低

血管阻力和诱导抗缺氧能力
,

临床用于治疗神经衰

弱及血管神经性头痛
。

已知天麻的水提物和主要成

分天麻素(g as tro di n) 及其贰元对轻基节醇均表现出

显著的清除自由基功能
。

作者就天麻的甲醇提取物

对东蓑若碱诱导大鼠遗忘症的作用及其活性成分作

了研究
。

购自台湾的天麻根茎(10 k g )切碎后
,

甲醇 (3 又

S L )浸渍 2 周
,

提取液减压旋转蒸发至干
,

得 1 0 3 2 9

粗提物
。

将粗提物溶于水
,

依次以己烷
、

氯仿
、

乙酸乙

酷及水饱和正丁醇溶液分配分离
。

乙酸乙酚部分经

硅胶柱
、

S e ph a d e x L H
一
2 0 柱

,

可得对轻基节醇 (3 0 0

m g )
。

正丁醇部分经活性碳及硅胶柱层析分离
,

得天

麻素
,

即 4
一

(卜D
一

毗喃葡萄糖氧基卜节醇 (25 0 m g )
。

东蓑若碱是一个覃毒碱受体拮抗剂
,

能损害啮

齿类动物和人类的学习
、

记忆
,

因而可作为一个抗遗

忘药物的筛选模型
。

采用此模型
,

将天麻甲醇粗提物

及各分离部位对 S D 雄鼠作被动逃避实验
,

结果表

明
:

天麻甲醇提取物以 。
.

5
,
1

.

0 9 / k g 剂量 ; 乙酸乙

醋部位
、

正丁醇部位以 50
.

0 m g /k g 剂量 ; 天麻素以

5
.

0 ~ 5 0
.

0 m g / k g 剂量
;

对轻基节醇以 1
.

0 ~ 5 0
.

0

m g / k g 剂量给药 1 周
,

即可显著逆转由东蓑若碱引

起的避暗潜伏期的缩短
。

因而天麻素及其贰元是天

麻根茎中的主要活性成分
,

能明显地改善学习
、

记

忆
。

天麻素可能是作为介质
,

在通过血脑屏障时立刻

被分解出并对轻基节醇而起作用
。

其作用机制尚待

进一步研究
。

全缘叶花椒中抗 PA F 的叫噪生物碱

对具有抗血小板聚集因子 (PA F )活性的台湾植

物的研究表明
,

芸香科植物全缘叶花椒 z an tho 母
lu m ￡n teg r

ifo l艺ol u m M
e r r

.

果实的甲醉提取物显示很

强的体外抗 PA F 作用
。

作者以生物活性为指导
,

从

中分得 3 个叫噪生物碱
,

均具有体外抗 PA F 的活

性
。

提取和分离
:
5 00 9 全缘叶花椒的新鲜果实用甲

醇提取
,

真空抽干
,

再用氯仿
一

水 (1
:

1) 分配
,

氯仿部

位 (95
·

0 9 )用硅胶柱层析
,

展开剂为氯仿
、

氯仿
一

甲

醉 (10 0
:
l ~ 1

:

1) 及甲醇
。

氯仿
一

甲醇 (2 o
:

1) 部位

用硅胶柱层析
,

正 己烷
一

乙酸乙酷 (5
:

l) 展开
,

得 3

个组分
,

经重结晶或 T L C 分得 1
一

经基吴英次碱 (l
-

hyd
r o x yr u ta e e a rp in e ,

I ) 1 6
.

3 m g
,

吴 英次 碱 ( l )

3. 5 m g 和 1
一

甲氧基吴英次碱 ( l )3
·

5 m g
。

结构鉴定
:

通过与已知物对照光谱数据确定 I

和 互的结构
,

将 l 用重氮甲烷进行 O
一

甲基化确定 l

的结构
,

并通过 N O E 进一步证实
。

l 首次从天然植

物中得到
。

活性测定
: 3 个叫噪生物碱的体外抗 P A F 作用

通过比浊法测定
。

I ~ l 对由 A A 诱导的血小板聚

集的抑制作用 比由胶原蛋白诱导的血小板聚集的抑

制作用强
,

其中 I 显示最强的抗 PA F 作用
。

作者以

阿司匹林作为对照物
,

A A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可被

阿司匹林 (2 o 阳 / m L )完全抑制
。

由于以上生物碱对

由胶原蛋白诱导的血小板聚集也有抑制作用
,

所以

它们的抗 P A F 机制可能与阿司匹林不同
。

(陈聪颖摘译 陆 阳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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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贞子治疗 口疮
,

不但能迅速促使溃疡面愈合
,

明显缩短痊愈时间
,

且能改变全身情况
,

提高人的总

体抗病能力
,

改善控制感染因素
,

使临床症状和全身

状况的恢复较快
,

避免复发
,

治疗效果显著
。

本品系天

然植物
,

药源较广
,

无毒副反应
,

应用方便
,

如能改进

药物剂型
,

是一种值得推广的 口疮治疗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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