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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茄内醋的细胞毒和抑制免疫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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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茄内酷 ( w it ha n ol ide
s
)为一类氧化了的麦角

街烷类化合物
,

其 17 位接有一个 占内酷环
,

A 环有

一个 1位酮基
,
2
一
3 位之间的双键和 5

一
6 位之间的环

氧
,

曾从某些茄科植物中分离得到
,

并具有细胞毒
、

消炎和抑制免疫活性
。

众
s cO P

o
id

u
m H co h 为生长于

非洲的唯一茄科属植物
。

近从其中分得 aj b or os al ac
-

ot n e 一 L 和另外 3 个新的 16
。 一
氧化了的醉茄内酣化

合物
。

作者报道它们的细胞毒和抑制免疫活性
。

j
a b o r o s a

l
a e t o n e

仅对鼠类 R A W 2 6 4
.

7 巨噬细

胞系有细胞毒作用
,

而其它 3 个新醉茄内酷则对人

C O R
一
L 2 3 和 E C V 3 0 4 以及鼠 L 9 2 9 和 R A W 2 6 4

.

7

细胞系都有抑制作用
。

文献报道许多醉茄内醋类化

合物中的 17 位 p经基和 5
一
6 位环氧是细胞毒性的

有效结构
,

而 j
a
b
o r o s a

l
a e t o n e

的 1 7 位轻基为
。
型

的
,

故其细胞毒作用较差
。

但本文中报道的 3 个新化

合物中
,

其中一个在 17 位上没有轻基
,

而在 16 位却

有一个乙酞氧基
,

其细胞毒性最强
。

其余 2 个除 17

位有
a
轻基外

,

在 16 位尚有
a 一

轻基或
a 一

乙酞氧基
,

它们的细胞毒性也相当强
。

故作者认为 16 位的
a 一

轻

基或乙酞氧基才是细胞毒的重要结构部分
,

抑制免

疫功能的作用也同此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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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从大叶仙茅中分得化合物的结构
i 和 班对圭 巴因所致的豚鼠心率失常有很强的

抑制活性
,

3 拌m ol 1/ 浓度时对由 0
.

6 拌m ol /L 圭 巴

因所致的豚鼠心率失常能恢复正常达 10 m in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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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吴茱英中喳琳类生物碱的

抗 H IV
一
1逆转录酶活性

从大叶仙茅分得具有生物活性的

降木脂素葡萄糖贰

从石蒜科植物大叶仙 茅 aC r’ u “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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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 根茎的丁醇溶解部

分 中分离到 2 个新的降木脂素 (n or it g an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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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已知化

合物尼亚考贰 ( 班 )
。

在另一不用正丁醇分离的试验

中分得另外 2 个新化合物
: 3’’

一

去经基尼亚考贰 ( vI )

和 1
一

O
一

甲基尼亚考贰 ( v )
,

以及 ( , )
。

这些新化合

物是通过红外
,

紫外
、

质谱
、

氢谱
、

碳谱和圆二色谱确

定结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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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植物在澳大利亚及亚洲民间

药用甚广
,

已从中提取到菇类
、

香豆精类及生物碱类

化合物
。

作者对大叶昊茱英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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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化学成分及其抗 H IV
一
1病毒作用进行了研究

。

将大叶吴茱英的花
,

叶及枝干燥切碎后
,

用氯仿
一

甲醇 ( 1
:

1) 提取
,

所得提取物用 90 % 甲醇及己烷分

离
,

将 甲醉提取液调整甲醇含量至 80 %
,

用氯仿萃

取
。

将氯仿提取物 (经试验氯仿提取物有较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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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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