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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茄内醋的细胞毒和抑制免疫活性
。 , ,

甲醇
。

为无定形粉末
, 。 , 。 ,

〔〕苛一
, ,

甲醇
。

为无定形粉末
, 。

,

〔〕即斗
。 , ,

甲醇 图
。

凡 

醉茄内酷 为一类氧化了的麦角

街烷类化合物
,

其 位接有一个 占内酷环
,

环有

一个 位酮基
, 一

位之间的双键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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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生长于

非洲的唯一茄科属植物
。

近从其中分得  
一

和另外 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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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仅对鼠类 巨噬细

胞系有细胞毒作用
,

而其它 个新醉茄内酷则对人

 
一

 和 以及鼠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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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经基和
一

位环氧是细胞毒性的

有效结构
,

而 的 位轻基为
。
型

的
,

故其细胞毒作用较差
。

但本文中报道的 个新化

合物中
,

其中一个在 位上没有轻基
,

而在 位却

有一个乙酞氧基
,

其细胞毒性最强
。

其余 个除

位有 轻基外
,

在 位尚有
一

轻基或
一

乙酞氧基
,

它们的细胞毒性也相当强
。

故作者认为 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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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玉俊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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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从大叶仙茅中分得化合物的结构

和 班对圭 巴因所致的豚鼠心率失常有很强的

抑制活性
,

拌 浓度时对由 拌 圭 巴

因所致的豚鼠心率失常能恢复正常达 以上
。

陈笔晌摘译 扛纪武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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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吴茱英中喳琳类生物碱的

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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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即
‘

、

二
‘

根茎的丁醇溶解部

分 中分离到 个新的降木脂素
,

斗
一

、

, 一

和 一
一 , 一 一 一

丁基尼亚考贰 仁
,

〔
一

和 一 卜
一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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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新化合物 ’’
一

去经基尼亚考贰

和
一 一

甲基尼亚考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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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无定形粉末
, , ‘ , , ,

〔〕分

, ,

甲醉
。

为无定形粉末
, ,

〔〕合一

一

吴茱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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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化学成分及其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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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取
,

所得提取物用 甲醇及己烷分

离
,

将 甲醉提取液调整甲醇含量至
,

用氯仿萃

取
。

将氯仿提取物 经试验氯仿提取物有较强抗
一

病毒作用
,

而其它提取物活性较低 经硅胶柱

色谱层析 己烷
一

二氯甲烷
一

甲醇
,

得两部分

活性物质
,

再对后二者用硅胶真空液相色谱 一

乙酸乙酷
一

二氯甲烷 及 精制得到化合

物
。

化合物 白色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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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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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
一
4
一

〔( 3
一

m
e t

h
y l

一
2
一

b
u t e n y l )

o x y 〕
一

2 ( I H )

-

q
u
i n

o
l i
n o n e

)

,

白色固体
;
化合物 l (

roxiam ine A ):黄

色 油状液体
,

C
l :

H

: g
N O

: ,

〔a 〕D + 2
.
0 。

(
e ,

1

.

0
,



·

新 产 品

大桥牌鹿心宁胶囊

吉林大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白山 134300) 丁利剑 冯立军

鹿心宁胶囊是吉林大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家

生产的中药保健品
,

批准文号为
:
吉卫药健字 (199幼

第 01 09 号
。

鹿心宁胶囊选用鹿心
、

鹿血为主药
。

配以

获等
、

酸枣仁
、

知母
、

麦冬等纯天然药物研制而 戈
,

是

治疗失眠症新的特效药物
,

对于神经衰弱
,

心烦不

寐
,

或多梦易醒
,

头晕耳鸣
,

口 干咽燥
,

五心烦热
,
泞

悸汗出
,

健忘有独特疗效
。

对腰膝酸软
、

遗精
、

月经不

调等症亦有辅助治疗作用
。

1 处方及药理作用

1
.
1 处方分析

:
本方由鹿心

、

鹿血
、

获荃
、

酸枣仁
、

知

母
、

甘草等纯中药组成
。

君药鹿心
、

鹿血补肝肾
,

益精

血
,

充脑髓而壮精神
。

臣药获等有健脾安神之功效
。

酸枣仁
,

甘平
,

养心益肝
,

安神
,

敛汗
,

治心肝血虚而

心失所养
,

神不守舍
,

心悸不安
,

不寐
、

多梦
,

头晕 目

眩等症
。

臣药辅君药补益精血
,

养心安神
,

滋阴润燥
。

佐药配用知母等滋阴降火
,

使用甘草
,

补脾益气
,

调

和诸药
。

诸药合用共奏养心安神
,

滋阴清热之功效
。

1

.

2 药理作用
:
鹿心宁胶囊可使小鼠入睡时间缩

短
,

睡眠时间延长
,

明显增加小鼠戊巴比妥钠闽下剂

量
、

睡眠数和减少小鼠自主活动次数
,

并可减少小鼠

跳台错识次数
,

提高辩别方向的能力
,

可见
,

鹿心宁

胶囊具有镇静
、

催眠
、

改善学习记忆和促智作用
。

2 临床研究

2
.
1 病例选择

:
运用中医辨证法观察 10 2 例均为阴

虚 火旺之证患者
,

其中男性 45 例
,

女性 57 例
,

平均

年龄 45 岁
。

病程
:
少 于 1年者 n 例

,
1

~
3 年者 41

例
,

4 ~ 5 年者 21 例
,

6 年以上 26 例
。

2

.

2 给药方法及疗程
:
鹿心宁胶囊每次 口服 4 粒

,

每 日 3 次
,

4 周为一个疗程
,

观察期间停用催眠
.
镇

静及同类药物
。

2

.

3 疗效判定标准
:
显效

:
睡 眠状态明显好转

,

睡眠

时间增加 3 h 以上
,

深度增加 ;有效
:
症状减轻

,

睡 眠

时间不足 3 h ;无效
、

治疗后失眠无明显改善或加重

者
。

2

.

4 统计方法 ;采用 自身前后对 照方法
,

对数据进

行 t检验
、

秩和或 X
习

检验
。

2 5 疗效分析
2 ·

5

·

1 鹿心宁胶囊 102 例临床观察
,

对失眠的综合

疗效显效率 54 9%
.
有效率为 40

.
19%

,

总有效率为

95
·

1

%

。

用于失眠
,

收到满意的疗效
。

2

·

5

·

2 经 X
“

检验统计分析
,

治疗前后对舌象脉象

的影响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尸< 0
.
00 1 )

,

说明鹿心宁

对阴虚火旺证患者的舌象
,

脉象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

2

·

乐 3 经 l检验统计分析
,

鹿心宁能明显改善睡

眼
,

延长睡眠时间(尸< 。
.
0 1 )

。

2

·

乐 4 10 2 例患者全部进行血常规
、

尿常规
、

肝功

及肾功
,

心电图检查
,

治疗前后未发现不良反应
,

证

明本品临床使用安全可靠
。

3 毒理研究

急性和长期毒性实验研究表明
,

鹿心宁胶囊对

动物处理
、

行为
、

血象
、

肝
、

肾功能无明显影响
.
对各

脏器检查均末发现 药物所致的病理改变
,

其结果和

临床观察效果相一致
,

全部病例在治疗过程中未发

现任何毒副作用
。

4 疗效特点

鹿心宁胶囊在药物的配伍及制造工艺上部是先

进合理的
,

确有养心安神
,

滋阴清热之功效
。

主治失

眠
、

健忘
、

心悸
,

且疗效显著
,

服用方便
,

临床应用安

全可靠
,

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

为目前有效治疗阴虚

火旺之失眠的新药
。

( 1 9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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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C 13);化合物 w (
roxiam ine B ):白色固体

,

C
, ,

H
, 7

N O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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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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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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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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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C H C I
。
)

。

其中后三者为新发

现化合物
。

对上述 5 种化合物进行了抗 H lv
一
1 病毒活性

试验
,

结果表明
,

唆琳类生物碱化合物 I及 菠能呆扩

《中草药》1 9 9 7 年第 28 卷第 1() 期

C E M
一

5 5 细胞免受 H IV
一
1 病毒的侵袭

,

其 E C
S。
分别

为 0
.
94 及 1

.
64 拌m ol / L

;能拮抗 H lv
一
1 逆转录酶活

性
,

E C
S。

分别为 8
、

1 2 拜m
o
l/ L

。

结果提示
,

化合物 I

及 皿是较有前途的 H IV
一
l 病毒拮抗剂

。

( 刘 强摘译 李 锐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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