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 了较强的抑制作用
。

肾功能与肝脏有密切

的联系
。

大黄辑质明显降低血液中的尿毒素
,

对肾炎有所改善
〔2 6 , 。

这种作用随靴质分子量

的增加而减少
,

活性成分中都含有格酞基
,

靴

质也可能是在肾病的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
。

例如
,

与肾小球肾炎和糖尿病相关的肾小球

过滤功能 损坏将导致慢性肾炎
,

组织学上可

以看出 m e sa n
gl

a l细胞增生可能干扰肾小球

的过滤功能
。

靴质则可抑制细胞增生
,

作用与

浓度 成 正 比 (25 拜g / m L 或更高 时抑制最

强 )〔
“了〕 。

总体可以认为
,

揉质对肝肾的保护与

其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密切相关
。

4 结论

靴质活性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

题
。

揉质的化学活泼性
、

结构 的多样和易变
、

生理反应的高度特殊性
、

病理因素和作用方

式的多重性和综合性
,

都给研究带来很大的

困难
。

靴质可能与其它药学成分起到协同作

用
,

但是也可能互相妨碍而降低草药的疗效
,

因此澄清揉质的药理活性及其与化学结构之

间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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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夷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药学部 (广州 51 0 5 1 5) 杨西晓
兴

庄志铃

摘 要 辛夷含有挥发油和木脂素类化合物等成分
,

具有抗过敏
,

改善微循环
,

C a Z 十

拮抗及 P A F

拮抗等药理作用
。

关键词 辛夷 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

辛夷为木兰科植物辛夷或玉兰的花蕾
,

具有祛风
、

通窍的功效
,

是治头痛
、

鼻渊
、

鼻塞

不通
、

齿痛的常用 中药
〔1 〕 。

药典收载有 2 种
,

民间替代品达数十种
。

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

带
A d d r e s s :

Y a n g X ix ia o ,

阮
u th H o s p it a l

,

F ir s t

杨西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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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it a r y M e d ie

a
l U n iv e r s ity ,

G u a n g z
h o u

女
, 1 , 吕9 年毕业寸贵阳中医学院

,

获学士学位
,

主管药师
,

现在南方医院药学部从事医院药学工作



表 明
,

辛夷含有木脂素类成分
,

具有血小板激

活 因子(P A F )拮抗和 C a Z+
拮抗活性

,

现综述

辛夷 的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
。

1 化学成分

1
.

1 脂溶性成分
:

蒸馏 法提取挥发油
,

用

G C / M s
一

G c 的方法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

发现

在 12 种辛夷及 4 个不同产地的同一种辛夷

中能鉴定出 2 00 多种化学成分
,

其中
a 一

旅烯
、

茨烯
、

日
一

旅烯
、

柠檬烯
、

1
,

8
一

按叶素
、

芳樟醇
、 a -

松油醇等 7 种化学成分为其共存
〔卜

‘〕 。

从望春玉兰腼
g n o lia b io n d ii p a m p

·

的

二氯 甲烷提取物中分离到 6 个主要化学 成

分
,

为 辛 夷 脂 素
、

d e rn e tho x y a s c ha n t in a s -

c
ha nt in

、

松脂素二 甲醚
、

木兰脂素
、

里立脂素
B 二 甲醚 (约占生药量 的 5 % )

,

其中木兰脂

素含量最高
。

6 种化学成分皆属于双环氧木

脂素 (b is e p o x y lig a n s )〔
5〕 。

从线尊辛 夷 M
.

fa rg es “ C h e n g 的氯仿

提取物中分离出 8 个化合物
,

即 far ge
s o
ne A

一 C
、

d e n u d a tin B
、

p in o r e s in o l d im e t hy l

e t h e r 、

lir io r e s in o l B d im e th yl e th e r 、

m a g n o -

lin 和 fa r g e s in 〔‘2 , 。

1
.

2 水溶性成分
:

从望春玉兰花蕾的乙醇提

取物中分到 3 种晶体
,

为木兰碱
、

E
一

对轻基桂

皮酸 乙醋和 望 春花 黄 酮 醇 昔 I (bi o n d n iid

I)〔
‘〕 。

从辛夷 M
.

zilfl
o r a D e s r

.

花蕾的乙醇提

取物中亦得到水溶性生物碱季钱碱
—

木兰

碱 (m a g n o flo r in e )〔
7〕。

2 药理作用

2
.

1 抗慢反应物质及其它抗过敏作用
:

辛夷

挥发油配制成所需浓度
,

对 S R S
一

A 所致豚鼠

离体回肠收缩拮抗作用表明
,

辛夷油对慢 反

应物质的 ID
S。

为 30 拜g / m L
,

按 同法
,

观察辛

夷油对组胺 (H A )
,

乙酸胆碱 (A c
h) 所致豚 鼠

离体 回肠 收 缩 的拮抗作 用
,

结 果辛 夷 油对

H A
,

A c h 的 ID 50 均为 18 拼g / m l
, 。

另外
,

辛夷

油具有抗致敏豚 鼠回肠过敏性收缩
,

对豚 鼠

过敏性哮喘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8 〕。

2
.

2 对血循环的影 响
:

用 玉兰花蕾挥发油

0
.

5 m L
,

吐温
一

8 0 助溶
,

加蒸馏水 至 1 0 0 m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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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辛夷液
,

观察对小白鼠耳部血液循环的

影响
,

结果表 明
,

辛夷可使小鼠血流速度加

快
,

但不改变血管直径
〔g 〕。

在对小鼠胸部主动脉的血管舒张作用表

明
,

从辛夷中分离 出的南五 味子的 异构体

de
n
ud ali

n B 能阻止高 K +
产生的钙依赖性血

管收缩
,

能舒张鼠主动脉暴露于 N E (3 拜m )

中所引起的血管强直收缩
,

对咖啡因引起的

血管收缩无作用
;
能抑制由 N E 引起的细胞

内 C a Z +
减少

,

而对咖啡 因引起的无作用
;
能

阻止高 K +
或 N E 影响下的 C a Z +

减少
,

而对

咖啡因引起的无作用
;能阻止高 K +

或 N E 影

响下的 C a Z十 聚集
,

并且对在体或离体的组织

能有意义地降低
c G M P 而

c A M P 不变
,

对在

体组织降低的量 比离体的要少
〔‘。〕 。

对四川与河南产辛夷水浸及醇浸膏的药

理作用表明
,

两者药理作用相似
,

两种辛夷的

水提物及醇提物对金葡萄菌
、

肺炎双球菌
、

绿

脓杆菌
、

福氏志贺菌
、

大肠杆菌均有不同程度

的抑菌作用
。

对大鼠鼻粘膜组织血流量测定
,

发现四川辛夷醇浸膏能使鼻粘膜组织血流量

明显增加
,

而且强于河南辛夷
,

并与扩张离体

兔耳增加灌流量相吻合
,

两种辛夷对离体平

滑肌有不同程度的抗组胺作用
〔, 飞〕 。

2
.

3 C a 2+ 拮抗作用
:

用 C H CI
。

回流线粤辛

夷 所得提 取物在豚 鼠结肠 带上显示 出 C a 卜

拮抗活性
,

进一步分离 出 8 个化合物
,

均显示

出 C aZ +
拮 抗 活 性

,

其 作 用 比 婴 粟 碱弱
。

fa
r g e s o n e A 一 B

、

d e n u d a t in B 有效浓度大约

在 2
·

7 只 10
一 5

m ol 压 时活性最高
〔‘, 〕。

2
.

4 PA F 拮抗作 用
:
d en

u dat in B 能抑 制

PA F 诱导 的兔血小板聚合作用
,

其 IC
S。

大约

为 1 0 o g zm L 〔‘3〕。

2
.

5 抗炎作用
:

采用佐剂诱导的小鼠惯性炎

症 模型
,

观察葛根汤加 川芍辛夷 (K S S) 及其

组分的抗炎作用
,

结果表明辛夷在 K S S 的抗

慢性炎症反应中起关键作用
,

且主要取决于

m a g n o s a lin 和 m a g n o s hin in
。

前者对肉芽血

管生成和类风湿性炎症异常粘液细胞增殖的

抑制作用强于后者
,

对肉芽形成和液体渗出
.

4 9 1
.



的抑制作用弱于皮质酮
。

抗炎作用机制与其

抑制 IL
一

1a 的作用有关
〔‘们 。

3 讨论

辛夷传统上主要是以其复方治疗鼻渊
,

国外也有应用
,

如辛夷清肺汤对于缓解慢性

鼻窦炎的自觉症状和缩小鼻息肉有效
〔‘5〕
等

,

但在其他方面的应用还未探讨
。

近年来对其

化学成分的研究表明辛夷含双环氧类木脂素

成分
。

药理研究显示
,

该类木脂素具有多种生

理活性
,

包括免疫
、

降压
、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

作用
、

抗菌和抗病毒
、

抗衰老
、

杀虫和抗真菌

作用等
〔‘6〕。

从辛夷中分离出的单体显示 出一

定药理活性
。

在冠心病
、

高血压
、

抗炎
、

抗类风

湿方面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

目前国内对于

辛夷的药理研究还很不足
,

应注意化学和药

理研究的紧密结全
,

并结合中医中药的传统

经验
,

对辛夷进行综合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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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多糖抗肿瘤活性的研究概况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 1 0 0 0 2) 宋炳生
带

杨玉龙

摘 要 香菇多糖是从香菇子实体中提取的一种葡聚糖
,

作为一种优良的免疫调节剂 已用 于肿瘤

的免疫治疗
。

作者概述了对香菇多糖抗肿瘤活性及其机理的研究进展
。

关键词 香菇多糖 抗肿瘤活性 作用机理 免疫调节

香菇为担子菌纲伞形科真菌
,

味甘性平
,

健脾益气
,

扶正祛邪
,

调和阴阳
,

食药兼用
。

它

具有抗环磷酸胺 (C y )致变
〔‘〕和抑制二 甲基

苯蕙化学致癌的作用
〔2〕。

其主要活性成分为

香菇多糖 (le n t in a n ,

L N T )
,

是一 以 p
一

D 〔1 ~

3〕葡萄糖残基为主链
,

〔1~ 6 〕葡萄糖残基为

侧链的葡聚糖
,

分子量约 50 万
。

L N T 在

1 9 6 9 年最 先由日本学者 C hi har a
等人从香

菇子实体中提取
、

分离
、

纯化获得
,

并证实有

抑制小鼠 5
1 8 。

肉瘤生长的作用
〔3〕 。

作为优良

的免疫调节剂
,

L N T 自 1 9 7 8 年进入临床
,

用

于肿瘤的免疫治疗
,

国内于 1 9 8 8 年引进并实

现 国产化
。

我们就近年来国内对 L N T 抗肿

瘤活性研究的情况作一概述
。

1 抗肿瘤活性

在果蝇伴性隐性致死 (S L R L )试验中
、

L N T 表现出显著的抗诱变活性
。

以强诱变剂

甲磺酸 甲醋 (MM S) 处理的果蝇
,

致死率达

带 A d d
r e s s

宋炳生 卖言译毕
n g sh e

月生
,

n g ,

N a n jin g

江苏省金坛
南京总 医院药剂科副主任

、

副主任药师

M ilit a r y R e g io n G e n e r al H o s

市人
,

1 9 6 5 年 9 月参军
,

毕业

p 一t a l
,

N a n jin g

于海军高等医学专科学校药学大专班
。

现任南京军区

今从事中
魏药剂科副主任

、

副主任药师
、

江苏省药学会社药学分会委员
、

南京市药学会药剂分会委员等职
、

西药的调剂
、

制剂
、

药检等工作
,

先后发表论文 20 余篇
,

获军队科技进步四等奖 1 项
。

。

1 9 6 6 年 6 月起至

.

4 9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