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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开发纵谈
·

民族民间药物潜在价值的定量评判方法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民族植物学研 究室 (6 5 02 04 )淮虎银
`

裴盛基 许建初

摘 要 打分排序 法
、

聚类分析法和线性对数模 型分析法是 几种 比较成熟的多元分析方 法
。

作者

介绍 了 3 种分析方 法在评判某种 民族或 民间药物 的潜 在药 用价值的应用
。

关键词 民族药 民间药 潜在药用 价值 定量方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

民族 民间医

药愈来愈受到科学界的普遍重视
,

它们潜 在

的药用价值越来越 为现代医 药学界所揭示
,

同时也为新药开发提供 了大量指导性信息
,

大大减少了新药开发过程 的巨大成 本投资
,

增加了药物筛选的成功率〔 ,一 3〕
。

由于居住于

地球表面的民族和部落种类众多
,

居住的环

境条件也多种多样
,

加之人类对 医药知识的

获得和积累本身就是 一个 动态过程川
,

所 以

现有的有关传统民间药物方面的科技资料和

文献不可能包括地球上所有民族和部落的医

药知识
,

对许多没有记载或系统研究过的 民

间药用植物来说
,

也就很难对它们 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给 出一个确切 的答案闭
,

只有通过

药理和毒理学研究才能知道这些 民间药物 的

潜在药用价值
。

如何先不通过药理学和毒理

学实验就能对所调查的药物潜在的药用价值

有一个 比较客观和科学的评判
,

使调查者 和

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对该民族或部落所使用药

物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有一个初步 了解
,

从 而

大大降低了研究过程中的盲 目性
。

民族植物

学家和 民族药物学家在这方面作了许多相关

工作
,

尤其是对 民间药物潜在价值 的定量研

究方面
,

但国内与此相关 的报道和介绍非常

少
。

笔者通过实例对一些比较典型的定量研

究方法作一介绍
,

以期对从事 民族 民间药物

研究的工作者提供参考
。

1 打分排序法

打分排序法是通过对某一民间药物进行

赋值打分
,

最后根据所得总分的大小来 判断

这种民间药物在治疗某种疾病方面潜在价值

的一种定量方法
。

这种方法 的主要特点就是

结果直观
、

步骤简单
,

但是这种方法的最复杂

也是最基本的要领就是如何确定 打分原则
,

打分原则直接关系到排序结果的 准确程度
。

R us s
o( 1 9 9 2 年 )首次采用这种方法对亚

马孙森林 中的一些土著部落治疗头疼的药用

植物进行 了潜在价值 的分析川
,

整个过程如

下
。

第一步就是打分原则 的确定
,

制定 了如

下打分标准
:

. 有 两个或 两个 以上部落用该植物 治疗头疼者
,

打 1 分 ;

. 在 该 民族 中每 有一个 部落用 其治 疗头疼 者
,

加

1 分
;

. 没 有进行 过化学成分分析 的
,

打 1 分
;

. 内服治疗头疼 的
,

加 5 分
。

同时根据分析结果
,

也列出 了排序原则
:

得分 排序

8~ 9 分 最有前景 的
;

6~ 7 分 有前景 的
;

4一 5 分 有可能成 为治疗头疼药品的 ;

o一 3 分 不可能成 为治疗头疼药品的
。

打分排 序的结果使 筛选 的范围大大缩

小
,

不但减小了工作量
,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减

小了研究 的盲 目性
,

使研究工作成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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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增大
。

如上例 中得分在 6分 以上者
,

开发研

制成治疗头疼药物的可能性最大
。

但是排序

的结果直接受打分的影 响
,

而打分 决定 于研

究对象各项指标或性状的赋值
。

赋值不仅要

考虑该药物在该 民族 中的应用情况
,

而且也

要考虑所治疗疾病的特点
。

如上面所提到的

例子中
,

对 内服药赋值 5 分
,

就是考虑了头疼

这种疾病本身的特点
。

2 聚类分析法

聚类分析在植物分类
、

植被分类和演替

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 〔6一 9〕 。

其原理是以研究

对象的各种性状 为基础
,

采用一系列数学运

算对研究 对象之 间的相 异程度进行综 合分

析
,

结果常常采用树系图来表示
。

研究对象之

间相近程度越大
,

它们在树系图中的位置也

越近
。

因为这种比较采用的是多性状的综合

比较
,

所 以性状的选取 自然而然地成 了该方

法的关键
,

它直接关系到聚类结果的客观程

度
。

在分析某种药物潜在药用价值时
,

如何选

取聚类性状也 同样对分析结果的客观性有很

大影响
。

以分析某种民间药物潜在药用价值

为 目的
,

如果聚类性状选择恰当
,

那么 可 以通

过比较该药物与 已被证明了的药物之间在树

系 图中的相 对位置来判 断它的潜在药 用价

值
。

夏泉等采用聚类分析 的原理和方法
,

对

藏药
、

中草药
、

印度北部 L a d a k h a 人 的传统

药物和尼泊尔山地部落传统草药中共同使用

的 4 3 种草药进行 了分析
,

以筛 选有特定疗

效的草药
。

所采用的性状为这些草药的功效
、

使用部位
、

加工炮制方法等
,

并把这些性状转

换为二元化数据
,

进行聚类分析
。

并用
“
同功

表征群
”
来表示分析结果中相近的组 l0[ 〕。

同

功表征群中不 同来源
、

不 同亲缘的药用植物

具有相同治疗功效的可能性往往要比其它类

群的药用植物 的为大
,

依此筛选相同功效 的

药物具有实际意义 〔 ,叼
。

同功表征群从另一个

方面也反映了其植物潜在的药用价值
。

3 线性对数模型分析法

某种植物被某个民族作为治疗某种疾病
·

附 4
·

受许多 因素的影响
,

其中有文化因素
,

也有生

物 因素
,

但最 主要的因素是该植物在本地 区

的丰富程度
、

这种疾病在本地区 的流行程度

以及该植物对这种疾病的医疗效果闭
。

基于

这一点
,

oJ h sn 等人提 出 了下面的线形对数

模型
:

10 9 ( n ` j ) = 拌 +
a `
+ 尽+

: i J

+
e i j

式中
: n ij是所有提到植物 ; i 用于治疗疾病 华 是总效

果
; a ;
是植物 i 产 生的主要 效果 (该植物在本 区

的丰 富程度 ) ;
几是疾病 j 产 生的主 要效果 (疾

病 j 在该 区 的流行程 度 ) ; 丸是植物 i 和疾病 j

相互作用产生 的效果
,

是衡量植物 i 作为治疗

疾病 j 的药物的潜 力大小的指标 ; iej 是 一个随

机变量
。

通过 以上公式可 以求 出 ijr 的值
,

以此值

的大小来判断该植物作为治疗疾病 i 的药物

的潜在价值
。

依据 、 分析和判断植物 i 的潜

在药用价值 的大小时
,

还要结合文化
、

生物学

有关背景和知识
,

否则仅从 IT J

值的大小分析

结果可能会 出现或大或小的偏差闭
。

该方法

虽然不涉及赋值 问题
,

但有些变量的收集在

有些情况下是 比较困难的
。

如有些 民族或部

落 的人 口 数量比较少
,

或者在部落内部 了解

医药知识的人 比较少
,

有些统计资料的收集

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
。

4 结语

以上所介绍的方法仅是民族药物学和 民

族植物学研究中评判某种药物潜在药用价值

的 比较典型 的定量方法
,

而且 它们基本上都

是在其它学科和领域中比较成熟的方法
。

但

是这些方法 同样各有优缺点
,

它们 的结果受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

尽管如此
,

这些方法在民

族民间药的研究 中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
。

在

实际应用时
,

应选择适当的统计指标和性状
,

从而使分析结果更接近实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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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文摘
·

云南山竹子中的抗疟咭吨酮

藤黄科的云南山竹子 G
arc i ni a。 o wa

R
o x b盛产

于泰国
,

其树皮为传统的退热药
。

作者等在从天然产

物 中寻找抗 疟药的工作 中
,

曾发现其树皮 的 乙醇提

取 物在试管试验 中能抑制恶性疟原虫 尸 le s
m od iu m

fa lc 护
a 、 m 的生长

。

进一步从 中分到 1个新的吨酮

7
一
O
一

甲基
一
g a r e i n o n e

E ( I ) 和 4 个 已 知咭 吨 酮
:

e o w a n
i
n ( I )

、 e o
w

a n o l ( l )
、 e o w

a x a n t h o n e ( lV )

和 月棣子素 (爵m a n g o s t i n ( V )
,

见图 1
。

成分尚具有抗癌作用
。

癌细胞可 以转移是癌症致命

性 的重要原 因之一
,

它首先侵袭邻近的器官
,

并通过

血管 的渗透对其它的器官造成危害
。

作者认为
,

某些

蔬菜能 预防癌症是因为它能抑制癌细胞转移
。

在研

究高度转移性 的人纤 维 肉瘤 细胞 H T
一
1 0 8 0 的侵袭

试 验 中
,

发 现 茄 s o la n u , m
e l o n g e n a L

·
v a r

·

m
a r u n a s“ H ar

a
.

的水提取 物具有较强的抑制作 用
。

将茄果 肉和皮分别切成小片
,

加人蒸馏水
,

搅成

匀浆
,

过滤
,

滤 液冷冻干燥
。

得到的粉末供试验用
,

发现茄的水提取物能抑 制 H T
一
1 0 8 0 对再组 基膜 ( er

e o n s t i t u t e d b a s e m e n t m e m b r a n e ) M G 的侵袭
,

但并不影 响正常细胞 的生长
,

也不会 影响肿瘤

细胞向 M G 转移并粘附在其上
。

而 且
,

茄 皮的

活性 比其果肉的强
,

表 明主 要的有效成分是在

皮中
。

对皮的提取物进行反相高效液相柱 层析
,

得 到 A ~ D 4 个 流 分
,

只有 D 流分 可 以抑制

H T
一
1 0 8 0 的侵袭

。

经过鉴定
,
D 为翠雀素 ( de l

-

p ih in id n )
,

是一种黄烷类化合物
,

化学名为 3
,

5
,
7
一

三 经基
一
2 ( 3

,
4

,
5
一

三 经基苯基 卜 1
,
4 苯并毗

喃 的抓全翁盐 (图 1 )
。

实验表 明
,

翠雀素能抑制 H T
一
1 0 8。 对 M G 的侵

、

赫ùù
H

从众
·HHH凡HHHH3CH

1 7刁
.

甲荃
~

`公口 。。 们吃

n 0 0 , 盯 u n

瓜 。 , 呀朋 d

W c o 切

~
山 .

.

V 卜m公蜜. 如

圈 1 云南山竹子中的咕吨酮化合物 的结构

I 的结构曾在 文献 ( L ik h it w it a y a w u i d K
.

P h y
-

t o c h e m i
s t r y

,
1 9 9 7

,
4 5

:
1 2 9 9 )中作了报道

。

其它 4 个

已知 咕吨酮前仅给 出了部分的
`
H N M R 数据

。

本 文

补充 了全部的
`
H N M R 和

’ 3 C N M R 数据
。

化合物 I 一 V 都有 一定 的抗 疟 活性
,

其 I C
S。

约

在 1
.

5 0 ~ 3
.

0 0 拌g / m L 之 间
,

和 乙 胺 略 吮 的 IC 。。

( 2
.

8 0 拜g /m L )很 接近
,

但较 抓 喳 的 IC
S。 ( o

·

0 3 拌g /

m L ) 则弱得多
。

(史 玉俊摘译 )

〔L i kh i t w i t a y a
w

u id K
, e t a l

.

P la n t a M
e
d

,
1 9 9 8

,

6 4 : 7 0〕

袭
,

呈剂 量依赖性关系
,

不影 响正常细胞 的生长
。

翠

雀素在茄皮提取物中的含量只有 0
.

1。%
,

但比较 10

拜g 皮提取物和 10
n g 翠雀素 的抑制百分率

,

分别为

5 6%和 51 %
,

这 表明翠雀素确是 抑制活 性的主要 物

质
。

H T
一
1 0 8 0 分泌产 生

的 基 质 金 属 蛋 白 酶

( M M P
s ) 能降解 F IT C H

标识的 刊 型胶 原
。

翠雀

素则 能 抑 制 M M P
s
的

溶胶原作 用
。

它在剂量 圈 1 翠雀素的结构

茄中的翠雀素对人纤维肉瘤 H T
一
1 0 8 0

侵袭的体外抑制作用

蔬菜对人类的健康是有益 的
,

其中的一些微量

为 1 0~ 1 0 0 拜g / m L 的抑制作用能达到 2 0写~ 3 0 %
。

所 以
,

作者认为翠雀素 的抑制 H T
一

1 0 8 0 侵袭的活性

可能与它能防止胶原溶解的作用有关
。

(常海涛摘译 史玉俊校 )

〔N a g a s e
H

, e t a l
.

P la n t a M
e d

,
1 9 9 8

,
6 4 ( 3 ) : 2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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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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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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