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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番荔枝叶中的两个新 7
一

去氢阿扑啡

生物碱及其抗血小板作用

紫番荔枝中的抗血小板聚集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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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材可以 造纸
,

果汁

用 以治疗发烧
、

寒战和黄疽
,

内皮煎汤 可治痢消肿
,

种籽磨粉可作杀虫剂
,

而其叶 的二抓 乙 烷提 取液对

盐水虾有很 强 的毒性
,

并能杀灭 传播黄热病蚊的幼

虫
。

作者等在植化研究中发现 台湾产 的紫番荔枝叶
,

其 甲醉提取物 对胶 原
、

花 生四烯 酸和血 小板 活化 因

子 ( P A F )等诱致 的血小 板聚集有抑 制作 用
。

由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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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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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I 为一 绿色不 定形粉状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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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合物 I 为黄 色 针状 物
,

磺 化镑 钾试 验 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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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位 甲酞基 去氢阿扑 啡

类化合物较少见
,

因在空气中极易分解
。

化合物 I
,

l
,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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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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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姗 对胶原
、

花生 四烯酸

和 P A F 诱致 的血小板 聚集有抑制作用
,

而化合物 I

则 在极低 浓度 下对凝 血酶 和 P A F 所致 的血小板 聚

集也有 抑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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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等在研究台湾产的番荔枝科植物萦番荔枝

中曾分 得几个抗血小板聚集的阿扑啡类 生物碱
。

在

进 一步的 活性跟踪研究下
,

今又分得 19 个 化合物
,

其中 4 个 ( xI ~ 刀 v )为新的化合物并具有抗血小板

聚集活性
,

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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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为 N
一

甲酞基
一
p ur

-

p u r e in e
的顺

一

反棍合物
。

化 合 物 粗 为 黄 色针 状 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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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X VI 为绿 色晶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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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常规的抗 血小板聚集试脸
,

化合物翅 ~ x VI

都能抑制胶原和花生 四烯酸诱发的血小板菜集
,

并

对血小板活化 因子 ( P A F )和凝血醉诱发的血小板聚

集也有 抑制作用
。

(史玉俊 摘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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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学会药用植物及中药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植物学会药用植物及中药专业委员会 成立盛学术交 流大会 1 9 99 年 9 月 19 日~ 9 月 22 日在北京医科大学召开
,

中

国植物学会理事长匡廷云先生及有关领导和近 70 名代表 出席 了会议
。

这次大会特遨有关专家作了如下报告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叶和春研究员
:

植物生物技术与天然化合物 . 中国医 学科学 院药 用植物研究所杨峨山研究员
:

中

国专利制度和中药与夭然药物专利 ; 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 院李 向高教授
:

中国东北地 区引种栽培西洋参的研究概况
.中国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谢宗万研究员
:

谈谈中药本草考证 的几个间题 ,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艾铁 民教授
:

中药现代化与多样

性的药学思 想 ;北 京医 科大学药学 院赵玉英 教授
:

中药化学成分与生物活性 研究 ; 解放军 302 院药学部 肖小河博士
:

中国

军事本草的理论与实践 ; 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陈虎彪教授
:

计算机多媒体辅助生药学 教学软件介绍
。

该会进行 了学术论文交流并 出版了 论文集
,

论文集收载了有关药用植物及中药分类
、

化学成 分
、

工艺
、

质量控制
、

药理研

究
、

资源等方面的近 7。 篇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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