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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毒酞化鼠李糖昔

(陶宗元摘译 陈泽乃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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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 cc 是 产于马来 西亚 和婆 罗洲岛上

的番荔枝科 ( A n
no

n a
ce ae )的一个小属

。

在寻找新 的

植 物抗 癌 药 过 程 中
,

发 现 M
.

leP
t oP

o d a
茎 中 的

C H C 13 提取物对 K B 细 胞株的细 胞毒作用 ( E D s。 4
.

5

拌g /m L )
。

以前从该植物中曾得到 6 种高度酞化 的鼠李寡

搪昔 (m e z z e t t ia s i d e s ,

I 一 姐 )
,

但至 今 尚无这 些化

合物活性的报道
。

本文用人 类 口表皮样癌 ( K B )细胞

活性指导
.

从中分离 出 7 个 高度 酞化 的鼠李 寡糖昔
。

其中 4 种新的酞化 鼠李寡糖昔
,

经光谱鉴定
,

它们分

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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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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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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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3 种 已 知

成分
:

m e z z e t t ia s id
e s Z ( V )

,
3 ( 班 )

,

4 ( 皿 )
。

文中对上

述 4 个新 化合物作 了光谱解 析
,

并归 属 了
’ H 和

’ 3 C

N M R 中所有的信号
。

药理实验显 示
:

新化 合物 . 只 对人类肺痛细胞

株具 有弱的细胞毒作 用 ( E D S。 .6 1 拌g /m L )
,

而化 合

物 VI 则对人类 肺癌细胞株 ( E D S。 5
.

4 拌g / m L )和无 长

春新碱下的抗药 K B 细胞株 ( E D
S。 5

.

6 拜 g / m L )均有

作用
。

化合物 I 和 V 一 呱 则对人类结 肠癌细胞株具

有最 强 活性 ( E D
S。
分别 为 8

.

2
,

4
.

3
,

4
.

9 和 6
.

2 拼 g /

m L )
。

获术中的姜黄素类化合物的细胞毒性

及一些新的化合物

中国传统药物获术 C u cr “ m a
ez d oa ir a (姜科 )在

临床上被用于 治疗子宫颈痛
。

本 文 报 道获术的 乙醉提取物 显 示 抑制 O V
-

C A R
一
3 细胞 (一种人类 的卵巢癌细 胞株 ) 的活性

,

经

进一 步生物测 定跟踪分离
,

得到生物 活性化合物脱

甲氧基姜黄紊 ( d
e m e t h

o x y e u r e u m in
,

I )
,

并从 无生

物 活性部分分 得 3 个新化合 物
: 3

,

7
一

二 甲基
一
1

,

2
一

二

氢 化 布
一
5
一

竣 酸 ( 3
,

7
一

d im e t h y li n d a n 一 5
一 e a r

b
o x y l ie

a e id
,

VI )
, e u r e o l o n o

l ( V )和 愈创木二醇 ( g
u a i d i

o l
,

协 )
。

I 的结构经 与文 献报道 的
’ “ C N M R 谱数据对

照而 确定
。

为 了研究纯 品 I 及其衍生物 的活性
,

通

过 香草醛
、

4
一

经基 苯 甲醛 与乙 酞丙 酮 的反应制备出

化 合物 I ~ 互
,

然 后 测 定这 些 姜 黄 素类 化合物 抗

O V C A R
一
3 的细胞毒作用

,

化合物 I
,
I 和 一 的 C D s。

值分别为 4
.

4
,
3

.

8 和 3
.

1 拌g / m L
,
I 的活性最强

。

化合物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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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 切 的结构及 有关 的立体化学 经光谱法和 X
一

射

线晶体分 析确定
。

(姜璧珍摘译 杨丽教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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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中药编码是学科之间
、

行业之间
、

学科与

行业以及传统医药与现代科技之 间相结合的

纽带
,

通过中药编码可获得统一
、

准确
、

方便
、

快捷的检索方法
。

中药编码是实现传统中药

信息化管理 的一项全新 的尝试
,

是一项基础

工作
。

只有通过全面的推广和使用
,

才能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
。

同时几中药编码需要在应用实

践中不断地完善提高
。

( 1 9 9 9
一 0 7

一

0 6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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