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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植属植物 D al be r g i am oe nt ari a树皮

中的异黄酮碳昔类化合物

作者对于 巴 西产的 1 2种植 物 的热水 提取 物分

别 进行 了促 有丝分 裂活 性和菌 落刺 激 因子 ( C S F)

感 应 活性 的实 验
,

发 现 豆 科 植物 D al b er g 山 阴 on
e -

at r山 I
J .

的树皮提 取物 活性最 强
。

干燥植 物树皮粉末 的 乙 醇提取 物溶于 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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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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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经 过 H P L C 柱层析
,

纯 化
,

得 到 2 个 化合物
,

即

化合物 I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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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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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I 的 C S F 感应 活性 比 l 高
,

并且对小鼠

在 。
.

1~ 10 m g 的范围 内呈剂量依赖关系
。

腹 腔 注射 l m g 化合 物 工
,
4 ~ 6 h 后 血 清 中

C S F 达到 高峰
,

表 明 I 能够刺 激红细胞生 成素的形

成
。

(常海涛摘译 冰 华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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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糖链 传递表达 的后 转录过 程 中也起着 重要 作用
,

它对于细胞
一

细胞的识别是关键 性的
。

旧 本北海道大学 的学者们测定包括 杜仲在 内的

2 8 种食用植物 中的
a 一

葡萄糖昔酶抑制剂 对酵 母
a -

葡萄糖 昔酶 的抑制 强 度
。 : 测 定方 法是 经 典 的 p N P

法
。

各种 植物材料用 5 0 % )甲醇 ( 1 0 m l
了

/ g )抽提后 作

为
a 一

葡 萄糖昔酶抑制剂
,

加人到酶促反应 底物 pN P

a 一

葡萄糖 昔中
,

测定酶活性 的抑制率
。

结果 杜仲以高

达 9 2 % 的抑制率居首位
,

并对大 鼠肠道 的蔗糖酶也

有抑制作用
,

可见杜 仲茶有可 能成为一种 理想 的糖

尿病及肥胖病人 的食疗用品
。

进 一步将 2 0 0 9 杜仲茶 用 甲醇抽提
、

乙 酸 乙醋

萃取 后
,

经 H P L公分 离
,

得 到 了 5 种
Q 一

葡 萄糖昔 酶

的抑制成分
,

并据其物理化学 特征和
’ “ C N M R 结 果

确定化 学名称
,

见表 l
。

表 1 5 种 Q 一

葡萄糖昔酶 活性抑制物的甚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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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普酶活性的抑制

效果及其主要成分的分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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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

葡萄糖昔酶 ( a 一
g l u e o s

i d a s e ) 在糖尿病 的治疗

及 预防方 面
,

通过 抑制存在 于小肠上 皮的膜结合 态

a 一

葡萄糖昔酶 活性
,

可 以 阻 碍或延 迟葡萄糖 的 生成

以及肠道的吸收
,

从而维持体内适 当的血糖值
。

在糖

尿 病及肥胖 症治疗 的临床应 用上
,

人们也尝试 用非

糖类的
a 一

葡萄糖昔 酶抑制剂
,

结果有 效地减少 了人

体肠道对糖的吸收
。

此外
, a 一

葡 萄糖昔酶在细胞表 面

其 中化 合物 I ~ 班 对
a 一

葡萄 糖昔 酶 的抑制效

果 明显 优于化合物 W
、

V
。

从 K i 值 〔酶促 反应竟争性

抑 制参数 )的 测定结果 来看
,

I 的 K i 值最小
,

表 明 I

的抑制性能最好
。

(赵一丈编译 史玉俊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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