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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上部分
。

具有清湿热
,

退黄疽等

多种药理作用
。

本 文的 目的为
:

提取 及初步分离茵陈中的水溶性多肤
,

并对其部分肝脏生理活性进

行研究
。

文 中测定 了小 鼠注射茵陈多肤后 对药物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

参与 鼠巨噬细胞对刚果红的

吞噬作用
。

结果表 明
:

茵陈多肤在小鼠具有显著的肝保护作用
,

并可 以显著增强小鼠巨噬细胞的吞

噬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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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 P
-

ill ar is T hu m b
.

的地上部分
。

具有清湿热
,

退

黄疽等多种药理作用川
。

近年来对茵陈的化

学成分及药理方面的研究很多
,

茵陈的一些

新的药理作用也不断被证实
,

如具有促进白

细胞分裂
,

增 加 白细胞数 目
,

提高 T 细胞 的

免疫活性
,

参与机体免疫调节和诱生干扰素

等作用
,

还具有抗肿瘤以及降压作用巨, 一司
。

但

大多数的研究集 中在脂溶性小分子方面
。

仅

1 9 8 5 年 日本 K it a s a t o 研究所报道茵陈篙多

肤有干扰素诱导功能川
。

因此
,

本文对茵陈的

水溶性多肤进行 了初步分离
、

提取
,

并对其肝

保护作用
,

以 及增 强巨 噬细胞吞噬作用进行

了初步研究
。

1 材料

1
.

1 动物
:

小 鼠(昆明种 )
。

1
.

2 药品
:

丙酮酸标准液
、

SG P T 底物溶液
、

2
,

4
一

二硝基苯麟 由铁医 生化教研室提供
。

肝

素由LI-J 东枣庄生化厂提供
。

S e p h a d e x G
一

5 0
、

G
一

7 5
、

D E A E
一

S e p h a e e l 购于中国科学院上海

脑研究所
。

其余试剂为市售分析纯
。

1
.

3 仪器
:
H 6 6 0 0 5 超声机 (无锡超声电子设

备 厂 ) ;冷冻高速离心机 (Si g m a 公 司 ) ; 稳流

稳压 电泳仪 (江苏 省丹 阳市 无线 电一厂 ) ;

7 5 5 OU V
一

V IS 紫外分 光光度仪 (上海分析仪

器厂 )
。

2 方法

2
.

1 茵陈粗多肤的提取与分离
:

提取
:

取新鲜茵陈 (采 自江苏句容
,

南京

大学生物系教授鉴定)地上部分 沮 ℃条件下

用水浸泡提取 12 h
,

去渣取汁
。

15 ℃ 4 0 0 0

r / m in 离心 15 m in
,

分 离出沉淀
,

留取上清

液
。

将上述上清液用硫 酸钱沉淀
,

静置 s h
,

3 o o o r / m in 离心 1 5 m in
,

去上清液
,

取沉淀
,

室温减压干燥
,

称重
。

分 离
:

离子交换树脂脱色
:

称取 D E A E
-

Se p ha c el 若干克
,

先用蒸馏水浸泡
,

待充分膨

胀后进行酸碱处理
,

用系列浓度 N a+ 的洗脱

液进行洗脱
,

收集样 品
。

将上述粗品用 p H

4
.

5 的缓冲液溶解
,

用截 留分子量3 0 00 的中

空纤维超 滤
,

截去分子量 小于 3 0 00 的小分

子
,

所得的浓缩液冷冻干燥得到多肤粗品
。

2
.

2 高效 液相 色谱 法测定 茵陈多 肚分子

量 [ 6 ] :

色谱柱
: B IO

一

R A D 凝胶柱 (3 0 0 m m X

7
.

8 m m )
,

流动 相
: 0

.

0 5 m o l/ L N a H
Z
PO

4 ,

0
.

5 m o l/ L N a Z
H PO

4 ,

1 5 m o l/ L N a CI
,

0
.

1

m o l/ L p H 6
.

8 ; 流速
: 1

.

0 m L / m in ; 检侧波

长
:

28 0 n m ;进样量
:
2。拼L ; 柱温

:

室温
。

取标

准品 (B IO
一

R A D 公 司随柱标准 品 )进样
,

确

定标准品的保 留时间
。

分子量的对数值对保

A d d r e s s :
H u Y iq ia o ,

De p a r tm e n t o f B io lo g y ,

N a n jin g U n iv e r s it y
,

N a n ji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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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时间作图
,

得到标准曲线
。

样 品进样
,

由保

留时间在标准曲线上查得分子量
。

结果表明
:

主要为两个色带
,

其分子量为
: 6 0 00

,

9 0 00
。

2
.

3 小 鼠肝保护作用 [7. 幻 :

取 18 一22 9 雄性

小鼠
,

随机分成 4 组
,

每组 10 只
。

分别 为生理

盐水 组
,

茵 陈多肤组 (4 m g / m L )
,

茵 陈禽汤

组图 (茵陈 醇提取物 6 m g / m L
,

桅 子醇提取

物 3 m g / m L
,

大黄醇提取物 Z m g / m L )
,

正常

对照组
。

第一天上午
,

下午 ;次 日上午除正常

组外
,

各组给药 l 次 (1 0 m g / k g 体重
,

im )
,

末

次 给 药后 0
.

s h
,

各 鼠均 ip 扑 热 息 痛 2 0 0

m g /k g
,

24 h 后取血清
,

根据标准曲线测定血

清谷氨酸
一

丙酮酸转氨酶
。

同时剖取肝脏作病

理检查
,

根据病理切片观察组织学变化
。

2
.

4 小 鼠刚果红吞噬作用仁1 。〕:

小 鼠 30 只
,

雌雄兼用
,

随机分成 3 组
,

分别 im 生理盐水

组
,

茵 陈多肤 组 (4 m g / m L )
,

茵 陈篙汤组闭

(茵 陈醇提取 物 6 m g / m L
,

桅 子醇提取物 3

m g / m L
,

大黄醇提取物 Z m g / m L )
。

连续给药

s d (2 0 m g / kg 体重 )
,

每天 1 次
。

于末次给药

后 l h 分别用经肝素处理过的毛细管从眼后

静脉 丛取 血 50 拌L
,

立 即放入 s m L 蒸馏 水

中
,

使之完全溶血
,

作为对照管
。

随即从尾静

脉定量注人 10 m g / m L 刚果红生理盐水溶液

1 0 m L / k g 体重
。

注射后 2 m in
,

同法取血 5 0

拼L
,

放人 s m L 蒸馏水 中溶血
,

作为试验管
,

在 51 0 n m 波长下 比色
。

3 结果

3
.

1 小鼠肝保护作用
:

茵陈多肚对小鼠肝血

清谷氨酸
一

丙酮酸转氨酶的作用
,

以及用生理

盐 水 为 对 照 组 的 统 计 结 果 见 表 1 (采 用

S ig m a Plo t 统计软件 )
。

茵陈多肚与茵陈篙汤两组进行 t
一
tes t 统

计
,

结 果表明 尸< 0
.

05
,

说明茵陈多肤的保肝

作用优于茵陈篙汤组
。

小鼠肝脏切片结果表 明
:

正常组包膜完

整
,

无 渗出
,

肝细胞排列整齐
,

无 明显疲血及

变性坏死现象
。

生理盐水组有大量肝细胞浆

疏松化
,

范 围超过肝小叶范围的 1 /2
,

肝脏癖

血明显
。

茵陈多肤组包膜完整
,

无渗出
,

肝细

《中草药 》1 9 9 9 年第 3 0 卷第 1 2 期

胞弥漫性胞浆疏松化广泛
,

个别细胞气球样

变
,

无明显痰血
、

坏死现象
。

茵陈篙汤组
:

包膜

完整
,

无渗出
,

肝 细胞浆疏松广泛
,

个别细胞

出现脂肪性变
,

无明显寮血
、

坏死现象
。

衰 1 苗陈多肚对小吸肝血清谷氮酸转

氮醉(SG PT )的作用 (x 士 s )

组 别 鼠数
荆t

(m g / k g )

SG PT

(U / m L )
P 值 F 值

正常组 10 1 0 6 1
.

12士 16
.

1 1

生理盐水 10 1 0 128
.

50士4 7
.

33

茵陈多脸 10 10 4 2
.

56士 13
.

5 6 ( 0
.

00 1 1 8

茵陈荡汤 10 10 58
.

19士 18
.

82 ( 0
.

00 1 1 8

3
.

2 小鼠刚果红吞噬作用
:

各组小鼠定量注

射刚果红后
,

30
5 时每毫升血中刚果红浓度

,

以 及与 生理盐水对 照组 的统 计结果见 表 2

(采用 S ig m a Plo t 统计软件 )
。

表 2 苗陈多肚对小 暇刚果红吞哇作用任士 s)

组 别 鼠数
剂量

m g / kg )

刚果红水平

(滩 / m L )

7
.

0 4士 1
.

2 7

3
.

7 3士 1
.

9 5

4
.

0 0士 1
.

3 7

尸值 F 值

生理盐水

茵陈多肚

茵陈蓄汤

l 0

l 0

l0

l0

l0

l0

< 0
.

0 0 1

< 0
.

0 01 }:
茵陈多肤与茵陈篙汤两组间进行 t

一
t est

统计
,

结果表明 尸> 0
.

05
,

说明茵陈多肤与茵

陈禽汤两组间
,

增强巨 噬细胞吞噬作用无显

著性差异
。

4 讨论

扑热息痛致小鼠肝损伤的中毒剂量和观

察指标较明确
,

且其代谢途径又与四氯化碳
、

乙硫氨酸
、

D
一

半乳糖等有所不 同
,

是一种常

用的研究药物代谢
、

药物相互 作用 和筛选抗

肝炎药的急性肝损伤模型
。

小鼠肝保护实验

统计学分析表明
:

与生理盐水对照组相比
,

茵

陈多肤组和茵陈篙汤组均有显著的抗药物肝

损伤作用 (尸< 0
.

0 0 1 )
,

而且茵陈多肚 比茵陈

篙汤具有更强的抗肝损伤作用 (尸< 0
.

0 0 1 )
。

以往的文献报道抗肝损伤的主要成分为一些

小分子物质如抓原酸等 [l ‘ ,

但通过实验我们

发现茵陈中的大分子同样对肝损伤有保护作

用
,

甚至更强
。

吞噬作用是巨噬细胞的主要生物学特征
,

它在机体的非特异性和特殊性异性免疫反应
一

8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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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在第 W 类变态反应的炎症过程中
,

以及在

肿瘤免疫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

因而 日益受到

人们的重视
。

根据实验及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

茵陈多肚
,

茵陈篙汤都可以显著增强巨噬细胞

的吞噬能力
,

提高机体免疫力
。

作用与对照组

相比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
。

茵陈多肤与茵陈

篙汤的作用在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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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胡椒挥发油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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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浙 江桐庐县人 民医院

李金 兰
.

范尚坦

陈彩珍

竹 叶胡椒 P IPe r b a m b a sa 嫂fbli
u m T s e n g 主 要分

布在四 川
、

江西
、

湖北等地
,

模式 产地四 川城 口
。

作者

在进行海风藤原植物 考察中发 现浙江西部亦有大量

竹叶胡椒分布
。

民间广泛 用于风湿腰腿痛
。

国内外尚

未 见竹 叶胡椒挥发 油成分的研究报道
。

我们 以 G C
-

M S 对其挥发油进行 了研究
,

共分离 出 60 个色谱峰
,

鉴定 出其中 34 个成分
。

1 材料和样品制备

实验 材料 采 自浙江 省建德童 家 乡
,

标本与江苏

植物研究所馆藏标本核对符合
。

腊 叶标本存于福州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标本室
。

粗粉 10 0 9
,

经水蒸气蒸馏 获 0
.

2 m L 桔黄 色挥

发油
。

2 仪器和条件

JM S
一
D 30 0 色

一

质 联用 仪
,

S E
一

52 玻璃 毛细管色

谱 柱 1 8 m X 0
.

2 5 m m
,

载气 H e ,

起始柱 温 6 0 ℃
,
3

m in 给以 6 ℃ / m in
,

升至 1 8 0 ℃
,

直到分析结束
。

柱

前压为 1
.

1 8 X 1 0 5 P a ,

进样 口 温度为 2 3 0 ℃
,

尾 吹压

6
.

8 X 10 ‘ Pa ,

电 子能量 7 0 e V
,

离化 电流 3 0 0 拌A
,

离

子源温度 2 0 0 ℃
,

电离方式 E l
,

倍增 电压 1
.

3 k V
。

3 方法与结果

共分离 出 6 0 个色 谱峰
,

将 E l 质谱图与标准 图

对 照检素
,

初步 鉴定 出其中 34 个成分
,

主 要是枯烯

及其 含氧化合物
,

具体成分如 下
: a 一

侧扣烯
, a 一

旅烯
,

茨烯
,

卜藻烯
,

月桂烯
, a 一

水芹烯
, a 一

枯 品烯
,

甲基异丙

基
,

卜水芹烯
,

不枯品烯
,

水化香桧烯
, Q 一

掂 品油
,

芳樟

醇
,

枯 品烯醇
一
4

, Q 一

枯 品醇
,

香桃木烯醉
,

马鞭草烯酮
,

乙 酸冰 片醋
,
2
一

十 一烷 酮
,

俘愈创木 烯
,

姑肥烯
,

卜榄

香烯
,

顺式石 竹烯
,

反式石 竹烯
, a 一

佛手烯
,

节 基辛基

醚
,

顺式
一

卜庸 子油烯
, a 一

榄香烯
, a 一

姜黄烯
,

卜甜药烯
,

榄 香 醇
,

反式
一

卜庸 子油烯
,

卜马阿 里烯
,
4 ( 1 4卜按 叶

烯醉
一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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