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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药用 ，已有百年之久 。 

金钱白花蛇性甘、咸、温、有毒。人肝、脾 

经 ，具 有祛风 、活 络 、镇痉 、攻毒 的功能 。多用 

于 半 身 不遂 、四 肢麻 木 、抽 搐 、破 伤 风 、类 风 

湿 、关节炎等多种疾病 ，经成分分析及药理 实 

验 ，其 含有 蛋 白质 、硬脂 酸及 氨基 酸 、蛇毒 和 

皂 苷等多种 成分 ．具 有镇静 降压 ，镇痛 抗 毒 ， 

抑 制神经末梢释放 乙酰胆碱 ，抑制呼吸 中枢 

麻痹 胃肠 的作用 。 

近年来 ．由于用 药量 的不断增加等 多 种 

原 因，相 应 出现 了许多金钱 白花蛇的伪品，这 

些伪 品主要有 ：眼镜 蛇科 动物 金环 蛇 Bun— 

garus sciatus(Schneider)。游蛇科动物赤 

链 蛇“ Vinodon rufozonatum (Cantor)，水赤 

链游蛇“ Natrix annu[aris(Hallowe11)．黄链 

蛇。 Dinodon avozonatum Pope，黑背 白环 

蛇0 Lycodo~ruhstrati(Fischer)，海 蛇科 动 

物 青 灰 海 蛇 Hudrophis caerutescens 

(Shaw)。有的是以成体的具有横纹的蛇纵向 

割成数条后 ，配 以其它的蛇头制成的伪制品 ， 

常 见 的掺 伪 蛇 头 有 游 蛇 科 动 物 水蛇 Enhy 

dris chinens~ (Gray)．铅 色 水 蛇 Enhydris 

ptumbea Boie等 。还有以无环 纹的蛇用剥皮 ， 

涂色等 手段 伪造 出 白色环 纹 ，此 种伪制 品黑 

白环纹达 2个鳞片宽 ，环纹也 不 自然 。 

1 金钱白花蛇药材性状 

卷 曲 ．呈 圆盘状 ，直径 3～ 15 em，头在 蛇 

盘 的 中央 而稍翘起 呈 黑褐色 或黑 色 ，鼻 孔 开 

口朝 向两 侧 ，尾细常纳人 口中 。蛇 体直 径 0．3 

～ 2 cnR，蛇 体背部 黑色 至灰黑 色 ，有 27个 以 

上宽 1～ 2鳞 片 的类 白色横 带 ，背 鳞通 身 15 

行 ，背部中央有 1条显著突起的背棱，背棱处 

1片鳞片扩 大 ，呈类 六角形 。腹 部 黄 白色 ，鳞 

片稍大，尾下鳞单行，气微辛，味微成 

2 金钱白花蛇与伪充品的比较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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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一7 山豆根及其制剂的鉴别 2 

长春中医学院(130~23) 崔 健 ’ 陈 新 
， — — ～  

自求恩医科太学第一一临床学院 末英 士 

山 豆 根 为 豆科 植 物 越 南 槐 Sopkora tonkinensis 

Gagnep．的 干燥根 厦根 茎 昧 苦 ，性 寒 ．具 有 清热 解 

毒、消肿止痛、通便之功效．在临床上广泛用于抗肿 

瘤、升高白细胞 、抗心律失常 抗菌厦平喘等症。主产 

广 西和 广东 ，属东 北 地区 的 紧缺药 材 ，为确保 临床 疗 

效 ，现将 其 不同 的检识 方 法归纳 结如 下 ： 

l 性状鉴别 

本 品根茎 呈 不规 则结 节状 ．顶端 常有 茎 基残 留． 

下端着生根数条。根呈圆柱形，有的有分枝，略弯曲． 

根 长 ]5～ 40 cm，直 径 0．3～l 5 cm，表 面棕 色至 棕 

褐色，具不规则纵纹厦横 向皮孔 。皮孔微凸，横 向长 

0 4～O．8 cm，支根痕圆点状。质坚硬 ，难折断 ．断面 

粗糙 ，纤维状 ．皮部菠棕色至类白色。末部淡黄色，有 

豆腥 气 ，昧极 苦 。 。 

以根条粗状 ，外色棕褐 ，质坚 ，睐苦者为佳。 

2 显 微鉴别 

根 横 切 面 ：术桂 层为 6～ l5列细 胞 。皮层 外侧 薄 

壁细 胞多 含 草酸 钙 方晶 ，断续 排 列成 含 晶细 胞 环 ．每 

一 细 胞 古 结 晶 1或 2～ 3个 ．细 胞 壁 术 化 ，有 纤 维 束 

散在 韧皮部有纤维束 ．束间形成层不明显。术质部 

墨 篝碧 N4 -"N、 ~ N N 蔷 嚣袭婴 翟 } { 芒 整犁 磊巽誊盖 
拉 进步 三等 錾 发 表科 研论 文 60亲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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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木纤维束，与导管相 间排列．导管 内常见黄棕色内 

古物 ，薄壁细胞古淀粉粒(图 1) ． 

1禾桂层 2纤维束 3一结晶 4射线 

圈 1 根横 切面 简 圈 

粉末呈黄棕色．纤维及晶鞘纤维易察见。薄壁细 

胞 中有草酸钙方晶，形成 古晶细胞．网纹导管，具缘 

纹 L导管多见 ．韧皮纤维呈棱形．淀粉粒单粒或 3～j 

个组 成复 牡 。草酸 钙 方晶 略呈 长 方形 (躅 2) 。 

1一导菅 2_淀粉粒 3一纤 维 及晶 纤维 

4 古晶厚 壁细胞 一草酸钙 方晶 6石 细胞 

围 2 粉末 特征 图 

3 理化 鉴别 

3-1 粉 末 鉴别 ：取 粉末 置 紫 外光 灯 下 ．在 365 nrn她 

观 察 ．显 黄蓝 色 荧光 。 

3—2 色 素反 应 ：取 氢 氧 化 钠 试 液滴 丁 本 品 外 皮 ，颤 

中草 药}1∞ 9年第 3O卷第 1 0 

色 由橙 红 色变 为血 红 色 ，久置 不褪 (此法 用 于 原料 检 

查，方便 、快捷)。 

3．3 生 物碱 反 应 ：取 丰 品 粉末 2 g，加 70 乙醇 20 

mL，回流 提 取 30rain，滤 过，滤 渣 蒸 干 ．残 馇 加 1 

盐酸 溶液 5 mL溶 解 ．滤 过 取 滤液 l mL，加 碘化 汞 

钾 试 液 1滴 ．生 成 明显 的淡 黄色 沉淀 。 

3．4 薄层 色谱 法 

3．4．1 定性 鉴别 

1)取样 品粉 末 2 gt加 甲醇 20 mI．回 流提 取 30 

min，滤过，滤液蒸干 ．残馇用氯仿溶解 ．作 为供 试品 

溶液 另取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对照品，加氯仿分别 

制成 l mg／mL溶液 ，作为对照品溶液。上述溶液分 

别 点 于 同 一碱 性 硅 胶 6 板 上 ．以 苯一丙 酮一甲醇 (8： 

3：05)为展 开 剂 ．并 氨 气饱 和 。改 良碘 化铋 钾 显 

色。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 

显相同的橙黄色斑点(囤 3一I)。 

卜复方山豆根制剂 2一苦参碱对照品 3氧化苦参 

碱对 照品 4 山豆 根药材 对 照 5一槐 果碱对 照品 

圈 3 不同展开剂的薄层色谱圈 

2)取 样 品 粉末 约 0．5 g，加 氯 仿 10 mL，浓氨 溶 

液 0．2mI．，振 摇 l rain．滤 过 ，滤 液 蒸 干 ，残 渣加 甲 

醇使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苦参碱和氧化苦参 

碱对照品，加 甲醇分别制成 l mg／mL溶液。上述 各 

溶液分 别点于同一硅腔 G板 一以氯仿一甲醇 浓氨溶 

液 (12：1：0．5)为 展 开 剂 展开 ．喷 以稀 碘 化 铋 钾 试 

液 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 

显相同的橙黄色斑点(图 3 I)。 

3．4 2 定 量检 查 ：取 供 试 品 3 g(古 山豆 根 的复 方 制 

荆 )．精 密轿 定 t加 甲醇 6O mL．连续 回 流提 取 s h(或 

超 声 提 取 30 rain)．溶 液 蒸 干 ．准 确 加 水 10 mL．振 

摇 一使溶 散 一再 准 确 加 乙 醇 40 mI ．随 加 随 搅 拌 ．放 

置 ．谴 过 ．取续 滤 液 25m1 ．蒸 干 ．精 确加 ^ O．2 盐 

酸 2j mL溶 解 残 碴 ．滤 过 ，取 续 滤 液 1 O rnI 置 分 蔽 

捕 中．加淮氨 3 rnL，用氯仿苹取 3次 ．每次 10 m] ． 

台并萃 取液 一蒸 干 一用 乙醇 定容 于 2 mL 量瓶 中．作 为 

供试 品溶 渡 依法制 备 山豆 根 药 材 对照 波 及山 豆根 

叫性 对 照 品 溶 液 。取 苦参 碱 对 照 品 ，加 乙醇 制 成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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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mL溶液，作为对照品溶藏。照薄层色谱法 (1995 

版药典一部 附录 VI B)试验，定 量吸取上述各溶液， 

分 别交 叉点于同一 硅脏 G 薄层板 上． 甲苯一异雨 

醇一丁 酮一被 氨 (20：20：3 t 1)为展 开 剂展 开 ，改 良碘 

化铬 辫 与碘 一碘 化辫 (1 t 1)褡 穰 为显 色 帮 ，定 位 后进 

行 双波 长薄 层色 谱扫描 定量 即 可 (图 3一Ⅱ)。 

3 5 高效泣相色谱法 ：高效泣相色谱挂亦可测定山 

豆根中苦参碱的含量。色谱条件如下 1)用氨基键台 

甲醇一水一三 乙胺(55：45：O．023：紫外检铡波 长 2】5 

n m  】
； 

4 讨论 

以 上 各 种捡 识 方 法 。均 具 有 方 癌 简便 、快 速 、准 

确等共同特征 适用于山豆根及其复方制剂中苦参 

碱的测定；其 中，薄层色谱法定量检捌的展开剂可将 

苦参 碱 与槐 果碱 有效 分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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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种伪 品西红花的鉴别 

(1999 O4—07收稿) 

四川省凉山州药品检验所(西昌 6]5000) 魏 屹 吕晓琼 冯远 驰 胡若薨 杨德才 

西红花．别名番红花、藏红花 。为鸢尾科 植物番 玉米须等，目前我们在实 工作 中遇到另一种伪品 

红花 Crocus satin,us L．的干燥拄头 主产于西班牙 西红 蓖，用尼 龙纤维 和淀粉伪造 掷工雨戒的“西红 

希腊 、法国及独联体等 国，近 年我国江 苏、浙 江、西 花”。 

藏 、瓿疆萼地已试种或功。由于其蟹源 、1ij|格等固素， 西红花与人工伪造而成的伪 品西红花的比较 觅 

假 冒西红花的情 况时有发生，常见的伪品有莲须和 表 l 

裹 l 西红花与伪品的比较 

名称 西虹 花 Crocus sativus L 伪品 西红花 

性 

献 

粉 
末 

显 
徽 
特 
征 

线形，三分拉，长绅 3 cm。暗红色。上部较宽而略扁平， 

璜蝴边缘 显不整齐的齿状 ．内僵I有～短 裂隙，下端 

有时残留一小段黄色花柱。体轻、质橙较。无油润兜 

泽 ，干燥 后 质臆易 新。 气特异 馓有 利敷性 ，睬擞 苦 

橙红色．袭皮细胞呈长条 形。壁薄，微弯曲。有的外壁 

凸 出呈 乳 头 收藏 缄 毛 状 ，表 面 隐约 可 见纤细 坟 理 。 

拄头 璜培 表 皮细 胞绒 毛杖 ．袅 面有 稀疏 纹 理 。草酸 

链特 晶毫 集 于薄壁 细 咆中 。花鞍 粒 偶 觅 。呈 匾球 形 

直径 8O～ 150 fxm．表 面有 精疏 细小刺 状雕 纹 。导管 

主为 螺纹且 环纹 

1)取率品授 水中．可见橙黄色成直线-F降．井遥渐扩 

散，木被槊成黄色，无沉淀 ．柱头呈喇叭状．有墟缝 
鉴 在 短时甸 内．用针擅 之 ，不破碎 

别 2)取车 品少 董 。叠 白瓷 板上 。如琉 酸 】谪 。酸 灌显 蓝色 

经 紫色埕竣 变为 虹褐 色或棕 色 

哑 霓{中国药 典 》1995年版酉 红 花鉴 射(4)及拉 查顶 下吸 

鉴 收度项 

呈短节扶，长 9．5～ IO cnl。暗红色．上辞轻宽而瞎扁 

平 ，疆端 边聋 控整 齐 t不其 齿状 。内 侧 面有 一条 橙 黄 

色线珞垃理 。可从橙黄色蠛珞处分卫 。悻轻，散有油 

桶光泽 一有特异的闷头气昧．妹威 

橙 红 色·多 见韫 红色或 橙 黄 色块 植物 、不 规 豇I歼 蛙 尼 

龙纤维奎锖成团．有的相嵌在块杖物中间 块状物 

多 由柑化 的淀 粉粒及 尼龙纤 维蛆 成 。强 确{疰呈蓝 色 

1]取 丰 品程 采 中 。可 见橙 黄 色弯 曲 的 线下 降 ，并 逐 渐 

扩散．东被 染成黄色一有下沉的块牧物 ．脱色变成溃 

白色 ，用针 援之破 碎成擅 

2)取 车 品 步量 置 白瓷板 上 。加硫 酸 1滴 酸藏 显拽橙 

色 ·渐变 为 深橙黄色 

取车 品 ·同法挺 作 。在 458 nm 处 铡得嗳 收度 为 0 Qt4、 

在 432 nm处 涮得 吸收度 为 0．003。两者 比值为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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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J高等真菌中二萜类成分及其生物活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杨陵 ?121O0) 

中国科 学 院 昆明植物 所植 物 化学 开放 实验 室 

2 | 

吴 少 华 

摘 要 高等真苗 中古有许多结构骨架新颖的次生代谢产物 ，有些表现出有意义的生物活性 ．是 

潜在的新天然活性产物的宝库，具有较大的开发和利用价值。作者详细评述 了近几十年来有关高 

等真菌二萜化台翱的结构和生物括性 硬生物台成方面的最新研究概况 

美奠词 高等真苗 二萜化台物 生物活性 
— _ — __  ⋯  

高 等 真 菌，主要 是 指 子 囊 菌 纲 (As 

comycetes)和担子菌纲(Basidiomycetes)。近年 

来研 究表明 ，高等真菌能产生某些重要生物活 

性，且含有结构变化大的次生代谢产物，这为 

人类开发新医药、新农药、保健食品、化妆品提 

供 了重要 的新资源。据统计 ，我国有药用草 

菌达 400多种 ，并研制开发出多种具有独特疗 

效的新药，如著名中成药 舒 筋丸”和“舒筋 

散 ”。由于这些药物疗效稳定 ，副作用小 ，倍受 

人们青睐，展示了该领域开发利用的前景十分 

广阔。近十年来，该产业产值增长了几十倍 ，仅 

云芝肝泰一项产品就创产值 3亿多元；特别是 

在已报道的 3 200多种抗 生素 中，就有 1 40多 

种是来 自担 子菌中[L]。其 中最重要的是从杯伞 

属 Ctito~be的 3个 种 中分 到杯伞 块 素 (dia 

tretyne I和 Ⅱ)；从灰侧耳 Pteurotus griseus 

中分到灰侧耳素 (pleurotin)等 。 

我国拥 有丰 富的 高等 真 菌资源 ，对其 化 

学和生物学的系统研究较少．深入开展此方 

面的研 究 ，可为进 一步 的开发利用提 供依 据 。 

笔者对高等真菌中二萜成分及其生物活性研 

究进展 以评述 ， 

1 二萜骨 架类化合 韧 

1．1 Cyathane骨架类型 ：1 965年 ，加 拿大 学 

者 Brodie首次发现鸟巢菌科黑蛋巢菌属 一 

athus真 菌 C．hdenae培养发酵液有显著抗 

菌 活性 j。此 后 ，Ayer等研 究证实该 属 的活 

性成分 是新的独特二萜骨架 Cyathane类型 

化 合物 j。8O年代 以来 ，相 继从齿 菌 科 肉 

齿 菌 属 Sarcodon粗 糙 肉 齿 菌 S．$ca~rosunl 

子实体 “]、猴头菌科猴头菌属 Hericium猴 

头 菌 H．erinaceu$ 、珊 瑚 状 猴 头 菌 

H．ramosum CL24240 发酵 培 养液 中不 断 

发现此骨架的新化合物 (表 1)，特别是后者 

可产生 Cyathane型二萜木糖苷成分 。也曾在 

海洋生物海绵 Higginsia sp．中发现[I 。另外 

3个 有趣的化合物 striatins A，B．C来 自欧 

洲 隆 纹 黑 蛋 巢 菌 C．striatus菌 株 的 菌 丝 

体- ]，其结构特 征是 Cyathane骨架与 1个 

五糖单元以 3个单键相接。其生物合成途径 

是由 香 叶 基香 叶 基 焦 磷 酸 酯 (GGPP)通 过 

d0labelladiene阳离子 C 与 C 键形成 和由 

C 到 C 甲基迁移而 实现 的D]。 

1．2 Trich0aurantiane骨架类型：从事多年 

真菌化学研究的意大利学者 Vidari于 1995年 

首次报道担子菌纲 中存在这类罕见的新二萜骨 

架 ] ，仅分布在伞菌目口蘑科 口蘑属 Trichoto— 

ma的 T．aurantium、T． acticum h” 和 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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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属 Lepista的 L．sordida 中f表 2)．其新颖 

的生物合成途径 ～(图 1)被认为是一个迄今未 

发现 的骨 架 Neodo[astane(暂 定名)4，5一裂环 

的 衍 生 物 而 ＼e0d0Iasfane骨 架 可 能 由 

Dolastane型二萜前体经过 C， 甲基从 C
． ，迁移 

至 c 或从 Neodolastane中间体通过 C2和 c 7 

问闭环产生 。 

1．3 Sphaeroane骨架类型 ：1 998年，瑞典真 

菌 化 学 家 Sterner首 次 从 口蘑 科 小 菇 属 

．Vlyce．~真 菌 M．tintinnabutum 子 实 体 中分 

离鉴 定 丁具有 Sphaeroane二 萜骨 架 的 1个 

新 化合 物 tintinnadiol，但 在 YMG 培 养基 的 

发 酵液 中却未产 生此成分 一 迄今 ，报道 过 

这 一 特 殊 类 型 的 二 萜 骨 架 只 源 白海 藻 和 

Sphaeroco~f 5 coronopifolius。 

1．4 其他类型二萜 ：50年代初期 ，从担子菌纲 

侧 耳 属 Pleurotus mutlh's，P．passeckerianus 

和 Drosophila subatrata中分到过对革兰氏阳 

性菌具抗菌作用的一新骨架化合物 pleuromu 

tilin，从 aiptopilus pseudo—pinsitus中也获得 

裹 l Cyatlmane骨桨的二萜类化台鞠 

名 称 分 子式 分子萤 熔点 ( ) 比旋 光度 ( ) 来豫 文献 

cyathin A C! {：c() ! l8 l48～ l50 l60 C Ⅱ．‘C．h 

eyathirt Bx C“ { O j ．16 — 105 ^． ． 

a[1ocyathIn Br C“ { O ： 16 C．Ⅱ．IC．̂ ， ． 
cyathin Ca C ⋯O ， 】4 】3】～ l 33 C ^． { 

cy~tkln A C { 0 j 34 0|1 C h I 

ne~ [[oeyathln A C z【 4 a004 134 oil C． ．̂ I 

cyathin C5 C2( 1260s j 46 205～ 226 C．h． I 

al[ocyathin A{ C2( 1 O 34 C．h． 1 

cya[rin A‘ C 4a c,O{ -34 200～ 2O1 12j C．d． 

I cya【tin B| C2， {⋯O ：32 syrup —l56 5 C． ． 
Mlowafri~B Cz -lag)1 132 syrup 一157．8 C．口． 
cyafrin A5 C2 { 0= ： ：50 208～200 77．9 ．Ⅱ． 

l cyathatrio[ C 0， 0 l72～ 】 3 C． ． 

1 1，15 diace~yI cya~Eatf L0I C I：e() O4 123～ l24 C ． 

1 5 acetyI—cyathatriol C 2 {⋯0 }62 0l】 ． ． 

t 1一diacety[ cyathatrio[ C { 0、 ： }62 l6j～ l66 C P ： 

’ cyarhln Bf C z 1 z8【)2 ： 100 syrup C． ． 
： al[ocyatbin B z C 2 1 02 ；(Io +87．1 C P． 

。 sarcodonin A C 2 1 O ；l6 syrup S． ． 

l ~a：codonin G (’ 2 ；l6 l 58～ 16l 64 9 S ． 

scahronine A C 1⋯O ： ；94 93 5～ 94 5 15，0 5 ． 
scdbronine B C3 {3 Eo5 f 12 0 LI + 14．6 5． ． 

⋯ ahronine C C { 5f)一 56 ()LI 一 40 8 S．j 

I scabronine】) C {㈣O 2 oll 5S．4 S 

㈨ abronlne E C2 {⋯O ： }72 0lI + 872．7 ． 

； scabronine F (、 {MO i ： ”0 0I】 + 782．6 S． 
’

erInacine A C {⋯O 32 74～ 76 + 2】6 H  

j erlnacine B C {|6()6 32 l2j～ 1 77 34．9 H ． 

erinac[ne C C {j8() 孔 Il5～ 1】8 — 72．5 H． ． 

) erinacine E C { 6【)6 一 H 

c，lg“nA Cz { E()一 72 l‘4～ l 0 C． 

： s￡flat Ln B C。 {一O 88 【43～ 1 4 C． 

l st riadn C C， {3{0 46 1 4 4～ 1t5 C ． 

【 J 1 258 C {3 Et) 3t powder 一73．4 H 

) Cj】5 544 C2 { )E 30 powder 一 78．6 H r． 

1 CP 4l2．065 C， H“0 E — 13l1 1)owder H m  

( “ &'a~lus； cI1̂ ．一 ( Ⅱf̂ P． c earlei； S．；．； Sarcodon scabrosum F H ． ．一 

}i r ct“⋯  r!⋯ # 1tI 一 }} r“⋯ ⋯  ⋯ CI 24240； 【’ { Cyatta s ytFj'~t 

裹 2 Trichoauranttane骨架的二藉类化台翱 

名 韩 井 于式 分 子量 焙 点(C) 比旋 光度 (=) 来 裤 

? tftch0attranriano c B 

3 ttichoa⋯ n“㈣ I d·( 

{ L⋯ 1 0 lJcan( m“td D 

= cFichauTanttn 

S 6 ~ce{oxy tticIlaurä tm 

7 kpistaI 

B lodeisto{ 

c 22H )B 388 oil 

(’ H⋯O 348 206一～2,2,7 

C cH： o 348 ot】 

C i E{ f’ 30“ 

H⋯O S； l85 

C =H u() 柚 0 oil 

f nH O、 330 oi【 

C z0H O 332 

+ 27 5 

十 44 

13．S 

+ lI 

+3．O 

+ 37 

+ 73 

f。Ⅱ 

． Ⅱ 

．  

I j 

T d{T 

“ T|． 

L ． 

．  

上 献 

15 

1 6 

1 

16 

1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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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1 Trjch蚰urantjane聩骨架生柳台成途径 

它的 2个 新类 似物 的抗生 素 ，另从粗 环射脉 

菌 Phlebia strigosozo~ata中发现 2个高度氧 

化的 贝壳 杉烷 ~kaurane)型 抗菌 代谢 产物 

(phlebiakauran0l、phlebianorkaurano1)[ 。 

2 生物 活性 

2．1 神经 生长 因子 (NGF)合 成 诱 导剂 ：从 

结构上讲 有 Cyathane骨架类化合物都 显示 

刺 激 NGF合 成之 活性 ．但 鸟巢 菌 属 产生 的 

此类成分 未见有报道 。1321 N1人 星形 细胞 

瘤 (astrocytoma)细 胞试 验 表 明 。 ，scabro— 

nineA显 示强 NGF合成诱 导活性 ，即 2 d内 

在 147 pg／m1．NGF的基 本 分泌 量 下 ，其 浓 

度 为 ]00#mol／I 时 ，NGF的分 泌量 为 746 

pg／iml， 此 外 ，逆 转 录 聚 合 酶 链 反 应 (RT 

PCR)揭 示 它 可增 加 1 321 N1细 胞 中 NGF 

mRNA1．99倍 。大 鼠 星 形 神 经 细 胞 (as 

troglia1)试 验表 明 ]．猴 头菌 素 (erinacines) 

A．B，C是 NGF合成 强刺激 剂 ，在 浓度 均 为 

1．0 mmol／i 时 ．NGF 的 分 泌 量 分 别 为 

(250．1---4-36．2)．(1 29．7士 6．5)和 (299．1± 

59．6)pg／mL，其 活 胜均 强于 阳性对 照 的强 

刺激剂 肾上腺素E1．0 mmol／I 时为(69．2士 

17．2)Pg／mI ] 具有低分子量的强 NGF诱 

导剂 如 scabroniae A 将 成 为 治疗 严 重 神 经 

元退 行性疾 病如 Alzheimer’s疾病 的有潜 在 

应用 前 景 的药 物 ，且有 助于 阐 明 NGF合 成 

和分 泌的机制 。 

2．2 抗 菌活性 ：t r hoaurant n0lide A 对枯 

草 芽孢杆菌 Bacillus subtilis和金黄色葡萄 

t中草 药 ；l999年第 3n巷第 10 

球 菌显示 中等抗 茁活性 ：。lepistal抗 菌 活 

性要强于 lepistol(表 3)，lepistal醛基的存在 

对生物活性 是重要 的 Ⅲ。 

袭 3 leplstal和 lepistol抗菌活性 

(MIC，~g／mL)‘ 

也音枷 』 ＆ g一 5 P n 0 盯 Ⅳ 

lepislal 5 5o 5 I 9 19 9 50 ：0 

lepisld 100 l∞ 

S Streplot,t)~'es sp．ATCC 23836IB．s． i{ il 

lus *ubtilis；R．g — Rh~MotorMa utinis；S r -_ ㈨  d 

rom~'es cer~,istae$288clP． ．= Penici~lium H rnr“ M：F 

— Fusarium o ≯ n ，lIM  " ．： M ucormiehei N ．c — Ne 

dr 口 r 

Toyota等从牛肝菌科小牛肝菌 Boleti一 

1lg~5 cavipes子实体 中首 次分到 5个 由 1 6羟 

基香 叶基香 叶醇与 甲基富马酸或富 马酸形成 

新 抗 真 菌 的 链 状 二 萜 酯 类 化 合 物 ，其 中 

cavipetin A 对 瓜 枝 孢 Cladosporium CUC 

umerinum孢 于形 成显示最强 的抑制 活性 (< 

4 g) 

据美 国专 利 介 绍7z1]．erinacines B．c 具 

有抗 菌活性 ，B对 S．cerevisiae和 A．H Pr以 

及 B，C对 Bacillus subtilis表现 出抑 制 活性 。 

可用于治疗细菌和真菌感染的疾病 。 

2．3 抗肿瘤活 性 ：leplstal(O．2 t~g／'mL)诱 导 

2O HL60细 胞 分 化 成 粒性 白 细 胞 单 核细 

胞状细胞 和 18 U937细胞分 化成单 核细胞 

状细 胞 ．而 lepistol诱 导 30 HI 6 cI细 胞 【2【) 

gg／mI )和 14 U937细 胞 (10#g／"ml )分 

化 ，]epistal(1 g mI )和 lepistol(50 g 

mI，)有 细胞 毒性 ．它们 是极 有开 发价 值 的人 

·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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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血 病 细胞分 化诱 导剂 再 次证实 lepistal 

醛基是保持其生物活性的关键基团 

Tintinadiol对 HI 60(IC 2。10 g mI )和 

I 1 210细 胞 株 (IC 4O>g．／mI )显 示 细 胞 毒 

性 。 

2．4 鲨烯合成酶 (SQS)抑制剂 ：从裂褶菌科 

裂褶菌 Schizo1)hytlum commune分到新的鲨 

烯合成酶强 效选择 性抑制 剂 schizostatin，可 

用于治疗过脂症 。并通过 烯丙基溴 与钡 试 

剂高度区域和立体选择性偶联反应实现了全 

合成 。 

2．5 阿 片样 物 质 (opioid)受 体 激动 剂 ：阿 

片样 化合物具 有 多种生理作 用如抗伤 害、神 

经递质释放 、呼吸抑制和成瘾性 目前 ，所有 

临床上重要 的阿 片样药物是通过 受悻起止 

痛作用。如吗啡就是广泛使用的止痛剂 ，但也 

引起难溏的毒副作用如耐受性、依赖性和中 

枢抑制等 。有证据 显示 ，阿片样物质受体(“， 

6和 )的激活能降低炎症性大鼠模型痛觉过 

敏 。因此 ， 激动剂显 示抗伤害 (antinocicep— 

rive)活性 ．且使 用 受体激 动剂 (agonist)时 

未发现有剐作用 。 

日本学者 Saito等 在从微 生物 次生产 

物 中寻找 K受体激动剂中 ，首次证实 erinacine 

E为 阿片样物质 受俸高选择 性强结合抑制 

剂(K，IC5o 0．8 gmol／L； ，IC > 200~mol／I ； 

a，IC 。>200,umol／L)。韧步构效关系研究 表 

明．所有官 能团和侧链都是恬性所 必需的。 

erinacine E抑制兔输精管受电刺激引起的痉 

挛反应 (ED 14 ymol／L)。通过加入选 择性 K 

阿 片样 物 质受 体拮 抗 剂 norbinaltorphimine 

可恢复这种抑制作用，这说明该化合物是 阿 

片样物质受体激动刺。高等真菌中有生物活性 

的部分二萜化合物如图 2所示 。 

综上 所述 ，随着 高效快速微量 分离、鉴定 

技术的广泛应用，以生物活性检测为导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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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等真菌中有生物活性的部分二萜化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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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得到 结构类型新颖的有显著生 物活性的 

高等真菌次生物质，同时结合高等真菌培养 

发酵液提供样品供药理研究 ，为人类台理利 

用真菌资源提供依据 我国高等真菌资源十 

分丰 富，探人对其进行研究开 发 ，无论从经 济 

价值还 是从 药用价值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 

致 谢 ；承 蒙 中国科 学 院 昆明植物研 究 所 

植物化学开放安验室壹ll吉开教授J辛阆、并提 

出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参 考 文 献 

i 袁 明生 ，等编 著 ．四 川草苗 ．成都 ：四 川科学 技术 出 扳 

牡 ，1 995：50 

2 卯 晓 岚 编 著 中 国 经 挤 真 菌 北 京 ：科 学 出 扳 社 ． 

1 998{IV 

3 Ayer W  A．et a／．Tetrahedron．1981 37-2199 

4 AyerW A．et a／．Tetrahedrom Lett．1972．13：191 7 

5 Aye7 W  A ，el ．Can】Chem．1973．5】i 3157 

6 Ayer W  A ．eg“ Can J Chem．i978．56：717 

7 Ayet W  A．el a／．CaⅡJ Chem ，】978．56：2ll3 

8 Ayet W A ，eg口 Can J Chem，l979，57}3332 

9 ShibataH． a／．Agri~Bio】Chem ，l989，53(】2)：3373 

l0 OhtB T，et al Te c rahedron Lett，l998，39t 6229 

n K taT ，e}al Tetrahedron，】998，54：l】877 

l2 Kawagish{H ，盯 al Tetrahedrotl Lett，l994，35(10) 

】569 

l3 Cassidy M Ptet a1．ALIst J Chem．，】985．38：l187 

14 Anke T， a1．J Antibiotics，】977．30：22l 

】S Gamba A，et al Tetrahedroa Lett，1995，36(】1)：l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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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母及其制剂内在质量评价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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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评价 贝母及其制剂内在质量的有重量法 、酸碱滴定法、安培滴定法、两相滴定法、酸性染 

料 比色法，薄层分离一紫外分光光度法、薄层扫描法和高敢液相色谱 法，其 中酸性 染料 比色法器I定 

总生物碱和薄层扫描法测定单体生物碱应用最多。评价 内容涉厦贝母药材、栽培品和组培物与野 

生品的比较、不同种间比较等 。HPLC{去和 GC{去用于活性单体化台物的评价值得深 ^研究，贝母 

制剂 质 量评 价和 生物 样 品的制 定 有待加 强 。 

关键 词 贝母 质量 评价 生 物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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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 母 是 常用 止 咳 中药 ，来 源 于 贝 母 属 

Frititlaria I ．多 种植 物地 下鳞茎 。业 已证 明 

贝母 的主 要活性 成分 为贝母 生物 碱及其 苷 。 

另外贝母的皂苷、腺苷及脂肪酸也与贝母的 

祛痰、平喘和降压等作用有关。多年来在贝母 

的内在质量评价中主要将生物碱作为指标成 

分 ，皂苷和腺苷等也 有所涉及 ，笔者 拟对 近年 

来 的 研 究 进 展 作 一 概 述 。 

1 生物 碱的评价 

1．1 总生物碱 ：至今可用 4种 方法 测定 贝母 

总 生物碱 1)酸碱滴定 法_I ：以甲基 红为 指示 

剂 ，用硫酸 标准液 滴定 该 法 为传 统 的 容量 

法，操作程序较繁。2)安培滴定法 ]；以硅钨 

酸为试剂，以饱和甘汞电极为阳极，滴汞电极 

为阴极，测定贝母生物碱和硅钨酸在硫酸钾 

支持电解质中的极谱曲线。该法底液的 pH 

值对测定雏果影响很大。3)两相滴定法r ：根 

据酸性染 料溴麝香草 酚蓝在一 定 pH 条件下 

与 贝母 生物 碱生成离子对并定量被氯仿提 取 

从 而测 定贝母 总碱 含量 (水相 出现 黄色 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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