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者在轮生部上分枝
, � �一� � 火 � 一 � 协

,

前

端稍膨胀 � 分生子球形或卵圆形
,

无色
�

表

面有刺状突起
, � 一 �

�

� 又 �
�

�一 � 件
。

三
、

生物学特征

�
�

分离培养
�

将采集的蛹虫草标本经

过多次培养
、

分离
、

纯化
、

复壮获得蛹虫草

纯培养菌株
。

�
�

培养基
�

蛹草菌采用多种培养基筛

选
,

有丰富培养基
、

牛奶
、

麦 芽 糖
、

玉 米

糖
、

麦角菌
、

稻米等十二种培养基
。

�
�

培养温度
�

采用多种温 度 处 理
,

� ℃
、

� �℃
、

� � ℃
、

� ���
、

� �℃
、

� �℃保持

一定温度及光照
。

�
�

� � 值
�

采用 �
�

�一 �
�

�
。

�
�

生长条件
�

在碳水化合物充足
、

蛋 白

质营养条件适合情况下
,

保持较高温度
,

酸性

培养基
,

蛹草菌生长 良好
,

子实体生长迅速
。

四
、

人工接种试验

将培养出来的纯菌株接种于桑蚕 �� � �

� � �
,二 � � � � 和柞蚕蛹 �� � �� � � �  � � � � � � ��

上
,

已成功地长出与自然菌形态特征一致的

蛹虫草子实体 �国内外未见报道�
。

经沈阳农

业大学植保系白金恺教�受鉴定
,

确认蛹虫草

种 名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项人工接种柞蚕和桑蚕蛹获得成功
,

为人工培养繁殖和生产蛹虫草取 得 了 新 进

展
,

为今后利用
、

保护我国药用真菌资源和

生物防治开辟了新的途径
。

主要参考资抖

〔� 〕 日木隐花植物图鉴
,
� � � �

� � 〕 邓叔群
� 仁
�
,
国的真菌

,
� � � �

〔� 」 俞大级
�

植物病理学与真菌技术汇编
,
� � � �

〔� 」 魏景超
�

真菌鉴定手册
,
� � �。

注
�

本项试验得到中国人氏解放军兽医

大学郭文场 副教授 的帮助
,

深表谢意
。

参加研究工作的有范桂华
、

徐桂琴
、

王

志贤
、

张清文等同志
。

各 国 植 物 药 专 利 综 述 �一 �
国家医药管理局天津中药研究所 彭海卿

国内外有关植物药方面的文献综述已见

得不少
,

但有关于此的专利文献综述至今尚

未见到
。

当前国际上 �� �以上的新技术以专利

文献形式公诸于世
。

通过 了解植物药专利文

献
,

也就基本上掌握了当今世界植物药发展

的动态
。

本文收载近年各国公布的植物药专利文

献 �� 件
,

涉及到的国家有 日 本
、

美 国
、

苏

联
、

澳大利亚
、

英国
、

联邦德 国
、

罗 马 尼

亚
、

法国
、

瑞士
、

比利时等
,

还有欧洲专利

局
。

从申请专利的内容看
,

涉及到 抗 肿 瘤

药
、

皮肤病药
、

消炎药
、

保健药以及植物药

提取新工艺等
。

本文就按这 � 部分进行综述

和讨论
。

一
、

抗肿瘤药

抗肿瘤药有三种类型
�

第一类是一般药

物
,

包括从谏树
、

芦荟
、

当归
、

柴胡
、

猪岑

叶
、

肿瘤花
、

冬虫夏草和茄属植物等提取的

有效成分
。

第二类是干扰素诱导剂
,

包括从

红花
、

紫苏
、

苍术及篙属植物中提取有效成

分
。

第三类是免疫增强剂
,

包括从高 山淫羊

蕾和相思子提取得到的有效成分
。

现逐个介

绍上述各种药物
。

�一 � 一般植物抗肿瘤植物药

�
�

糠树�
� ��� � � � � �� � �王, 亡� � � � �

或�
乙 � � � � � � � � � � � � �� �� � �

,

是一种热带

植物
,

从谏树皮中提取得到的有效成分
,

证

明有抗肿瘤作用
。

提取分三步进行
� � 用热水浸 泡 糠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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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 � 浸泡液通过酒精沉淀
、

薄膜透析或超

滤进行精制
,

再将精制液与硼酸或硼酸盐反

应形成一种络合物 � � 将络合物吸附在一种

阳离子交换剂上
,

再用硼酸缓冲液洗脱
,

洗

脱液再经阳离子交换剂处理
,

然后将处理液

与酒精混合
,

最后浓缩与冻干 〔” � � 。

另一

种改进后的方法是将谏树皮置于透 析 膜 管

中
,

再将管浸在水中
,

煮沸
,

提取和透析同时

进行
。

之后
,

过滤去掉管中的提取残渣
,

即

得抗肿瘤有效成分
。

此法主要优点是操作时

间短 �� � 。

从棘树皮所得的这种有效成分 称 之 为

� � � � ,

是一种多糖
,

具有以下物化 特性
�

� 冻干产品是一种 白色或浅棕 色粉末 � � 在

以下谱长有红外吸收极值 � � � � � ,

即 �� 。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水溶液无紫 外

吸 收极值 � �溶于水
,

不溶于 甲醇
、

乙醇
、

丙酮
、

醚
、

氯仿
、

醋酸乙醋
、

苯和己烷 � �

硫酸酚反应
、

硫酸蕙酮反应呈阳性
,

遇碘显

绿色
。

� � � � 除有抗肿瘤作用外
,

还可用 于

治疗或预防病毒引起的疾病
。

� � � � 可 以 口

服或肠道外给药
,

剂型有片
、

胶囊
、

粉末
、

颗粒
、

溶液
、

糖浆
、

酉互剂
、

注射剂或栓剂
,

成人剂量每天 �� � � �� � � � � ‘� 。

� �

由芦荟制取抗肿瘤蛋 白 � � � �� � �

� � � 。 将芦荟粗抽提液进行离子交换色 谱 分

离
,

然后用 �
�

�� �磷酸缓冲液和浓度梯度为
� � �

�

��的氯化钠溶液洗 脱
,

收 集 电 导

��  !∀ 微欧 � 厘米的部分 就 是 抗 肿 瘤 剂

� � � 一� ��
。

对鼠体� � ��  肿瘤有明显作用
。

� �

从当归提取得一种新的抗肿瘤多糖

�� 
。

提取用的是东当归和北海当 归
,

最 后

的制成品命名为� � 工�
� 。

提取方法包括
� �

提取和透析
,

对透析液加等量饱和硫酸镁水

溶液
,

除去所生成的沉淀
� � 将所得清液进

行超速离心
,

收集分子量低于 �� � , � � � 的 部

分
,

进行凝胶过滤和色谱分离
,

并收集分子

量在� �  � �� � � �的部分
,

再进一步精制
。

� � � �
具以下性质

� � 是一种 白 色 粉

末 � � 糖组成
�

葡萄糖和少量半乳糖 � � 糖

单位键
� � 一

键 � � 比旋度〔� 〕�� � � � 二 � �� �

� � 一 � � 二 �
�

�� , � � � � � � 分子量�� � � � �
一 �� � � �凝胶过滤�

, � �  � � 一 �� � �超 速

离心 � � �溶解情况
�

溶于水和无机盐稀水

溶液中
,

不溶于疏水有机溶媒 �如醚和氯仿 �

和亲水有机溶媒 �如甲醇
、

乙醇 �
� � 特有

的红外光谱 �在� � �
� � 一 ‘

表示出糖的
� 一

键 ,

�一致性 �
电泳

、

凝胶过滤色谱和超速离心试

验三者结果一致 � � 元素分析
�

��
� � � 一 ��

�
、

� � � 一 ��� �没有氮� � � 特有的核 磁

共振谱
。

�
�

含柴胡根
、

升麻根茎提取物的抗肿

瘤配方 � � � 。

用水或含水有机溶媒从柴胡根
、

升麻根茎中提得的有效成分
,

有助于脂肪 代

谢和恢复肺瘤病人的食欲
。

配方中除上述成

分外
,

还有姜
、

岩黄茂
、

苍术根
、

人参
、

甘

草
、

莫本和枣
,

共七味药
。

成人剂量每夭三

次
, � � �� 克

。

毒性低是此配方的一大优点
。

�
�

从猪岑叶提得的 新 抗 肿 瘤 葡 聚

糖 �� 
。

这是一种碱溶性物质
,

分子量�� � 又

�� ‘ ,

这种新葡 聚 糖 有 � 和 � 两 种 分 子

式
。

从猪岑叶�
� � �� � � � � � � � � �  �一种蘑

菇� 提取这种新葡聚糖的过程见 下
。

将 �� �

克磨碎的猪岑叶细粉浸饱在 � 立升 蒸 馏 水

中
,

在�� �℃提取�� 小时
,

或在�
�

�大气压
、

�� �℃提取 �小时
。

冷却后
,

离心 分 离
,

在

清液中加进等体积酒精
,

此混合液静止 �叼
、

时 � � ℃ � 得��
�

�克沉淀
。

再将沉 淀 溶 于

�� � � �水中
,

用十六烷基三 甲基氢氧化按 调

� � 至�� 以上 ,
于 � ℃静置

,

得��
�

�克沉淀
。

� �

治疗消化道癌的肿瘤花 � ��� � ��
� � � � � � � � � � � �

。

这种被称为肿瘤花或 癌花

的植物属于莺尾料
,

学名叫 � � �
� � � � � � � � �

� � � 。

它的花球可以作成各种药剂 形 式
,

如

粉剂
、

片剂
、

中药剂式
、

液体形式 及 安 瓶

等
。

这种植物对消化器官癌症 �如食管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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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和直肠癌等) 有明显作用
,

能增进患者

食欲和增加体重并减轻疼痛
。

在接受治疗一

周或十天后即起作用
。

一例50岁男性胃癌病人
,

用肿瘤花治疗

一个月后完全恢复
。

另一例男性食 道 癌 患

者
,

治疗一周后
,

即能进水进食
。

7

.

从茄属植物提得的一种新生物碱
,

非但具有抗肿瘤作用
,

还能治疗 牛 皮 癣
、

痔
、

粉刺等症 (
‘。)

。

8

.

从冬虫 夏 草 制 备 抗 肿 瘤 葡 聚

糖 (”
, ’ 2 )

。

从冬虫夏草C
ord 犷c e p s o p h i

-

。 g l os
s
oi d

e s可以发酵生产得含氮多糖
,

对

鼠体肉瘤180 和腹水癌细胞有抑制 作 用
。

方

法如下
:
将冬虫夏草菌丝体接入 10 升pH S

.
5

的培养液中
,

在25 ℃培养 9 天
,

前 3 天静止

培养
,

后 7 天通气搅拌培养
。

之后
,

将培养

液用水稀释一倍
,

过滤
,

滤液用离子交换树

脂A m b
erli te X A D

一

2 处理
,

再进行冷 冻

干燥; 得葡聚糖25
.
5克

。

所用培养液的原料

配方是 (g/ 1)
:
聚蛋白陈 5

、

酵母膏3
、

蔗糖3
、

K H

Z

P O

‘
0

.

5
、

K

Z

H P O

‘
0

.

5
、

M
g C l o

.

3

、

M

n
C I

:
0

.

0 5

。

( 二) 干扰素诱导剂

1 . 从红花属植物提 取 干 扰 素 诱 导

剂 (
‘“

)
。

从红花C
arth am u s tin e to riu s L

.

提得的干扰素诱导剂是一种稳定的无定形 白

粉未
,

在10 0℃能稳定 4小时
。

这种诱 导 剂

注入兔体后
,

在 2 小时之内即能出现干扰素

高峰
。

此诱导剂 对肉瘤S
一

1 8 0 和艾氏腹水 癌

有显著抑制作用
,

且对生物体毒性低
,

小鼠

腹膜内注 射 L D 。 。 一 1
.
5 9 / k g

,

口 服 L D
S。

二 1 0/ k g
。

这种诱导剂已作成口服剂或针剂
。

现举一例制备这种诱导剂的方法
。

将 2

公斤红花浸泡在 40 升水中
,

室温中 放 置 3

天
,

离心分离
,

再用水洗涤所分开的渣 子
。

然后
,

将清液与洗液
一

合并
,

经过 U K
一

20
。膜

进行超滤
,

遂得 89
.
46 克粉末

,

冻干后 分 子

量》2 00
,

0 0 0

,

再通 过 S
ep ha dex G

一

2 0 0 凝

胶过滤作进一步精制
,

最后得到 155 m g冻干

产品
。

这种诱导剂具有以下性质
:
¹ 元素分析

H 6
.
54士 0

.
3 %

、

C 4 1

.

9 士 0
.
3%

、

N 2

.

3 9 土 0
.
3%

、

P o

.

2 8 士 0
.
0 3 %

;
º 分 子 量 10 0 ,

0 0 0 一

3 ,
0 0 0

,
0 0 0 ( 以500

,
0 0 0 一 1

,
0 0 0

~
0 0 0 为主 );

» 未测得熔点
,

在 22 0℃碳化
; ¼ 有紫 外 吸

收谱;½ 溶于水
,

易溶于 N
a O H

、

K O H

、

氨水
,

不溶于甲醇
、

乙醇
、

丁醇
、

丙醇
、

丙酮
、

氯仿

或乙醚; ¾ 对荀三酮
、

酚或硫酸
、

福林试剂

和 D iffm e r反应呈阳性
,

对 E lso n
一

M

o r
g

a n

反应呈阴性; ¿ 是一种酸性化合物; À 比旋

度〔
a 〕D

Z “
二 + 6 3

“

~
6 9

。

( 平均+ 66
。 ,

C =

0

.

49 % 在0
.
IN N aO H 中)

。

这种诱导剂中含有以下各种氨 基 酸 和

糖
。

(a ) 氨基酸 (1 0
.
4%)
:
氧脯氨酸15

.
6%

、

苏氨酸10
·

9

%

、

谷氨酸3
.
96%

、
a

l y
e
i
n e

g

.

o g
%

、

领氨酸4
.
04 %

、

亮氨酸2
.
56%

、

赖氨酸2
.
18%

、

酪氨酸1
.
94 %

、

氨12 ~ 98 %
、

门冬氨酸5
.
51%

、

丝氨酸9
.
64 %

、

脯氨酸4
.
27%

、

丙氨酸 8
.
24%

、

异亮氨酸 5 一59 %苯丙氨酸l
_.
32%

、

精 氨 酸

1
.
24%

、

组氨酸0
.
93%

。

( b ) 糖 (10
.
6%)

: 阿

拉伯糖9
.
38%

、

葡葡糖64
.
98 %

、

木糖1
.
40 %

、

半乳糖20
.
98%

、

甘露糖3
.
26%

。

2

.

从紫苏 中提取千扰素诱导剂 (“ )
。

从紫苏 中可提得一种无定形白色粉末状的干

扰素诱导剂
,

小鼠口服L D
S。

)
5 9

/
k g

、

腹

膜内注射56 om g/k g
。

这种物质主要通过 水

提取
、

超滤
、

凝胶过滤和离子交换 色 谱 制

得
。

先将紫苏叶浸泡在水溶液 中
,

经 u K -

200膜超滤
,

再经过4
.
5 X 7oem Sep ha dex G

一

20
0 柱分离

,

最后通过2
.
5 x 70 c m D E A E -

s ep h a d ex A 一

50 柱进行色谱分离
。

将分出物

进行冻干
,

即得干扰素诱导剂
。

此诱导剂具有以下 特 证
:
¹ H 8

.
5 ~

5
.
7%

、

C 4 s

.

s 一49%
、

N 6

.

3 一 6
.
5%

、

尸1 ~

1
.
1筋 º 分子量 10

5
一 3 x lo

。

( 以 0
.
5 一

1 x 10
6
为主 ) ; » 未测得熔点

,

在22 0℃炭

化; ¼ 溶于水
,

微溶 于 N a 0 H
、

K O H

、

氨

水
,

不溶于 1 一 4碳醇
、

丙酮
、

氯仿或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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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茹三酮
、

酚
一

硫酸和D if fm
e r
反应 呈 阳 (四) 诊断癌症用的试剂 (l

g) 。 从冬虫

性
,

对福林反应
,

El

s o n

一M
orga n反应呈 阴 夏草得到的糖蛋白

,

可用诊断癌症 用 的 试

性
;
¾ 是一种酸性物质; ¿ 比旋度〔a 〕

D Z”
= 剂

。

糖蛋 白中含C .12 一 47%
、

H S 一 8 %
、

N

一 7 5
。

一 一 8 2
。

以 一 7 9
。

为主 7 ~ 10%
,

分子量约5
,

0 0 0
~

1
,

0 0 0
,

0 0 0
。

这种干扰素诱导剂中含有以下氨基酸和 这种试剂的具体用法如下
。

将冬虫夏草

糖 (全部 士0
.
3 % )

:
经脯氨酸3

.
2 、 苏 氨酸 培养液稀释一倍

,

摇匀
,

离心分离
,

取出上

6
.
4 ~ 76

、

甘氨酸10
.
。撷氨酸6

.
6 、 亮 氨 酸 清液

,

经60 ℃培养30 分钟
,

再离心分离
,

取出

8
.
6 、 赖氨酸3

.
9、 酪氨酸微量

、

组氨酸1
.
3、 上清液

,

调 p H 至9
.
0 ,

得到沉淀
,

洗涤并冻

门冬氨酸 9
.
3 、

丝氨酸4
.
3 、 脯氨酸 4

、

丙氨 干
,

将此冻干后的产品溶于o
.
c5 M 乳酸 中

,

酸10
.
3 、 异亮氨酸5

.
4 、 苯丙氨酸 2

、

精 氨 用此溶液一滴与肿瘤患者身上的血 一 滴 相

酸3
.
4 、 氨13

.
4 、 阿拉伯糖47

.
09、 葡 葡 糖 混

,

即显示出一定的浑浊度
,

从而可诊断是

20
·

6 2

、

木糖1
·

99

、

半乳糖25
.
66、 甘 露 糖 否患有癌症

。

4

·

6 4

。

二
、

皮肤病药

3 . 从苍术属
、

忍 冬 属
、

车 前 等 植 在皮肤病药的专利申请中
,

一部分是治

物 (
’”

)
,

以及从篙属植物 (
‘“

) 中都已成功地 疗皮肤病的药物
,

另一部分是保护皮肤用的

提得 了干扰素诱导剂
,

制备方法不 外 乎 浸 药物
。

提
、

超 滤等
。

在芦荟或芦荟提取物中加进亲水凝胶
,

( 三 ) 兔疫增 强剂 再把此混合物压成薄片
,

可迅速有效地医治

1
.
从淫羊蕾属制备免疫增强剂 (

’7 )
。

烧伤
、

创伤和表皮脱落等 (
“。)

。

调配中用的

从小璧科淫羊蕾属高山淫羊蕾制备免疫增强 芦荟应当是粉末状
。

如果用的是芦 荟 提 取

剂的过程如下
。

将药材漫渍于水中
,

泡制一定 物
,

则是指芦荟的水或酒精或水
一

酒精 提 取

时间后过滤
,

滤液减压浓缩
。

对上述浓缩液 物
。

调配甩的亲水凝胶中含水10 ~ 95 %
。

在

加入脱脂溶媒如低级脂肪醋
、

氯仿
,

二乙醚 亲水凝胶中又包含3 ~ 30 % 重量的亲水高分

或正丁醇
,

振摇均匀
,

收集水层
,

过滤
,

对 子聚合物
,

它们是聚丙烯酸及盐
、

丙烯酸共

滤液加入等体积水溶性醇
,

使充分沉淀
。

再 聚物及盐
、

顺丁烯二酸共聚物及盐
、

水溶性

过滤得到沉淀物
,

用 5 一50 倍的水溶性醇或 聚胺
、

聚乙烯醇及其衍生物
,

以及多糖及其

丙酮洗涤此沉淀物
。

将洗过的沉淀物溶解在 衍生物等
。

为其重量20 一 50 倍的水中
,

然后再加进水溶 用甘草和抗溃疡素调配成的软膏对治疗

性醇或丙酮使之产生沉淀
,

过滤并干燥
。

经 皮肤病有较好疗效
。

这种制剂的 配 方 是
:

过上述两次重复的程序精制后
,

产品质量较 2
.
4m g抗溃疡素

、

40 m g 甘草
、

10
9 亲 水 软

高
。

膏
。

使用剂量是0. 5~ 29/10c m
“

皮肤
,

每天

这种免疫增强剂的成人口服量 为 3 ~ 1 ~ 3 次 (
2’) 。

一种对脚癣和股癣有特别疗

20 m 酬kg
。

效的药物
,

是将山茶叶浸渍在无水酒精中
,

2
.

从相思子提取免疫增强剂 (’8 ) 。

从 再加入适量水杨酸而制得 (
““

)
。

一种含 1 %

相思子提得的相思子碱A 能增强体液和细胞 漪萝油的药液
,

可以有效医治由白色念珠球

的免疫活性
,

相对活度比相思 子碱B
、

C

、

D 菌引起的皮肤病
。

这种药液配方是
:
漪萝油

高10 倍
。

这种免疫增强剂非但能增强对癌细 1
. 96%酒精36

、

聚乙二醇30
、

硼酸苯汞醋;

胞的免疫活性
,

还能增强对细菌
、

病毒
、

微 2 . 用水配至10昭 (
“ “)

。

从敢菜和无花果可

生物等的免疫活性
。

制备得到痔搽剂
,

具有抗细菌
、

止痛和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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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作用
。

用氯化钠热水溶液浸泡敢菜和无

花果干叶
,

然后浓缩浸泡液
,

使液休量由开

始时相当干叶体积的 150 ~ 200 倍浓缩至干叶

体积的二分之一
。

将此浓缩后的液体温热 至

40 ~ 60 ℃时使用 (
2毛) 。

从茄属植物 中提得的

新的苗类生物碱和试类化合物可广泛用于治

疗癣
、

肉赘
、

粉刺
、

牛皮癣
、

痔等各种皮肤

病 (
2 ‘) 。

从芸实科
、

壳斗科
、

蔷薇科
、

黎科植物

可以提取得一种护理皮肤的有效成分
,

方法

是用 70 ~ l。。%酒精在 O ~ 50 ℃对上述植物进

行常规浸泡 (
2 日

)
。

从茶叶
、

儿茶钩藤提得的

蹂酸成分中
,

含有表儿茶素
、

表桔儿茶素
、

表儿茶素桔酸盐和表格儿茶素桔酸盐
,

它们

能抑制脂肪氧化
。

且能增加代谢抑制物质的

合成
,

可 以作化妆 品的抗氧剂 (
’ “

)
。

一种以

芦荟为主要成分的面部化装品
,

能使皮肤纯

洁和软化
,

增加美观
。

这种化装品的配方如

下 (重量)
:
芦荟 25一 75 (48

.
7 5) %

、

柠檬

酸0
.
2一 2 (0

.
75) %

、

山梨酸钾 0
.
1 一 2

(0
.
2 5) %

、

苯甲酸钠0
.
1~ 2 (0

.
25) %

、

玉米淀粉 10~ 70 (37
.
5) %

、

白蛋白 1 ~ 10

(4
.
5 )%

、

经丙基甲基纤维素0
.
5一 10 ( 5 )%

、

尿囊素o
·

5 一 5 (1
.
5) %

、

维生素A
、

D

Z 、

E O

.

1 一 5 (0
.
5) % (

“ 8
)

。

三
、

消炎药

本部分中包括治疗肝
、

肾 病
、

一 般 炎

症
、

前列腺炎
、

口腔炎等方面专利申请10 件
。

一种控制肝病的配方具有解痉
、

利尿
、

碎胆石促进肝再生的作用
,

用于治疗肝功能

紊乱与尿并发症或肝功能紊乱与胆 石 并 发

症
。

这种配方如下 (重量 % )
:
松油醋 8 一

8
.
5 、

欧薄荷油 2 ~ 2
.
3 、

蓖麻油 11~ 11
.
7 、

野胡罗 卜子水提取液23 一 24
、

野甘牛至草水

提取液23一24
、

氨竣配合剂B o
.
oos一 0

.
0一、

麻蛇花水提取液配至 10昭 (
29)。 用 5 一 95 重

量 % 的异本患属
、

兰花楹属和 95 一 5 重量 %

的马兜铃属
、

木薯属植物调配成的制剂 (粉

剂
、

粒剂
、

片剂等)
,

可 强化肝和肾
,

移去

血液中有毒成分和消耗人体脂肪
。

这些植物

中的有效成分可用水或酒精来提取
,

提取物

的干燥温度不得高于 60 ℃
,

以防有效成分的

破坏 (
“。 、 “ ,

)
。

从毛食科乌头根提取的游离生物碱
,

具

有止痛和消炎的性质
,

主要优点是它的毒性

比一般生物碱要低得多
,

口服或肠胃外用药

安全
。

此外
,

这种生物碱还能促进栓剂形式

胰岛素的吸收
。

该生物碱具有以下的性质
:

¹ 微苦
、

有类蛋白质的气味; º 溶于水
、

甲

醇或 乙醇
,

但不溶于氯仿
、

苯
、

汽油和醚 ,

» 在 1 % 水溶液中呈中性; ¼ 在 水 溶 液 中

对迈尔氏试验呈阴性
;
½ 在硅胶 6o F 平板 上

薄层色谱有三个 点
,

它 们 的R f值 分 别 为

0
.
4 、 0

.

4 5 和 0
.
5 (用 5

,
4

,
1 的 “

氯仿
‘

甲醇
一

水
”

展层
,

用 1 % 硫酸钵
一

10 % 硫酸试剂

检查 ) (
32)。 一种从红果铿木中分离得的新

生物碱
,

可用于消炎止痛
。

提取这种生物碱

分三步进行
:
首先用低级烷醇提取

,

再用低

级烷醇与氢氧化钠混合液提取
,

最后用低级

烷醇与醋酸混合液提取
。

然后对提取液进行

酸化
,

并用氯仿洗涤
,

再调至弱碱
,

进行冷

冻 (
33)。

仙茅科植物提取液可用于治疗初期前列

腺肥大及其并发症
、

水肿
、

炎症
、

关节炎与

类风湿关节炎等
。

这种有效成分的获得方法

是对该植物在大于或等于 60 ℃ 的情况下加热

使失 去酶活性
,

然后在 。一 30 ℃用 酒 精 提

取 (
“ ‘

)
。

另一种治疗前列腺肥大的 有 效 成

分
,

系从非洲臀果木中提得
。

方法是先用极

性溶媒提
,

再用含氯非极 性 溶 媒 连 续 提

取 (
35)。

以 日本樱花皮提取液为主配成 的 嗽 口

液
,

可以预防咽喉疲芳和治疗咽喉炎
,

还可

用作祛痰和预防感冒
。

此药贮存时 不 出 沉

淀
,

也不成胶伏物
。

这种漱口液除用于漱口

外
,

还可口服
。

该药剂的配方如下
:
¹ 3 一

12 份 日本樱花皮提取液
; º 。

.
5一 2 份 茵 香

籽的氨提取液
;
» 0
.
5一 4 份杏仁提 取 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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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浆适量; ½ 用水配至 10 0份 (
“ “)

。

用北美敛茶树的叶和芽提取得的一种有

效成分
,

能医治橡树毒刺激并引起的皮肤或

粘膜炎症
。

用药形式可以是软膏
、

洗剂
、

油

膏
、

皂液及喷雾剂等
。

这种有效成分的提取

方法如下
:
将北美敛茶树的叶或芽先磨碎浸

在提取液中
,

提取液可以是水
、

乙醚
、

丙酮
、

氯仿
、

甲醇
、

乙醇
、

甲乙酮
、

醋酸乙醋
、

甲

酸乙醋等
,

然后浓缩提取液并获得粉末状产

物 (
37) 。

一种治疗胃溃疡的新药 含有 以下三种有

效成分
: F eS O

‘ 、

丁香和甘草
。

这 三 种 成

分各自对胃溃疡均无效
,

合用时则有明显效

果
。

这种新药可作成片
、

粉
、

胶囊
、

颗粒
、

等剂型 (
““

)
。

(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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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度 有 毒 植 物 (三 )

四
、

毒物的作用

毒物通过作用于细胞而改变其正常功能

活动
。

作用于细胞的效应特点是兴 奋 或 抑

制
,

而这些功能可使机体完全毁灭或死亡
。

毒效产生的变化是定量的
。

增加刺激或过度

刺激使细胞的功能活动减弱以至逐渐衰竭
,

最后作用完全停止或麻痹
。

从这个阶段细胞

功能可能恢复
,

也可能不能恢复
,

因此过度

刺激可能导致机体组织的实际死亡和崩解
,

关于正常机能活动的抑制
,

已熟知某些毒物

能使正常细胞活性显著下降
,

甚至导致完全

停止或麻痹
,

这些可能恢复或不能恢复
。

毒物的作用可能是
: ( a ) 局部作用 ,

( b ) 全身作用 ,
(

c
) 远期作用或三者之

结合
。

毒物的局部作用是在进入循环 系 统 以

前
,

未被吸收
,

往往是在应用部位产生的作

用
。

全身或系统作用是 由于它通过循环系统

对某些器官产生的选择亲和性所致
。

局部作

用的产生是由于其应用于皮肤
、

消化道
、

呼

吸道和其它粘膜所致
,

而毒物在皮下注射时

也可能发生在皮下组织中
。

很多植物口服对

胃肠道粘膜有刺激作用
。

某些情况下反应剧

烈以致粘膜毁坏
,

结果吸收机制发生了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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