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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以往有不少学者认为 � � � ,

多倍体育种和

杂交育种
、

辐射育种等有所不同
。

一般它并

没有什么
“全新性状

” 发生或重组合 �指同

源多倍体�
,

而只是原有性状的加强和提高

等 《“�
。

事实上
,

在许多人工同源多倍体育种

研究中发现
,

多倍体子代与亲本之间或多倍

体子代之间
,

可产生形态学或次生代谢产物

一一化学成份
�

匕的变异
。

例如
,

有关化学组

分
�

上的变异
,

在福录考 �� �
� 二 � � � , � , � � � �

�� �的栽培品系和它的一个天然变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为 人〕
�

二同 源 四

倍体中
,

其同源四倍体中有的甚至会产生亲

本所不含有的黄酮类
�

成分 《连 �
。

形态学上的变

异也十分显著
。

卡西亚菇诱发出的同源四 倍

体
,

其子代叶子上 的刺变化很大
,

有三株几乎

是不带刺的
,

它们 的叶缘上也变成了平整的

等 �� �
。

我们 的研究也 表明
,

秘蓝四倍体子代

与二倍体亲不在植株大小
、

叶形
、

花
、

叶表皮

组织的气孔
,

花粉粒等形态学上均有不同
。

化学成份靛蓝
、

靛玉红的含量
,

四倍体子代

大大高于亲本
。

目前有关人工同源多倍体变异的报道多

为形态学变异和次生代谢产物的变异
,

有关

染 色体加倍对植物初生代谢的影响
,

尚缺乏

系统的研究
,

本实验通过可溶性蛋白
、

过氧

化物同工酶的凝胶电泳
,

发现多倍体子代与

亲本之间
、

多倍体子代之间电泳色带均不相

同
。

我们曾系统地比较落蓝二倍体亲本与二

个四倍体品系根中氨基酸 中组成
,

四倍体子

代与亲本相比也有量的或质 的差异
。

例如 �

沉�系中甘氨酸的含量是亲木的�� 倍 � 亲本中

含有谷氨酸
、

天冬酞氨
、

谷氨酸氨在 � 品系中

缺如
。

这些研究结果较系统地阐明了秋水仙

碱不仅能使染 色休加倍
,

而且也是一种能引

起遗传物质产生变异 的化学诱变剂
。

参 考 文 南丸

�
�

乔传卓等
�

植物学报 � � � 。� � � � � � � � � �

�
�

弓氏树政等
�

化学通报 � � � � � �� � �

��

�
�

胡 楷
�

西北大学学报 自 然 科 学版 � �   ,

� � � � � �

�
�

乔传卓
�

中草药通讯 � � � � � �� � � � � �

石
�

� � � �� � �

� � � � �  � � � � � � � � � 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心 叶 淫 羊 蕾 挥 发 油 成 分 分 析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未洪平 廖时置 陈海生

心叶淫羊茬 �� � �� � � � � � � � �  �� �
�

�
�� � � �� �饥

·

� 系小桑 抖淫羊蕾属地上部

分全草
。

本草纲 目记载淫羊蕾有
“
益精气

,
�

坚筋骨
、

补腰膝
、

强心力
”
等功 较

。
� ‘�为常

用补肾壮阳药
。

目前已从淫羊茬属植物
‘
补分

离鉴定了�� 种黄酮类化合物
,
四种木脂索和

一种生物碱 �� �
。

有关淫羊蕾挥发油的化学成

分
,

至今尚未见文献报道
。

我们用气相色谱

一质谱法进行了心叶淫羊蕾挥发油 成 分 分

沂
,

共鉴定了 � �个化学成分以供进一步研究

参考
。

实验与结果

一
、

材 料

心叶淫羊蕾地 上全草经水蒸汽蒸馏法得

到挥发油
。

二
、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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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油的气相色谱一质谱分析
。

实验条件 仪 器一一美 国 �� � �� � � �

� � � 公 司� � � � � � � � � � � � � � � � �
,

数

据系统为 �
� � �� � 计算机

,
� � � �� 磁 盘 机

�� �� �� 及终端打印机等
。

操作条件 色谱柱一� � 一��
,

长�� �
,

内经�
�

�� � �
。

气相 色谱一载 气
�
� � ,

柱

前压 �� 磅 � 时
� ,

分流比
�

��
� 土 ,

进样量
�

� 卜‘�
,

柱 温
� � � ℃ � � � �� �

,

� �一� � � ��

以 � ℃ � � �
�
程序升温并于 � �� ℃保持�� � �

� ,

进样 口温度
�

�� �℃
,

分离器温度
� � �� ℃

,

传输管线
�

�� �℃
。

质谱电离方式
�
� �

,

电子 能 量 � � �� �
,

发射电流
� �

�

舫� �
,

倍增电压
�

抢�� �
,

质

量范围
� ��  � ��

� � � ,

扫描周期
� � �

,

离

子源温度
�
� �� ℃

。

化 合物的鉴定采用计算机谱库检索 �具

有 � �
, � � � 个化合物标准谱图的� � �谱库�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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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以标准图谱 (
“一 ‘

) 对缭得出
。

三
、

结 呆

挥发油常温
一

F 为红棕色透明油状液休
。

用气相色谱法分离出58 个峰
,

经质谱扫描后

得到各峰对应的质谱图 (略图)
,
:

解析鉴定出

3。个成分
,

其中单菇
:
倍半菇及其含氧化合

物占91 %
,

鉴定结果和有关数据列于表巾
。

讨 论

从中药淫羊蕾中提取挥发汕并应用 G C /

M S法分析鉴定出30 种化学成分
,

国内 外 均

未见报道
。

峰50 1
、

1 3 1 1

、

1 5 9 5

、

1 6 4 0

、

1 7 0 5

、

1 7 3 。等均为良好的峰
,

但在质谱数据库中以

及现行各类标准图谱中检索不到
,

因此
,

是

否为未知物
,

值得进一步分离鉴定
,

此工作

正在进行
。

致谢
: 二侧先生药教研室乔传卓副教授鉴

定原植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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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药 物 源 性 全 身 性 红 斑 狼 疮

刘志林译 姜远英校 狠紫洞审

自1945年以来已发现许多药物能诱发一种综合

征
,

其临床表现和血清学特征均类似于全身性红斑

狼疮(S L E )
。

事实上临床诊断为s L E 的病例多 达

10 % 与药物有关
。

普鲁卡因胺和阱苯哒嗓是最常见

的能诱发S L E 的药物
,

已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

另有一些药物也能引起与临床上特发性S L 它相 似

的狼疮综合征
。

根据出现的情况不 同 这些药物可

分成三类
:
第一类是与S L E 有一定联系的 药 物 包

括
:
普鲁卡因胺

,

阱苯哒嚓
,

异烟阱
,

甲基多巴
、

奎尼丁和氯丙嵘
。

第二类与SL E 关系不大密切的药

物有
:
抗惊厥类

,

日
一

受体阻断荆
、

柳氮磺胺毗咙
、

青霉胺
,

锉剂和抗甲状腺药
。

第三类引起S L 它的可

能性不大
,

仅有过几例报告
,

这些药物有对氨基水

杨酸
、

雌激素
、

金盐
、

青霉素
、

灰黄霉 素
、

利 血

平
、

琉甲丙脯酸
、

保泰松和四环素
。

通常这些药物

均含有下列一个化学基因如氨基
、

盼基(如普鲁 卡

因胺
、

腆苯哒嗓
、

异烟阱)或琉基 (如琉甲丙脯酸
、

青霉胺和抗甲状腺药)
。

在自然环境
,

食物或其 他

天然产品中存在的芳香胺类和阱类化合物同样可导

致红斑狼疮样疾病
,

这些天然产品有酒石黄
、

除荞

剂
、

杀虫荆
、

首桔
、

蘑菇和烟草
。

长时间大剂量使用可疑药物通常会引起S L E
,

许多病例在用药 6 一12 个月后出现
,

不过症状出现

更快
。

临床表现有关节痛
、

关节炎
、

发热
、

皮疹
、

腺病
、

肌痛
、

心包炎
、

胸膜炎
、

积液
、

肝脾肿大及

肾和中枢神经系统症状
。

当患者出现综合征症状时
,

通常抗核抗体(A N A )滴度为阳性
。

与特发性S L E

不同
,

药物源性S L E 患者停药后症状可迅速消失
,

但需较长时间才能使A N A 逆转为阴性
,

阳性结 果

可能持续几个月到两年以上
。

尽管病人在药物治疗

期间出现A N A 阳性的可能性很大
,

却仅有少数患

者确实发展为S L E 综合征
。

例如使用普鲁卡 因 胺

会使60 写病人在用药 6 一12 个月内出现 A N A 阳

性
,

但仅30 % 的患者发展为 SL E 综合征
。

而 用 肪

苯哒嗓者切沁出现A N A 阳性
,

其中仅有 6 % 出 现

SL E 症状
。

对无症状的 A N A 阳性患者可 不 必 停

药
,

但症状一旦出现则需立即停药
。

对使用普鲁卡

因胺或阱苯哒嚓的病人测定其A N A 基础值是很重

要的
,

但不需经常定时测定
,

因为使用
一

可疑药物即

使出现 A N A 阳性也并不 一定要停药
。

〔 T h e A n n a ls o f P h a rm a e o th e ra p y 《药物治

疗学纪事》
,

1 9 9 1
,

3 5 ( 2 )
;

2 1 2
~

2 1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