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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角度
,

研究苦参素对 胃癌细胞侵袭和转移作

用的影响
。

肿瘤转移扩散起始于肿瘤细胞降解并穿

过基底膜向其邻近组织的侵袭浸润
。

肿瘤细胞侵袭

转移能力与其产生降解细胞外基质的蛋白酶能力密

切相关
。

阻抑癌细胞产生蛋 白水解酶
,

降低癌细胞

对基底膜的侵袭性是抑制肿瘤细胞转移 的重要措

施
。

肿瘤细胞分泌产生包括肝素酶
、

组织蛋白酶 #
、

弹性蛋 白酶及金属蛋 白酶等多种蛋白水解酶
,

参与

降解细胞外基质
。

在 中性 ∃ % 环境 中
,

金属蛋白酶

几乎能分解所有的大分子蛋白
,

是影响肿瘤细胞侵

袭转移的限速酶
。

在正常生理条件下
,

& 型胶原酶

在其合成
、

分泌及降解活性上受到严格控制和调节
。

在肿瘤细胞侵袭转移过程中& 型胶原酶活性增强
,

促进癌细胞侵袭和转移
。

高转移性的癌细胞比低转

移性的癌细胞有更强的降解& 型胶原能力
。

在转移

性癌细胞所侵袭的基底膜部位
,

& 型胶原缺失 ∋‘」
。

实验结果表明
,

苦参素能剂量依赖性的降低胃

癌细胞 () ∗ 一 ! + 产生 ( (, 一 �
、

((, 一 − 的蛋白分

泌量
,

同时对分泌 ((,。 的蛋白酶解活性有较好的

抑制作用
。

胃癌是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恶性肿瘤之

一
,

它的转移及复发是导致治疗失败及死亡的主要

原因
。

目前在临床上对于已经有转移的患者主要应

用以药物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
,

虽然 胃癌对药物治

疗较为敏感
,

但联合化疗方案疗效仅为 !� . 左右
,

且药物副作用较大
。

手术
、

放射和化学治疗等方法

对肿瘤治疗的效果 已进人平台期
,

开发针对转移过

程和微小转移灶的抗恶性肿瘤药
,

是提高肿瘤治愈

率
、

降低复发和死亡率
、

延长患者生命的重要途径
。

本研究为苦参素用于抗胃癌的转移治疗提供了进一

步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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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对 Γ� 个不 同产地褚实子的 乙醇

、

水提物进行体外抗氧化作用研究
,

并按中国药典部分质量标准

对不 同产地的褚 实子进行质量比较
。

方法 / 采用不 同产地的褚 实子醇
、

水提取物对大鼠肝组织匀桨脂质过氧

化作用的抑制
,

评价其体外杭氧化作用
,

并对不 同产地的褚实子的灰分及提取物含量进行比较
。

结果 / 不 同

产地褚 实子的抗氧化能力差别较大
,

其中安徽
、

山 西和广西产的褚实子抗氧化能力最强
,

灰分含量以山 东
、

浙

江和广 东三产地 的较好
。

结论
/ 不 同产地褚 实子的质量有很大差异

,

其提取物有较 明显的体外抗氧化活性
,

并建议中国药典再版时收载褚实子提取物含量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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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褚实子又名毅实
、

毅子
、

褚桃
、

褚实
、

谷实
、

谷桑
、

野杨梅等
,

为桑科植物构树 # 5< 揣<1 :9 63 ∃ 3 ∃,
Β

5
诉53 Ι>

?

ϑ [: 19
?

的干燥成熟果实
。

以补肾人药应

用有几千年的历史
,

《神农本草经》
、

《名医别录》俱

列为上品川
。

性甘
、

味寒
,

无毒
。

《抱朴子》
/ “

服之
,

老者成少
,

令人彻视见鬼神
,

道者染须年七十
,

眼之

更少壮
,

到百 四十岁
,

能行及走马
” 。

刘汉基《药性

通考》载
“

褚实子
,

能充肌肤
,

助腰膝
,

益气力
,

补虚

劳
,

悦 颜 色
,

壮筋 骨
,

明 目
。

补 阴 妙 品
,

益髓 神

膏
’,
〔’Γ

。

我国在中医临床上褚实子已用于治疗老年

痴呆症并有较好效果
,

其水溶性粗提取物能显著改

善衰老模型小 鼠的学习记忆能力〔’,’Ε
。

衰老问题一

直是人类关注的焦点
,

经过许多科学家的研究证实
,

老化与细胞氧化作用息息相关
,

抗氧化在某种意义

上等同于抗衰老 ∋’Γ
。

笔者研究 了不同产地 的褚实

子水浸出物对大鼠肝组织匀浆脂质过氧化作用的抑

制程度
。

褚实子原植物在 中国分布较广
,

药材主产于河

南
、

湖北
、

湖南
、

山西
、

甘肃等省地
,

为考查不同产地

褚实子药材的质量
,

采集了 Γ� 个不同地区的样本进

行抗氧化作用比较并对其部分药典质量指标进行考

查
,

为确立优质药材产地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

Γ 材料和方法

Γ
?

Γ 样品来源 样品为 �� �! 年 Η 一 ΓΓ 月采于不同

产地的构树成熟果实
,

均经鉴定
。

Γ
?

� 方法

Γ
?

�
?

Γ 不同产地 的褚实子的灰分的测定 Ι中国药

典 � � �+ 年版附录 6Ο ) 〔 Σϑ 褚实子干燥至恒重 的供

试品 ∀ −
,

放人 炽灼 至恒 重 的柑祸
,

称重 Ι准 确 至

�
?

� Γ− ϑ
,

缓缓炽热至完全炭化后
,

逐渐升温至 +��
Β

 � � ℃
,

至完全灰化
,

冷却称重
。

据残渣重量计算供

试品中总灰分的含量
。

将上述总灰分加 Γ<;> 稀盐酸混匀
,

用表面皿盖住

柑祸
,

于水浴加热 5< 而 1 ,

用热水冲洗表面皿
,

洗液并人

柑塌
,

用无灰滤纸滤过
,

残渣用水洗于滤纸上
,

至洗液

不显 Φ2
一

反应为止
。

滤纸和滤渣于柑涡中干燥
,

灼烧至

恒重
。

称量并计算酸不溶性灰分的含量
。

Γ
?

�
?

� 不同产地褚实子浸 出物的制备 褚实子内

含较多油性物质
,

且 目前在临床上主要供中医配方

用
,

故用热水
、

热乙醇浸法
。

按 � ��+ 年版 中国药典

附录 Ο 0 浸出物测定法项下的热浸法测定操作〔 〕
。

Γ
?

�
?

∀ 丙二醛法测定褚实子提取物对小鼠肝匀浆

( 2ϑ0 的影响 � 肝匀浆制备 �
取健康小白鼠  ! 只

,

雌雄

各半
,

颈椎脱臼处死
,

立即取肝脏
,

置于 ∀℃冷生理盐水

中洗尽残血
,

滤纸拭干
,

称重
,

用 ∀℃生理盐水制成  !#

肝组织匀浆
。

∃雾肝匀浆丙二醛 ∃ %& ∋ (的测定 �
取  !#

新鲜肝匀浆  
)

∗+,
,

分别加人褚实子提取物 !
)

−+,
,

.印+ 留
碑

, 维生素 / !
)

−+,
、

无水乙醇 !
)

−01,
、

生理盐水

!
)

−01,
,

23 ℃温浴振荡  
)

∗4
,

按丙二醛测定试剂盒说明

书操作
。

.251 + 处比色测定各管吸光度值
,

计算丙二

醛∃ %&∋ (值及抑制率
。

采用考马斯亮兰法测定肝匀浆

中的蛋白含量
。

抑制率 ∃ # ( 6 ∃ 自氧化组 %&∋ 值
一

褚实子提取

物组 %& ∋ 值 ( 7 自氧化组 % & ∋ 值
8  !! #

5 结果

5
)

 不同产地的褚 实子的灰分及浸 出物的含量

结果显示
,

 ! 个不同产地的褚实子 以山东烟台的褚

实子的总灰分含量最小
,

为 ∀
)

∀∀ #
,

酸不溶性灰分

以广东广州的最小为 !
)

 3 #
,

水浸出物以新疆乌鲁

木齐和安徽芜湖的两个产地 的含量较高
,

分别为

9
)

∀ # 和 9
)

 ∀ #
,

醇浸 出物 以安徽芜湖的最高
,

达

  
)

3 #
。

详情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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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产地褚实子的浸出物及灰分的含量 Ι
1 二 ∀

, Ο 士 7
ϑ

产地 酸不溶灰分Ι. ϑ

新疆乌鲁木齐
山西长治

河南遂平
广东广州

广西桂林

贵州贵阳

湖北武汉

安徽芜湖

山东烟台

浙江东阳

总灰分Ι. ϑ

Η
?

� Κ 士 �
?

Γ Γ∀

Η
?

� Γ 士 �
?

� � +

Η
?

! +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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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

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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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Γ

Η
?

! − 士 �
?

Γ Γ−

Η
?

+ Γ 土 �
?

Γ∀ �

Η
?

− Κ 土 �
?

� − Κ

Η
?

Η Γ 士 �
?

Γ� Γ

!
?

!! 土 �
?

� Κ −

+
?

�  士 �
?

Γ� Η

�
?

  士 �
?

�Ιϑ Κ 2

�
?

+ � 士 �
?

� � + Γ

�
?

−  士 ≅
,

� Γ��

�
?

ΓΗ 土 �
?

� �∀ Γ

�
,

+ � 士 �
?

� Γ Κ

�
?

Κ� 士 �
?

� � ∀ 

�
?

 −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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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同产地褚实子提取物对 小鼠肝组织 中丙二

醛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
,

各产地褚实子醇
、

水提取

物均可抑制小鼠正常肝组织 自氧化 (Λ0 的产生
,

且山西
、

广西及安徽 三个产地的褚实子醇提物 的抑

制肝组织脂质过氧化反应的作用优于维生素 Μ Ι+��

; 群> ϑ
二

详情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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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氧化组 比较
> ’9 尸 ?  

(

 /

: 讨论

:
(

∃ 褚实子原植物构树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均有分

布
,

历年药典均以灼烧后的灰分为其药材质量评价

指标
,

以灰分含量越少质量越优
。

从实验结果发现
,

∃ 个产地的药材总灰分的含量均低于药典规定 的

标准 <
(

 ≅
,

酸不溶性灰分低于 ∃
(

∀ ≅ 〔# ∋
,

山东烟台
、

浙江东阳和广东广州三个产地的褚实子的灰分含量

远低于药典规定的标准
,

从这一点说为上品
。

近年

来研究发现褚实子水提取物有改善衰老模型实验动

物的记忆能力
,

水提物及醇提物有抗疲劳作用和比

较显著的耐缺氧作用
,

对正常小鼠疲劳
、

缺氧等刺激

因子具有增强应激保护效用〔! ∃
,

而本实验研究也发

现褚实子的水
、

醇提取物有较明显 的抗小鼠肝匀浆

脂质过氧化的作用
,

因此建议中国药典再版时收载

水
、

醇浸出物含量
。

:
(

∀ 衰老的自由基学说认为
,

衰老是由自由基引起

组织损伤的结果 Α’了
。

临床发现
,

体内脂质过氧化产

物增多
,

抗氧化酶活性降低是 衰老的重 要生理 变

化 ∃< 〕
。

脑衰老过程中
,

神经元脂质过氧化物 Β 2ΧΔ 9

降解
,

形成丙二醛 Β 3 4 5 9
、

烷烃等终末产物发生生

物大分于交联作用
,

造成细胞内衰老色素和脂褐素

堆积
,

形成常见
“

寿斑
” 。

其中 3 4 5 的含量可直接

反应机体氧化损伤的程度
。

本实验证实
,

无论褚实

子水或醇提物都有抑制小鼠肝组织中 34 5 生成的

作用
,

这正验证了褚实子中医临床上 的抗衰老的作

用
,

也为将褚实子开发成抗衰老或保健药提供一定

的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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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合光谱法检测限预测 系统

陈 岚
, ,

朱臻宇
, ,

吴玉 田
� ,

柴逸峰
� ,

曹颖瑛
� ,

孙连娜
�
ΙΓ

?

南京军区杭州疗养院海勤疗养区
,

浙江 杭州 ∀Γ ��� � ∴ �
?

第

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

上海 ���! ∀∀ ϑ

摘要 目的
/
建立褶合光谱法检测限预测系统

。

方法
/ 分别采用两种方法对检测限进行预测

。

结果
/
在两个

混合体 系中
,

预测方法与实际测得结果相符
。

结论
/
检测限预测 系统操作快速

、

简便
,

有利于方法的比较与选

择
。

关键词 限量检查 ∴检测 限 ∴褶合光谱法 ∴预测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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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物分析中
,

常需对与主成分紫外吸收光谱

相似的杂质作限量检查
。

因杂质含量低
,

其往往被

吸收相似的主成分所掩盖
,

一般采用色谱技术加以

分离后再进行测定 〔’浏
,

较为繁琐
。

褶合光谱法 的

模式识别系统
,

可揭示杂质吸收对整个紫外可见光

区的光吸收特性细微变化
,

以检出杂质的存在
,

在实

际应用中具有灵敏度高
,

无需分离的优点∋’,’2
。

本

文通过建立褶合光谱法杂质检测 限智能预测系统
,

给予用户一个方法效能指标的估计参数
,

简化了化

学操作
,

为方法的选择提供依据
。

Γ 原理

根据紫外可见光谱的两个基本属性
—

线性和

加和性
,

混合物光谱可采用混合物中各单组分的实

际光谱
,

按浓度比例进行纯数学加和后
,

再加人模拟

的仪器噪声分布来构造
,

其公式
/

3 二 Φ
2

∃ κ Φ
ε丫 κ ⋯ κ : ΙΓ ϑ

式中 3 为混合物光谱向量
,

∃
、

, 为各单组分的

光谱向量
,

Φ
飞 、

Φ
/

为相应单组分的浓度
, : 为混合物

光谱中的误差向量
。

本文提出以下二种方法对误差

分布进行模拟 ∋ +
,
 〕/

Γ
?

Γ 偶然误差分布法 仪器噪声分布的大小和方

向有较强的随机性
,

可采用符合一定标准偏差正态

分布的模拟信号替代
,

通过对一个样品进行实测得

出的检测限
,

从一系列标准偏差中
,

找出最符合采样

仪器误差分布实际情况的一个
,

构造检测限预测系

统
。

Γ
?

� 基线采样法 因仪器噪声随采样过程
,

可能会

出现定向漂移等非偶然性变化
。

为在检测限预测过

程中
,

更好地估计这些因素对结果的影响
,

我们可采

用基线采样法估计误差分布
。

其过程是
/ 以空白替

代样品
,

采集其基线吸收数据组群
,

以获得仪器在实

际采样时
,

可能出现的误差分布
,

并以其作为误差向

量
,

构造检测限预测系统
。

� 仪器与试药

⎯ [ η [6 7 一 & 褶合光谱仪Ι第二军医大学研制 ϑ ∴

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Ι梅特勒
,

美国ϑ ∴Ι 液体涡旋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