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3  羟苯磺酸钙一水合物粉末 ÷ 2射线衍射图

Φιγ 3  ° ÷ 2 ∏

图 4  羟苯磺酸钙二水合物粉末 ÷ 2射线衍射图

Φιγ 4  ° ÷ 2 ∏

4 3  差热分析 ⁄≥≤

测试条件 温度范围 ∗ ε 升温速度 ε 吹

扫气为氩气 ∀由图 的 ⁄≥≤曲线可知 本品一水合物在

∗ ε 范围内 峰值 ε 有一吸热峰 文献 ≈ ∗

ε 本品二水合物在该范围内有两个吸热峰 表明 个

结晶水性质有一定差异 ∀本品一水合物在 ε 处 峰值

ε 出现第二个相变吸热峰 但并不伴随质量变化 与文

献 ≈ 报道 ε 一致 ∀本品二水合物的相变吸热峰在

ε 处 峰值 ε ∀

4 4  粉末 ÷ 2射线衍射

羟苯磺酸钙一水合物样品粉末 ÷ 2射线衍射图 图 的

八强峰对应的入射角及晶面间距特征与二水合物 图 完

全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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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心莲内酯衍生物 ∆ΑΠ2Να的药效学研究

韩光 谢松强 张忠泉 许启泰 杨松松 河南大学药学院 河南  开封 辽宁中医学院 辽宁  沈阳

摘要 目的  考察穿心莲内酯衍生物 ⁄ °2 的解热 !抗炎 !抗菌作用 ∀方法  采用干酵母致大鼠发热及内毒素致家兔发热两

种模型观察 ⁄ °2 的解热作用 蛋清致大鼠足肿胀及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两种炎症模型观察 ⁄ °2 的抗炎作用 试管培

养法观察 ⁄ °2 的抗菌作用 ∀结果  ⁄ °2 量效关系明显 对干酵母所致的大鼠发热及内毒素所致的家兔

发热均有良好的解热作用 对蛋清所致的大鼠足肿胀及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肿胀均有良好抗炎作用 试管

培养法观察显示 ⁄ °2 对大肠杆菌 !痢疾杆菌 !金葡菌及肺炎球菌均无作用 ∀结论  ⁄ °2 有较好的解热及抗炎作用 但

体外无抗菌作用 ∀

关键词 ⁄ °2 药效学 解热作用 抗炎作用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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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2 ∏ ÷ ± 2 ≠ ≥ 2 ( . Πηαρµ αχευτιχαλΧολλεγε ο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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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2 √ √ 2⁄ °2

ΜΕΤΗΟ∆  × ⁄ °2 √ ∏ ∏

∏ ∏ ¬ × 2 √ ∏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2

∏ ∏ ∏ ∏ ¬

⁄ °2 2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2 √ ∏ 2 ∏

ΚΕΨ Ω ΟΡ ∆ Σ: ⁄ °2 2

  穿心莲内酯 系自爵床科植物穿心莲

∏ ∏ 中提取得到的二萜

内酯类化合物 是中药穿心莲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 具有解

热 !抗炎 !抗菌 !抗病毒等功效 ∀近年来穿心莲内酯及其衍生

物的细胞毒活性 !抗 ∂活性 !抗生育活性等研究也日益受

到重视 ∀临床上多用于上呼吸道感染 !急性菌痢 !胃肠炎 !感

冒发热及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治疗 ≈ ∀

以天然产物中的有效成分为先导化合物 进行结构修饰

和改造 是发现新药的重要途径之一 ∀穿心莲内酯衍生物

⁄ °2 系穿心莲内酯的磷酰化物钠盐 为一新化合物 ∀基

于穿心莲内酯及其衍生物 如穿琥宁 !莲必治 临床上主要用

于治疗上呼吸道感染 !病毒性肺炎 !腮腺炎 !菌痢等 所以我

们首先对 ⁄ °2 的解热 !抗炎 !抗菌作用进行了研究 其细

胞毒活性等作用研究正在进行中 ∀

1  材料

1 1  药物

⁄ °2 注射液 河南大学药物研究所提供 批号

穿琥宁粉针 中美合资黑龙江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

∀

1 2  菌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乙型链球菌 大肠杆

菌 痢疾杆菌 均由开封市医科所提供 ∀

1 3  动物

昆明种小鼠 体重 ∗ ⎯ 合格证号 ≥⁄大

鼠 体重 ∗ α ⎯ 各半 合格证号 家兔 α ⎯

各半 ∗ 合格证号 均由河南省医学实验动

物中心提供 ∀

1 4  试剂

安琪干酵母 湖北安琪干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批号

内毒素 ∞ 支 中国生物制品研究所 批号

2 二甲苯 河南省焦作市化工三厂 批号 肉

汤培养基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

1 5  仪器

型紫外分光光度仪 上海医疗器械二厂 2

° ƒ 精密电子天平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天

平仪器厂生产 迈克大夫电子体温计 台湾百略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制造 ∀

2  方法与结果

2 1  对干酵母致大鼠发热的影响 ≈

选用健康 ≥⁄大鼠 体重 ∗ α ⎯ 各半 ∀于实验

室环境适应 每天测体温 肛温 次 ∀实验当日每小时测

体温 次 连续 次 取其均值作为正常体温 选用体温变化

不超过 ε 的大鼠供实验用 ∀于鼠背部 干酵母生理

盐水溶液 后选用体温上升 ε 以上的大鼠随

机分为 组 每组 只 ∀第 组腹腔 生理盐水 第 组

穿琥宁注射液 第 组分别 ⁄ °2 注射液

各组注射容积均为 给药后

各测量体温一次 ∀ ⁄ °2 及

对干酵母所致的大鼠发热有良好的解热作用 Π

结果见表 ∀

2 2  对内毒素致家兔发热的影响 ≈

实验前 每日测家兔体温 次 挑选体温在 ∗

ε 且自身体温变化小于 ε 的家兔 只 ∗

α ⎯ 各半 随机分为 组 每组 只 α ⎯ 各半 ∀第 组于

家兔左耳缘 √生理盐水 第 组于家兔左耳缘 √穿琥宁

第 组分别于家兔左耳 √⁄ °2 注射液

各组注射容积均为 ∀于给药前测

量一次体温作 时基础体温 给药后立即于家兔右耳缘 √内

毒素 容量为 给药后

各测体温 次 ∀ ⁄ °2 对内毒素所致的家兔

发热有良好的解热作用 Π 但 作用不明

显 结果见表 ∀

2 3  对蛋清致大鼠足肿胀的影响 ≈

大鼠 只 ∗ α ⎯ 各半 随机分为 组 每组

只 ∀第 组 生理盐水 第 组 穿琥宁 第

组分别 ⁄ °2 各组注射容积均

为 ∀给药前用记号笔标记大鼠右踝关节浸水边

界 排水容积法测量 次致炎前大鼠右足排水容积 ∀给药后

立即于大鼠右后脚掌 新鲜蛋清 只 ∀测量给药后

时的大鼠足排水容积 ∀ ⁄ °2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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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蛋清所致的大鼠足肿胀有良好抗炎作用 Π 结

果见表 ∀

2 4  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肿胀的影响 ≈

取体重 ∗ 雄性小鼠 只 随机分为 组 每组

只 ∀第 组 生理盐水 第 组 穿琥宁 第

组分别 ⁄ °2 各组注射容积均为

∀连续用药 末次用药后 在每只小鼠右

耳涂二甲苯 左耳涂蒸馏水 后处死小鼠 剪下耳

片 用 打孔器在鼠两耳相同部位各取一耳片 ∀于精密

电子天平称重 以两耳片重量差作为肿胀度 ∀ ⁄ °2

对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肿胀有良好抗炎作用

Π 结果见表 ∀

2 5  抗菌作用 ≈

⁄ °2 体外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乙型链球菌 大肠杆

菌 痢疾杆菌均未见抑制作用 ∀

2 6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用 ξ ? σ表示 应用 ≥°≥≥ 统计包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 以 Π 表示有显著性差异 Π 表示

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表 1  ⁄ °2 对干酵母所致大鼠发热的影响 ν ξ ? σ

Ταβ 1  × ⁄ °2 ∏ ∏ ν ξ ? σ

组别
剂量

正常体温
给药后不同时间体温 ε

≥ ? ? ? ? ? ? ? ?
穿琥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与 ≥组相比 Π 与 ≥组相比较 Π

∂ ≥ Π Π

表 2  ⁄ °2 对内毒素所致家兔发热的影响 ν ξ ? σ

Ταβ 2  × ⁄ °2 ∏ ∏ ¬ ν ξ ? σ

组别
剂量

正常体温
给药后不同时间 体温变化 ≤

≥ ? ? ? ? ? ? ? ?
穿琥宁 ? ? ? ? ? ? ? ?
⁄ °2 ? ? ? ? ? ? ? ?
⁄ °2 ? ? ? ? ? ? ? ?
⁄ °2 ? ? ? ? ? ? ? ?

注 与 ≥组相比 Π 与 ≥组相比较 Π

∂ ≥ Π Π

表 3  ⁄ °2 对蛋清所致大鼠足肿胀的影响 ν ξ ? σ

Ταβ 3  × 2 ⁄ °2 ∏ ν ξ ? σ

组别
剂量 原始值 不同时间 的肿胀度

≥ ? ? ? ? ?
穿琥宁 ? ? ? ? ?
⁄ °2 ? ? ? ? ?
⁄ °2 ? ? ? ? ?
⁄ °2 ? ? ? ? ?

注 与 ≥组比较 Π Π

∂ ≥ Π Π

表 4  ⁄ °2 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肿胀的影响 ν ξ ?

σ

Ταβ 4  × 2 ⁄ °2 2

∏ ¬ ν ξ ? σ

组别 剂量 肿胀度 抑制率

≥ ?
穿琥宁 ? ?
⁄ °2 ? ?
⁄ °2 ? ?
⁄ °2 ? ?

注 与 ≥组相比 Π 与 ≥组相比较 Π

∂ ≥ Π Π

3  讨论

⁄ °2 对干酵母所致的大鼠发热及内毒

素所致的家兔发热均有良好的解热作用且作用迅速 给药后

就具有明显的解热作用 但 对内毒素所致的家

兔发热的解热作用效果较差 ∀

⁄ °2 及 对蛋清所致的大鼠足肿胀

及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肿胀均有明显抗炎作用 ∀其抗炎机

制可能为抑制急性炎症早期的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而减少

渗出及抑制中性粒细胞 ≈ ∀中性粒细胞在炎症特别是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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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早期有重要作用 ∀中性粒细胞在吞噬过程中产生大量

的 # 及由此转化而成的 # 等活性氧 活性氧在

机体抗御感染 !炎症反应和介导组织损伤等过程中起到重要

作用 ∀活性氧的积累和趋化肽 ° 所致的快速 ≤ 内流

是中性粒细胞表面 2 ≤⁄ ≤⁄ 高表达的两个重要

信号途径 ≈ ∀

⁄ °2 体外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乙型链球菌 大肠杆

菌 痢疾杆菌未见抑制作用 ∀这与报道的穿心莲内酯在体外

无抗菌作用相一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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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素纯化技术研究及质量检测

基金项目 本项目为浙江省卫生厅课题 编号为

周淡宜 徐水祥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研究血红素的纯化方法 并对纯化后的产品进行质量检测 ∀方法  采用正交试验法 以溶剂氨溶液浓度 !提取时

间和固液比 个因素 每个因素选取 个水平进行正交试验 并采用 ° ≤对纯化试验所得血红素纯品的含量进行分析 ∀最

终采用常规测定 ƒ 含量法对放大试验所得纯品进行含量确认 ∀结果  因素 提取时间 和因素 ≤ 固液比 对血红素含量有

一定影响 ∀结论  最佳工艺 ≤ 即用固液比为 Β 的 氨溶液提取 血红素纯度大于 ∀

关键词 血红素 纯化 正交试验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Τηε στυδψ ον ηεµ ε πυριφιχατιον τεχηνιθυε ανδ ιτσ θυαλιτψ αναλψσισ

⁄ 2 ÷ ≥ ∏2¬ (Ζηεϕιανγ Αχαδεµ ψ οφΜεδιχαλΣχιενχε, Ηανγζηου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ΜΕΤΗΟ∆  × √ 2

¬ ∏ ¬ √

¬ × ° ≤ ƒ 2

Ρ ΕΣΥΛΤΣ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2

∏ √ ¬ √

∏ Β ¬ × ∏

ΚΕΨ Ω ΟΡ ∆ Σ: ∏

  血红素是一种含铁的化合物 ∀由四个吡咯环通过四甲

叉桥构成的多杂环化合物称为卟吩 卟吩的衍生物称为卟

啉 所以血红素又称为原卟啉铁 ƒ ∀化

学名 2四甲基 2 2二乙烯基卟吩 2 2二丙酸氯化

铁 分子式 ≤ ƒ ≤ 相对分子质量 ∀

  血红素除了作为生物铁治疗缺铁性贫血外 还是治疗恶

性肿瘤的卟啉类药物和治疗急性 !慢性迁延性 !慢性活动性

肝炎的原卟啉二钠盐的前体 因而研究制备高纯度血红素就

显得十分重要 ∀传统纯化工艺都离不开有机溶剂 成本高

环境污染严重 ∀本实验采用正交试验法 稀碱 !稀酸处理 优

选获得了最佳工艺 并采用 ° ≤对正交试验结果进行质量

检测 最后对扩大试验的产品再经原子吸收光谱对其铁含量

进行常规分析 进一步确证试验结果 ∀

1  材料与仪器

血红素粗品 含量 由本实验室制备 血红素标准

品 ≥ 公司 甲醇为色谱纯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

≤ 2 高效液相色谱仪 岛津公司 ∀

2  方法与结果

血红素粗品的制备技术已经比较普遍 但纯化技术一直

较难解决 血红素纯化一般采用有机溶剂重复提取或用硅胶

柱纯化 ≈ ∗ 这样导致生产成本高 环境污染严重 ∀利用血

红素粗品的主要成分为血红素和珠蛋白 血红素易溶于弱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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