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2  阿托伐他汀对缺氧状态下 ∂ ∞≤ 释放 ⁄ ∞×2 2 及 2 2° ƒ Α的影响 ν , ξ ? σ

Ταβ 2  ∞ √ √ ⁄ ∞×2 2 2 2° ƒ Α ∂ ∞≤ ¬

ν , ξ ? σ

组  别 ⁄ ∞×2 2 2 2° ƒ Α

正常对照组 ? 3 3 ? 3 3 ? 3 3 ? 3 ? 3 3

药物组 ? 3 3 ? 3 3 ? 3 3 ? 3 ? 3 3

缺氧模型组 ? ? ? ? ?

缺氧 药物组 ? 3 3 ? 3 3 ? 3 3 ∃∃ ? ? 3 3

注 与缺氧模型组比较 3 Π 3 3 Π Π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Π ∃∃ Π Π

¬ ∏ 3 Π 3 3 Π Π ∃ Π ∃∃ Π Π

血栓形成 ≈ ∀而缺氧能够加速内皮细胞损伤 从而加重内皮

功能的失调 ≈ 因此对缺氧内皮细胞的保护将阻止内皮功能

的进一步恶化 ∀

近年来 应用阿托伐他汀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所获得的与

降低 ⁄ 2≤不成比例的冠心病临床事件发生率与死亡率的

显著下降 引起了医生对其调脂以外的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的重视 ∀研究证实阿托伐他汀除调节血脂 !消除炎症 !消退

和稳定斑块外 还与改善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关系密切 ∀为探

讨阿托伐他汀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的机制 本实验观察阿托伐

他汀对缺氧导致 ∂ ∞≤ 损伤及分泌血管活性物质的影响

通过和细胞增殖水平 ! ⁄ 检测和透射电镜观察发现 阿托

伐他汀能够显著促进在缺氧状态下细胞的增殖活性 降低细

胞内 ⁄ 的释放 稳定细胞的微观结构 提示阿托伐他汀对

缺氧致内皮细胞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而 ∂ ∞≤ 形态

结构的完整性是维持正常功能的基础 进一步对 ∞×2

2 及 2 2° ƒ Α等血管活性物质的检测发现 阿托伐

他汀可以显著提高缺氧 ∂ ∞≤ 分泌 ° 等舒血管因

子 降低 ∞×2 等缩血管因子的分泌 提示阿托伐他汀能够促

进缺氧内皮细胞的增殖 保护其结构完整 调节内皮源性舒 !

缩血管活性物质的分泌 这对于发挥内皮细胞维持血管稳

态 !防止血管痉挛及血栓形成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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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 ΟΡ ∆ Σ: Ραβδοσια γιββοσα; ∏ ∏

  唇形科香茶菜属 ≈ Ραβδοσια 植物世界各地

约 种 我国是该属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有 种

变种 其中以西南各省最多 ≈ ∀该属植物有多种在我国民间

作为清热解毒 !抗菌 !消炎和抗癌药使用 ≈ ∀如河南的冬凌

草 Ραβδοσια ρυβεσχενσ 民间用以治疗胃癌 ≈ ∀安徽省淮北

地区的王枣子 Ραβδοσια αµ ετηψστοιδεσ 用于治疗肺脓疡 ≈ ∀

在寻找抗癌 !抗菌二萜类活性成分的过程中 我们已经

对 种香茶菜属植物进行了系统的植物化学研究 从中共

分离鉴定了 个二萜类成分 新化合物 个 ∀生物活性研

究结果表明 个化合物显示出较强的抗菌活性 大萼香茶

菜丙素等化学成分的抗菌活性强于 且构效关系也

有新的发现 ≈ 2 ∀我们对产于四川省凉山的囊花香茶菜

Ραβδοσια γιββοσα 的二萜成分进行了研究 从其乙醇提取物

中分得 种二萜类化合物 据其紫外 !核磁共振谱及质谱等

光谱分析 分别鉴定为 1 ∏ 2 及

∏ 3 ∀均系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

1  仪器与试药

熔点用 • 显微熔点测定仪测定 温度未校

正 旋光度用 ∞ 型旋光仪测定 紫外光谱用岛津 ∂ 2

型紫外分析仪测定 核磁共振谱用 ∂ ÷ 2 型仪测定 × ≥

为内标 质谱用 ∞ ≥2 型质谱仪测定 柱色谱及薄

层色谱用硅胶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 ∀

囊花香茶菜的叶子采自四川省凉山 原植物经安徽中医

学院药学院王德群老师鉴定为囊花香茶菜 Ραβδοσια γιββο2

σα ∀

2  提取分离

囊花香茶菜干叶粗粉 体积分数为 乙醇回流提

取 次 每次 合并提取液 减压回收乙醇至小体积 约

加无水乙醇至含醇量 ∀以生药量 的活性

炭脱色 过滤 回收溶剂至干 ∀浸膏用乙酸乙酯热溶 乙酸乙

酯溶液用 碳酸钠振摇 水洗 无水硫酸钠干燥 回收溶剂

得浸膏 ∀将浸膏溶于丙酮 加 硅胶拌匀 挥去丙

酮 研成细粉 ∀经 硅胶柱色谱 依次用氯仿 2丙酮 Β

Β Β 梯度洗脱 分瓶收集 ∀硅胶 薄层色谱检查 合并

相同流份 ∀从氯仿 2丙酮 Β 洗脱部分分离得到化合物 1

2 和 3

∀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  无色针状结晶 2 ε

≈Α ⁄ β ∞ ∀ ∞ 2 ≥ µ / ζ

∀ ∂ ∞ Κ ¬ Ε

∀ 2 ≤ ⁄ ∆ ϑ

≤ 2

ϑ 2 2

Β ϑ 2

ϑ 2 Α ϑ

2 Β ϑ 2 Α

≤ 2 ∀ ≤ 2 ∆≤见表 ∀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 的数据一致 ≈ 故化合

物 1鉴定为 ∀

化合物 2  无色针状结晶 2 ε

≈Α ⁄ β ≤ ∀ ∞ 2 ≥ µ / ζ

∀ 2 ≤ ⁄ ∆

ϑ 2 Β ϑ

2 Α ϑ 2 Α

2 2

2 Β ϑ

2 ϑ 2 Α

2 Β ϑ 2

Α ≤ 2 ∀ ≤ 2 ∆≤见表 ∀上述光谱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化合物 2为 ∏
≈ ∀

化合物 3  无色针状结晶 2 ε

≈Α ⁄ β ≤ ∀ ∞ 2 ≥ µ / ζ

∀ ∂ ∞ Κ ¬ Ε

∀ 2 ≤ ⁄ ∆ ϑ

2 Α 2

ϑ 2 ϑ 2

ϑ 2

2 Β ϑ 2

ϑ 2 Α

≤ ϑ 2 Α

ϑ 2 Β ϑ 2

Β ≤ 2 ∀ ≤ 2 ∆≤见表 ∀以上数据

与文献 ≈ 报道 ∏ 一致 故化合物 3鉴定为 ∏ 2

∀

表 1  囊花香茶菜化合物 1 ∗ 3的 ≤ 2 数据

Ταβ 1  ≤ 2 ⁄ 123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 2 ≤ ≤

≤ 2 ≤ ≤

∏ 2δ

注 测定溶剂为 ≤ ⁄ 兆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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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滴左氧氟沙星与甘利欣接连过敏 1例

奚彩萍 叶波 章小燕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常州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患者 女 岁 ∀因 /停经 月 阴道出血 月 0就诊我

院 ∀诉 平素月经周期规则 为 量中 无痛经 ∀ °

∀患者停经后无明显恶心 !呕吐 !不适 ∀ 月

日始阴道出血 初量稍多 周后出血明显减少 无血块及

内膜组织排出 无腹痛及肛门坠胀 ∀检查 尿妊 超示

宫内未见明显胚囊 紧贴左卵巢见 ≅ ≅

混合性包块 子宫左侧见 ≅ ≅ 囊性包块

内见分隔和凹积液 ≅ ∀拟 /宫外孕 !左侧附件囊

肿 0入院 ∀ °∞ × ε ° 次 次 °

神清 精神可 心肺 腹软 全腹无明显压痛及

反跳痛 肝脾肋下未及 移动性浊音 ∀妇检 外阴已婚

式 阴道畅 见少量鲜血 宫颈 光 !滑 !无举痛 子宫中位常

大 质中 无压痛 活动度可 左附件明显增粗 无压痛 右附

件未及异常 ∀实验室检查 血 ≤ 血常规 红细胞

压积 淋巴细胞绝对值 ≅ 嗜酸 或碱

性粒细胞绝对值均为 ≅ 血小板平均容积

余正常 肝肾功能正常范围 二便 ∀

予米非司酮 息隐 !甲氨蝶呤 ×÷ 杀胚保守治疗 左

氧氟沙星 左克 江苏 3 3 药业有限公司 批号

抗盆腔感染 ∀

当左克输至第 天 月 日 完毕 即出现颜面与颈

部散在红色针尖样丘疹 伴瘙痒 ∀停左克 予葡萄糖酸钙注

射液 √马来酸氯苯那敏 扑尔敏 片 口服

很快好转 ∀ 月 日改服西替利嗪 赛特赞片 每日 粒

连服 预防过敏 ∀

患者肌注 ×÷后 于 月 日查血 × 谷丙转氨酶

≥× 谷草转氨酶 出现肝损 血常规基本不

变 肾功能正常 ∀第 天静脉滴注甘利欣 江苏 3 3 药业 批

号 ⁄ 支 保肝治疗 ∀输完约 出现颜面与颈

部皮肤发红 散在红疹逐渐融合成片 伴瘙痒 ∀静推硫代硫

酸钠 好转 ∀次日 查房 × ε 颜面及颈部见

大片红色丘疹 无抓疤 余正常 ∀认为面颈部皮疹系患者服

甲鱼引起 静脉推注硫代硫酸钠 对症治疗后 继续输

注甘利欣 完毕 片状红疹由面颈部很快发展至躯干及四肢

伴瘙痒与皮肤发热肿胀 ∀停甘利欣 立即静推地塞米松

葡萄糖酸钙 等抗过敏 ∀ 后 瘙痒好转 但随

之又反复发作 第二天出现眼睑水肿 用药后好转 ∀但数天

内皮疹不见明显好转 ∀于 月 日面部及四肢仍有散在

红疹 腹软 无压痛 无阴道出血 肝功能好转 血 ≤ 已两

次小于 予出院 ∀

分析 ≠第一次皮疹系左克所致 静滴左克 后出现皮

疹 停用后经抗过敏很快痊愈 ∀而期间息隐未停用 故可否

定皮疹由息隐引起 ×÷再次应用皮疹未复发 因此同样否

定皮疹由 ×÷所致 ∀ 第二次皮疹系甘利欣所致 赛特赞

为抗组胺药 连续服用 月 日至 日 但皮疹发

作与其口服用药无明显时间关系 ∀虽食用甲鱼等食物 但无

食物过敏史 ∀而静滴甘利欣后 有较明确的时间关系 且第

天用药后比第 天的皮疹更严重 停用后皮疹虽较顽固 但

经抗过敏则逐渐好转 ∀ ≈ 患者系过敏体质 有青霉素 !头孢

菌素类过敏史 ∀左克与甘利欣首日静滴过敏程度均较轻 后

者继续用药则皮疹分布范围扩大 !症状加重 ∀从而提示致敏

药物不及时停用可致皮疹顽固而难愈 ∀另外当皮疹较重或

时间较久时 应在停用怀疑药物的基础上 持续用足量激素

等药物治疗至痊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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