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高效液相分析 含量为 折纯一次收率为 ∀

2 5 2  茄尼醇粗品 的硅胶柱色谱分离

称取粗品 石油醚 加热溶解 缓慢滴入色

谱柱中 ≅ 硅胶 用石油醚 !乙酸乙酯适当

比例混合溶剂洗脱 每 为一流份 分段收集洗脱液 薄

层色谱对各洗脱流份进行跟踪检测 薄层色谱条件同 /

0 归并富含茄尼醇流份 减压回收溶剂 得橙黄色浆状茄

尼醇 经高效液相分析 含量为 ∀将上述所得

样品用丙酮溶解 ε 冷冻结晶 未得到结晶 ∀

2 5 3  茄尼醇粗品 的硅胶柱层析分离

分离方法同 / 0 得橙黄色浆状茄尼醇 经高

效液相分析 含量为 ∀一次结晶得浅黄色结晶

经高效液相分析 含量为 折纯总收率为 ∀

3  讨论

3 1  溶媒及超声提取法提取茄尼醇 所得粗提物的质量分

数较低 色泽为深棕色 较黏稠 后续柱色谱分离得到的样品

纯度低 分别为 !得率低 分别为

而超临界提取法所得的粗提物质量分数较高 色泽淡

黄 黏稠性较低 后续分离得到的样品纯度高 !收率

高 ∀若将结晶母液回收套用 分离纯化的收率将更高

一些 ∀

3 2  硅胶柱色谱过程中 洗脱溶剂的极性以及洗脱液的流

速对茄尼醇的分离都有重要的影响 本实验考察了不同的洗

脱溶剂 石油醚 !乙酸乙酯 !丙酮和氯仿 和配比 ≈ 2 最终确

定了石油醚 !乙酸乙酯适当比例的混合溶剂为洗脱液 经一

次洗脱即可得到质量分数约为 的茄尼醇样品 避免了多

个梯度洗脱中实验过程繁琐 溶剂回收利用困难等缺点 ∀但

是硅胶重复利用困难 这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硅胶柱色谱分

离工艺的工业化应用 因此本实验还将更深入地探讨硅胶的

回收利用性 ∀

3 3  将柱色谱得到的茄尼醇样品溶解于一定量的丙酮中

冷冻结晶 得到质量分数为 的茄尼醇精品 折纯总收

率为 ∀结晶溶剂的选择对得到高纯度的茄尼醇及茄尼

醇的得率有着至关的重要性 ∀本实验选用正己烷 !石油醚 !

乙醚 !氯仿 !丙酮 !乙酸乙酯 !乙醇 !甲醇及不同溶剂间的配比

为结晶溶剂 最终确定了丙酮为最佳结晶溶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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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藜芦醇对豚鼠心室肌细胞钠电流的影响

杜景霞 张晓华 胡燕 王建刚 李艳 金满文 河南科技大学医学院药理教研室 河南 洛阳 华中科技大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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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白藜芦醇 √ ∞≥ 对豚鼠心室肌细胞钠电流 的影响 探讨其心肌保护机制 ∀方法  用全细胞

膜片钳技术记录 ∞≥对单个心室肌细胞 的作用 ∀结果  ∞≥ Λ # 浓度依赖性的抑制豚鼠心室肌细胞

其中 Λ # 对 的抑制率为 ? Π Λ # 抑制率 ? Π 抑制

作用迅速 用药后 左右即开始起效 洗脱后均可以完全恢复 Λ # 使半数最大失活电压 ∂ 由 ?

∂变化到 ? ∂ Π ∞≥未改变 ≥和半数最大激活电压 ∂ ∀结论  ∞≥浓度依赖性的抑制

作用出现快 并且可逆 ∀

关键词 白藜芦醇 心室肌细胞 钠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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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非黄酮类多酚化合物 化学名为 χ2三

羟基 2反 2二苯代乙烯 χ2 ¬ ∀天然的

∞≥存在于葡萄皮 !花生及中药虎杖等植物中 是一种植物

抗毒素 在恶劣环境或是在植物受到霉菌感染时产生 ≈ ∀

年 ≥ 和 ≤ 报道在红葡萄酒中发现了 ∞≥的

存在 ≈ ∀目前学者普遍认为 ∞≥是红葡萄酒中发挥心血管

保护作用的主要功能因子 ∀ ∞≥能够比红葡萄酒中的其他

多酚类物质具有更强的心血管保护作用 ≈ ∀对其保护机制

研究较多 包括抗氧化 ≈ 2 !抑制血小板聚集 ≈ !增加 ≥

和 ≥的表达并提高其活性 ≈ !舒张血管 ≈ !抗血管平滑

肌细胞增殖 ≈ !抑制血管紧张素 引起的心肌细胞肥大 ≈ !

抗心律失常 ≈ 等作用 ∀也有报道 ≈
∞≥对豚鼠心室肌细胞

钙电流的快速抑制作用 但对心室肌细胞 的作用未见报

道 ∀本研究 ∞≥对豚鼠心室肌细胞 是否有直接的作用

进一步探讨其心肌保护作用机制 ∀研究单个心肌细胞 优点

在于确保了药物的直接作用 作用浓度准确可靠 ∀

1  材料与方法

1 1  溶液和试剂

× 液成分 # ≤ ≤ ≤ ≤

≤ ° ∏ ∞°∞≥ 用

调节 至 ∀无钙台氏液为 × 液中去掉 ≤ ≤ ∀记

录 的电极外液 # ≤ 2≤ ≤ ≤

≤ ∞°∞≥ ≤ ≤ ∏ 用 ≤ 调节

至 加入 Λ # ≤ ≤ 阻断 ≤ 电流 ∀记录

的电极内液 # ≤ ≤ ≤ ≤ ƒ ≤

≤ 2∞ × ∞°∞≥ 2 ×° ×° 用 ≤ 调节

至 ∀保存细胞用的 液成分 # ≤

° ∏ ∞°∞≥ × ∏ ≥

° ∏ ∏ ∞ × 用 调节 至 ∀

∞≥从湖南洪江华光生物有限责任公司购进 纯度

∀用二甲基亚砜 ⁄ ≥ 溶解 配置成储备液浓度为

# ε 避光保存 ∀临用前稀释至少 倍 ∀

胶原酶 型和蛋白酶 ∞购自 • 公司 ∀ ∞°∞≥

≥ ∞ × 2≤ × ∏ 2 ×° ×°均为 ≥ 公

司产品 ∀其余药品为国产分析纯 ∀

1 2  豚鼠心室肌细胞分离

采用酶解法制备单个心室肌细胞 ∀体质量 ∗

的豚鼠 雌雄不拘 经 氨基甲酸乙酯 # 腹

腔麻醉后行气管插管 开胸 下腔静脉给予肝素 ∏#

分离主动脉并插管 肺动脉减压 迅速取下心脏在

ε 恒温和供氧 条件下行 灌流 主动脉

压 ° ∀先以 × 液灌流 再以无钙台氏液冲

洗 后 用含 型胶原酶 蛋白酶 ∞

≥ 的无钙台氏液 循环灌流 ∗ 取下

心脏 除去心房 取一小块儿左室心肌 稍剪后置于 液中

轻轻吹打至细胞分离 即得到分离的单个心室肌细胞 ∀细胞

放于 ε 保存 静置 ∗ 后用于实验 ∀

1 3  全细胞膜片钳记录

采用全细胞膜片钳记录方法 在电压钳制下记录心室肌

细胞 ∀吸取细胞保存液数滴 加入 细胞池内 待细

胞沉底贴壁后 用细胞外液灌流 直至实验结束停止灌注 ∀

在倒置显微镜下选择横纹清晰无颗粒感 膜光滑完整 立体

感强的杆状静止细胞为实验对象 ∀实验在 ε 左右完成 ∀

玻璃毛坯 外径 南京泉水教学实验器材厂 经

微电极拉制仪 ≥∏ 两步拉制后 尾端注射充灌电极

内液 ∀将电极固定于电极把持器上 通过把持器侧面吸管给

予电极尖端一定正压并使其进入液面 入水后电阻为

8 左右 ∀补偿液接电位后 调节三维操纵器并用微调将电

极尖端移向细胞表面 放掉正压 轻施负压进行封接 使封接

电阻达 8 以上 即形成高阻封接 ∀补偿 ≤ƒ 后 继续施

加脉动负压穿破膜片形成全细胞记录模式 钳制电位

∂ 补偿串联电阻 8 和 ≤≥ 以减少钳位

误差和记录信号的失真 ∀通过膜片钳放大器 ∞ ∞°≤

发放刺激冲动 激发的电流信号经 ≤ 2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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