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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Cre 脂质体对乌头碱所致的大鼠心律失常模型的影响 

Tab. 2  Antiarrhythmic effect of Cre liposomes on arrhythmia model of rats caused by aconitine 

组 别 剂量/mg·kg1 VP/s VT/s VF/s 死亡/s 

生理盐水组 / 189.30±41.67 295.60±59.73 418.50±40.81 603.90±48.81 

Cre 组 5   235.60±112.581)  418.60±90.352)  597.60±89.882)   853.90±116.392) 

Cre 脂质体组 5   330.80±104.882)  501.02±62.002)    819.80±114.922)3) 1 036.20±196.822) 

注：与生理盐水组比较，1)P<0.05，2)P<0.01；与 Cre 组比较，3)P<0.01。 

Note: Compared with NS group, 1)P<0.05, 2)P<0.01; compared with Cre group, 3)P<0.01. 

3  讨论 

本实验结果表明，在对 BaCl2 所致的大鼠心律

失常治疗作用模型中，与生理盐水组相比，Cre 脂

质体的 2 个剂量(5 和 2.5 mg·kg1)中，高剂量组能

显著增加恢复窦性心律的大鼠只数(P<0.01)，延长

给药后恢复窦性心律失常所需时间(P <0.01)，低剂

量组不能显著延长给药后恢复窦性心率失常的时

间。但 Cre 脂质体 2 个剂量组与 Cre 溶液组相比，

无统计学意义；提示 Cre 脂质体与 Cre 溶液一样，

对 BaCl2 诱发的大鼠心律失常有一定拮抗作用， 

Cre 脂质体 5 mg·kg1 组有明显作用。 

由于研究的目的是比较 Cre 经制备成脂质体

是否比原药降低毒性，以及是否比原药增强药效

和延长药效，且 Cre 溶液经静脉注射的抗大鼠心律

失常作用已经过多次实验研究确认[2,4]，因此本实

验以 Cre 溶液为阳性对照，未再选用其他常用抗心

律失常阳性对照药。 

克班宁脂质体预防给药均能延长乌头碱所致

大鼠心律失常各期(VP、VT、VF)出现时间，从而

延长大鼠死亡时间。与 Cre 溶液相比，Cre 脂质体

还能显著延长乌头碱所致室颤 (VF)出现的时间

(P<0.01)。对比 BaCl2 所致的大鼠心律失常的治疗

作用，提示 Cre 脂质体预防心律失常效果比治疗效

果更好一些，这可能和脂质体的缓释作用有关，

具体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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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开展中药木蝴蝶挥发性成分的体外抗肝肿瘤作用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发挥抗肿瘤作用的木蝴蝶挥发性

成分进行化学成分分析。方法  采用体外评价法考察木蝴蝶挥发性成分对人肝癌 SMMC-7721 细胞的抑制作用；采用

GC-MS 对木蝴蝶挥发性成分进行化学分析。结果  木蝴蝶挥发性成分对人肝癌 SMMC-7721 细胞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其挥发性成分鉴定出 19 种化合物，其中甾醇类、酮类化合物含量 高。结论  木蝴蝶挥发性成分是中药木蝴蝶发挥抗肿

瘤作用的有效组分，其发挥药效的物质可能为烃类、苯类、甾醇类、酸类、酯类、酮类等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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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tro Antitumor Activity and Chemical Analysis of Oroxyli Semen Volatile Constitu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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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volatile constitu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Oroxyli Semen’s 
antitumor effect, and the basis to give the chemical analysis of it. METHODS  Used in vitro method to carry out the effect on 
inhibition experiment of human liver cancer SMMC-7721 cells. For the anti liver tumor effective constituents in Oroxyli Semen 
by GC-MS analysis method, to carry out the chemical analysis study. RESULTS  Oroxyli Semen volatile constituents had 
obvious inhibitory effect in human liver cancer SMMC-7721 cells. The volatile constituents were analysis by GC-MS method, 
deduced the 19 kinds of compounds, sterols, ketone compounds to the highest levels. CONCLUSION  Oroxyli Semen volatile 
constituent is effective constituents, and it play to the role of antitumor, its efficacy constituents for hydrocarbons, benzene, sterol, 
acids, esters, ketones and other compounds.  
KEY WORDS: Oroxyli Semen; volatile constituents; antitumor; SMMC-7721; GC-MS 

 

中药木蝴蝶为紫葳科植物木蝴蝶 Orozylum 

indicum (L.) Vent.的干燥成熟种子，性味苦、凉，

入肺、肝、胃经，具有清肺利咽、疏肝和胃的功

效[1]，主要含有黄酮类、黄酮苷类、挥发油等化合

物，具有抗炎、抗诱变、抗菌、抗肿瘤等药理作

用[2-6]。通过文献调研，发现其醇提物有一定的抗

肿瘤、抗氧化、抗菌作用[7-8]。本实验室前期研究

发现，木蝴蝶主要含有黄酮类及挥发性成分，通

过体外实验证明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明显的抗肝肿

瘤作用，为了更加全面、合理地研究木蝴蝶的抗肿

瘤作用，使其化学成分和发挥药效的物质基础更加

明确，本研究采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提取木蝴蝶挥

发性成分，采用体外 MTT 法，研究木蝴蝶挥发性

成分体外抗肿瘤作用，在此基础上采用 GC-MS 分

析木蝴蝶抗肝肿瘤有效组分挥发性成分的化学成

分，为中药木蝴蝶的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仪器与试剂 

7000C 三重串联四级杆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美国 Agilent 公司)；Spectra Max Plus 384 光吸收

酶标仪(美国 Molecular Drvices 公司)。 

木蝴蝶药材购自大连同仁堂药房，经辽宁中

医药大学翟延君教授鉴定为 Orozylum indicum 

(L.)Vent.的干燥成熟种子；木蝴蝶挥发性成分(采

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由大连卓尔高科技有限公

司提取)；顺铂(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

130701)；PRMI-1640 培养基、双抗、胎牛血清、

胰酶、MTT 均购自美国 Gibco 公司；人肝癌

SMMC-7721细胞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

院细胞库提供。 

2  方法与结果 

2.1  试药 

精密量取木蝴蝶挥发性成分，PEG 400 助溶，

用 RPMI-1640 培养液配制成 2 µL·mL1 的溶液。

取纯化后木蝴蝶总黄酮(取中药木蝴蝶粉碎，用

60%乙醇提取，使用 HPD-100 大孔吸附树脂进行

纯化，调节药液浓度为 0.1 g·mL1，以 5∶1 BV 上

柱，用 5 BV 水除杂质后用 10 BV 60%乙醇洗脱，

所得总黄酮纯度>90%)，PEG 400 助溶，用培养液

配制成 1 µg·mL1 的溶液。顺铂用培养液配制成

5 µg·mL1，供体外实验用。 

取木蝴蝶挥发性成分，用乙酸乙酯溶解制成

5 µL·mL1 的溶液，即为供试品溶液，供 GC-MS

分析用。 

2.2  木蝴蝶挥发性成分对人肝癌 SMMC-7721 细

胞的抑制作用 

2.2.1  人肝癌 SMMC-7721 细胞培养  取人肝癌

SMMC-7721 细胞株，常规培养于含 10%胎牛血清

的 RPMI-1640 培养液，在 37 ℃、5%CO2 培养箱

内常规传代培养，取对数生长期细胞用于后续实验。 

2.2.2  MTT 法测定木蝴蝶挥发性成分对人肝癌

SMMC-7721 细胞的抑制率  取对数生长期的细

胞，经 PBS 清洗，用 0.25%-EDTA 的胰酶消化，

用培养液制成细胞悬液。细胞计数板上计数，经

培养液稀释至 5×104·mL1 细胞，接种于 96 孔培

养板，每孔 200 µL，37 ℃、5%CO2 培养箱中培养

24 h 后，实验组分别加入木蝴蝶挥发性成分，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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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加入等体积的培养液，调零孔不加细胞仅加入等

体积的培养液，每组设置 5 个复孔。分别继续培养

24，36，48 h 后，每孔避光加 20 μL(5 mg·mL1)MTT，

继续培养 4 h 后吸净孔内培养液，每孔加入 150 μL 

DMSO，摇床振荡 10 min。待紫色结晶充分溶解后，

用酶标仪在 492 nm 处扫描，测定吸光值(OD)，计

算药物对细胞的抑制率 [9-12]，细胞的抑制率= 

(1OD 给药组/OD 空白组)×100%。结果见表 1。 

表 1  木蝴蝶挥发性成分对 SMMC-7721 细胞抑制率(n=6) 

Tab. 1  Inhibition rate of volatile components of Oroxyli 
Semen on SMMC-7721 cell results(n=6) 

试 药 
浓度/ 

μL·mL1 

抑制率/% 

24 h 36 h 48 h 

空白组    

木蝴蝶挥发性成分 0.20 15.861) 22.651) 30.151) 

 0.60 40.981) 44.291) 53.191) 

 1.00 62.941) 71.231) 80.731) 

木蝴蝶总黄酮  67.271) 77.971) 79.101) 

顺铂  59.851) 75.441 94.151) 

注：与空白组相比较，1)P<0.01。 

Note: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1)P<0.01. 

由表 1 可知，不同浓度的木蝴蝶挥发性成分

对人肝癌 SMMC-7721 细胞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

作用，高剂量组与顺铂组对细胞的抑制率并无显

著性差异，说明木蝴蝶挥发性组分具有较好的抗

肝肿瘤作用。在给药时间相同时，随着浓度的增

大，木蝴蝶挥发性成分对 SMMC-7721 细胞的抑制

率增加；在给药剂量相同时，随着时间的增加，

木蝴蝶挥发性成分对 SMMC-7721 细胞的抑制率

增加，呈现良好的时间-剂量-效应关系。 

2.3  木蝴蝶抗肝肿瘤有效组分挥发性成分

GC-MS 化学成分定性分析测试条件 

GC 条件，载气：氦气 (纯度 99.99%)，

2.25 mL·min1；碰撞气：氮气 (纯度 99.99%)，

1.5 mL·min1；Agilent HP-5ms Ultra Inert 色谱柱

(15 m×250 μm，0.25 μm)；进样口温度：280 ℃；

进 样 量 ： 1.0 μL ， 分 流 比 5 ∶ 1 ， 流 量 ：

5.695 mL·min1。升温程序：初始温度为 45 ℃，

保持 2 min，以 20 ℃·min1 升温至 300℃，保持

1 min，以 5 ℃·min1 升温至 300 ℃，保持 10 min。 

MS 条件：EI 源，选择 Scan 模式，扫描范围：

35~650 m/z，扫描频率为 4~5 cycle·s1，EMV 电压：

1 447 V。 

2.4  GC-MS 化学成分表征结果  

取“2.1”项下用乙酸乙酯溶解的木蝴蝶挥发

性成分，按照“2.3”项下 GC-MS 条件分析[13-18]，

GC-MS 总离子流图见图 1。与相关数据库进行对

比，并结合标准质谱谱图和有关文献，共推断出

19 种化学成分，结果见表 2。 

 
图 1  木蝴蝶挥发性成分 GC-MS 总离子流图 

Fig. 1  Oroxyli Semen volatile components GC-MS TIC 
scan 

表 2  木蝴蝶挥发性成分 GC-MS 化学成分表征 

Tab. 2  GC-MS characteristic of Semen oroxyli volatile components   
分类 保留时间/min m/z 分子式 名称 相对含量/% 结构式 

烃类 3.59 73.0 C7H16O 
己烷 

3-methoxy 
0.034 

 

烃类 4.58 43.1 C9H20 
2,4-二甲基庚烷 

2,4-dimethyl 
0.068 

 

烃类 45.99 57.0 C16H34 
十六烷 

Hexadecane 
0.220 

 

烃类 47.87 69.0 C30H50 反式角鲨烯 Squalene 1.670 

酸类 33.80 73.0 C16H32O2 
棕榈酸 

n-Hexadecanoic acid 
1.490 

酸类 37.19 55.0 C18H34O2 
油酸 

Oleic Acid 
10.480 

酯类 34.36 88.0 C18H36O2 
棕榈酸乙酯 

Palmitic acid ethyl ester 
0.510 

酯类 37.56 88.0 C20H38O2 
反油酸乙酯 

(E)-9-Octadecenoic acid ethylester
2.310 

 



 

·1364·      Chin J Mod Appl Pharm, 2016 November, Vol.33 No.11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16 年 11 月第 33 卷第 11 期 

续表 2 

分类 保留时间/min m/z 分子式 名称 相对含量/% 结构式 

苯类 8.93 106.0 C16H14O3 
2-Oxobicyclo(3.2.2)nona-3,6- 

dien-1-yl benzoate 
0.220 

苯类 30.21 77.0 C10H15NO2S 
N-丁基苯磺酰胺

N-n-Butylbenzenesulfonamide 
0.040 

苯类 32.95 190.9 C15H12 
2-苯基茚 

1H-Indene, 2-phenyl- 
0.020 

苯类 43.80 149.0 C24H38O4 Phthalic acid, di(2-propylpentyl) ester 0.410 

苯类 51.92 164.9 C29H50O2 
天然维生素 E 

Vitamin E 
0.170 

甾醇类 53.13 144.9 C28H48O 
菜油甾醇 

Campesterol 
1.360 

甾醇类 53.55 83.0 C29H48O 
豆甾醇 

Stigmasterol 
13.670 

 

甾醇类 54.36 144.9 C29H50O g-Sitosterol 13.070 

甾醇类 54.85 218.0 C30H50O 
白桦酯醇 

beta-Amyrin 
0.880 

甾醇类 55.62 189.0 C30H50O 
羽扇豆醇 

Lupeol 
47.550 

酮类 55.21 205.0 C30H48O 
羽扇烯酮 

Lup-20(29)-en-3-one 
5.900 

 
 

3  讨论 

本课题组对中药木蝴蝶挥发性成分的体外抗

肿瘤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木蝴蝶挥发性成分具有

明显体外抗肝肿瘤作用，且呈现良好的时间-剂量-

效应关系，说明木蝴蝶挥发性成分是中药木蝴蝶

醇提物发挥抗肿瘤作用的有效组分之一，木蝴蝶

醇提物具有较好的抗肿瘤活性可能为黄酮类和挥

发性成分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本研究为中药木

蝴蝶醇提物中黄酮类及挥发性成分与抗肿瘤作用

药效关联研究，及黄酮类与挥发性成分发挥药效

的 佳配伍比例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奠定基础。 

本研究采用三重串联四级杆GC-MS联用的方

法，分别比较了甲醇、正己醇、乙酸乙酯为溶剂

的木蝴蝶挥发性成分GC-MS分析效果，结果表明，

甲醇、正己醇的洗脱效率较低，乙酸乙酯的洗脱

效率较高，故选取乙酸乙酯为溶剂。将木蝴蝶挥

发性成分 GC-MS 分析结果与相关数据库进行对

比，并结合标准质谱谱图和有关文献，可推断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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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挥发性成分发挥抗肿瘤作用的有效成分可能

是烃类、苯类、甾醇类、酮类、酸类、酯类化合

物。本研究为中药木蝴蝶挥发性成分中发挥抗肿

瘤作用的物质基础及单体成分如羽扇豆醇、豆甾

醇、羽扇烯酮等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实验依据。另

外，本研究所提取的木蝴蝶挥发性成分中含有油

酸、棕榈酸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脂肪酸，也具有

较高的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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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异消体外对大鼠肝脏 CYP450 酶活性的影响 
 

冯彬彬 1,2
，张建海 1,2

，徐晓玉 3
(1.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重庆 404120；2.重庆市抗肿瘤天然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 404120；

3.西南大学，重庆 400716) 
 

摘要：目的  考察内异消体外对大鼠肝微粒体 CYP1A2、CYP2E1、CYP3A 酶活性的影响。方法  以安替比林为内标，

按 Omura 法测定 P450 的总量，用牛血清白蛋白为标准测定大鼠肝微粒体蛋白含量，采用 HPLC 同时定量测定孵育体系

中 3 种探针药物咖啡因、氯唑沙宗、硝苯地平的含量，Cocktail 探针药物法评价内异消对大鼠体外肝微粒体 3 种 CYP450

酶不同亚型活性的影响。结果  对照组、给药组咖啡因、氯唑沙宗、硝苯地平半衰期分别为 (19.80±4.26)min、

(16.63±2.66)min(P>0.05)；(26.87±5.25)min、(18.35±8.55)min(P<0.05)；(19.17±4.52)min、(29.50±7.43)min(P<0.05)。结论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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