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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决明子中蒽醌类物质的构效关系 以推动新药开发 ∀方法  综述了近几年来中药决明子中蒽醌类活性成分

的提取与分离 !定性与定量分析 !化学成分 !生物活性及其机理 以及利用生物技术培养决明生产蒽醌类物质等研究状况 ∀结

果与结论  决明子中含丰富的蒽醌类物质 可以筛选出高效的先导物用于开发抗癌 !抗菌 !明目等新型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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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ΟΡ ∆Σ : Σε µεν Χασσιαε ∏ √

  决明子 Σε µεν Χασσιαε 为豆科植物决明 Χασσια οβτυσι2

φολια 或小决明 Χασσια τορα 的干燥成熟种子 ∀秋季采

收成熟果实 晒干 打下种子 除去杂质≈ ∀决明子入药最早

记载于我国的5神农本草经6 列入 种上药 /为君主养命

以应天0 之一 以明目之功而名 性味甘 !苦 !咸 !微寒 !无毒

归肝 !肾 !大肠经 ∀

1  决明子中蒽醌类成分的提取与分离

1 1  决明子中总蒽醌的提取≈ ∗

实验室中 用有机溶剂在索氏提取器中提取决明子粉末

中的游离总蒽醌 方法主要有有机溶剂结合酸水解的萃取方

法 ∀在酸解蒽醌苷的同时 加入 ƒ ≤ # 将蒽衍生物氧

化成蒽醌 ∀一般认为氯仿提取蒽醌比乙醚提取时专属性强 ∀

张启伟等≈ 年 以大黄酚为标准 得出甲醇索氏提取

决明子粉末效果最好 ∀

1 2  决明子中蒽醌类成分的分离

日本 大学 ≥∏∏ ∏ 等≈ 自 年至今用

薄层层析法分离决明子中单一成分 大致步骤为

或 ≤ 回流提取 ψ真空浓缩 ψ依次用有机溶剂 ∞ 2

∏ ≤ ≤ ∞ 等 萃取 ψ真空浓缩2≥ ≥ 层

析 ψ用 ≤ ≤ 2 2 不同比例或 ≤ 2∞ 等有机

溶剂洗脱 ψ用 或 在 ≥ ¬ 2 柱上分离得

不同单一物质 ∀德国 ∏ 大学 ≥∏2 • 等≈ 先

用汽油脱脂 后在索氏提取器依次用 ≤ ≤ 等提取

其中醇提剂在硅胶柱上用 ∞ 2 2 层析洗脱 所

得组分再用 ∞ 2 2 不同比例在硅胶柱上层析

用 结晶 可得蒽醌苷类物质 ∀

2  决明子中蒽醌类成分的定量分析

2 1  决明子中蒽醌类成分的测定方法及其含量

传统的比色法是基于蒽醌类物质的 显色反应

与醋酸镁显色反应 一般认为 醋酸镁甲醇反应比色法

比 反应比色法稳定时间长 反应更灵敏 杂质干

拢少 最大吸收峰波长稳定≈ ∀张启伟等≈ 王清华等≈ 曹

爱民等≈ 用 ° ≤ 测定决明子中大黄酚含量 分别测得 ∗

Λ ∗ ∗ ∀日本北中进

等≈ 冯映冰等≈ 分别用 °2 ° ≤ 测出决明子单一成分

与含量 ∀

2 2  生 !炒决明子中蒽醌类化学成分的含量差异

生的豆科植物决明中含总蒽醌 左右 小决明中含

总蒽醌 左右 平均 ∗ ∀裴妙荣等≈ 用比

色法测出生 !炒决明子中总蒽醌 !游离蒽醌 !结合蒽醌含量分

别是 和 ∀

张启伟等≈ 以大黄酚为对照品用 ° ≤ 测出生品决明子药

材与煎液中的游离型大黄酚分别为 结

合型大黄酚分别为 炒品决明子药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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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液中游离型大黄酚分别为 结合型

大黄酚分别为 ∀杨梓懿等≈ 刘训红

等≈ 用比色法 !薄层层析法分别比较了不同炒制决明子和

炮制前后的蒽醌含量 测出生决明子中主要为结合型蒽醌

炒制决明子可使结合型蒽醌与总蒽醌含量下降 游离型蒽醌

含量上升 原因可能是有关酶系在湿热条件下降解蒽醌苷 ∀

3  决明子中蒽醌类化学成分定性分析及其化学成分

日本 ≥∏∏ ∏ 等≈ 德国 • 等≈ 和印度

≥ 等≈ 均通过对熔点 !紫外谱 !可见光谱 !红外谱 !核磁

共振谱 2 与 ≤2 和质谱的分析 鉴定出决明子

中蒽醌类的单一成分 ∀

3 1  目前已知的生决明子中蒽醌类化学成分

目前文献报道的生决明子中蒽醌类化学成分 见表 ∀

部分 2蒽醌结构的蒽醌化学结构式 见表 ∀

表 1  生决明子 来源 Χ. οβτυσιφολια Λ 和 Χ. τορα Λ 蒽醌

类化学成分

Ταβ 1  ≤ ∏ Χ. οβτυσι2

φολια Λ . Χ. τοραλ Λ .

决明子

来源 Χ. οβτυσιφολια
≈

决明子

来源 Χ. τορα ≈

大黄素 ∞

大黄酚 ≤

大黄酸

大黄素甲醚 °

芦荟大黄素 2
去氧大黄酚 ≤

大黄酚2 2蒽酮 ≤ 2
2
钝叶素 ∏

钝叶决明素 ∏

甲基钝叶决明素

≤ 2 ∏

大 黄 酚2 2Β2龙 胆 二 糖 苷
≤ 2 2Β2

橙钝叶决明素

∏ 2 ∏

2≈ Β2⁄2 ∏ 2 ψ

2 2Β2⁄2 ∏ 2

奎司丁 ±∏
ψ 2 2Β2⁄2 ∏

¬ 2 2 ¬ 2 2

葡萄糖钝叶素

∏ 2 ∏
2 2 ∏

葡萄糖钝叶决明素 ∏ 2 ∏ 2≈ Β2⁄2 ∏ 2 ψ

2 2Β2 ∏ 2

葡萄糖橙钝叶决明素 ∏ 2 ∏2
2 ∏

ψ 2 2Β2⁄2 ∏ 2
ψ 2 2Β2⁄2

2去甲基橙钝叶决明 2 2
∏ 2 ∏

∏ ¬ 2 2 ¬ 2
2

2去甲基钝叶决明素
2 ∏

2 2 ∏

2去 甲 甲 基 钝 叶 决 明 素 2
22 ∏

2 Β2⁄2 ∏ ¬ 2 2
¬ 2 2 ¬ 2 2

大黄酚2 2 . 2二蒽酮 ≤ 2
2 . 2

2 2 ∏

灰绿曲霉多羟基蒽酮 2 2⁄2萄糖2
吡喃 糖 苷 ∞ ∏ 2

2 2 2⁄2 ∏

2 2 2Β2 ∏ 2

决明子

来源 Χ. οβτυσιφολια ≈

决明子

来源 Χ. τορα ≈

有翅决明素 2 2Β2⁄2吡喃葡萄糖
苷 2 2 2Β2⁄2 ∏ 2 2

大黄素2 2葡糖苷 ∞ 2 2 ∏ 2

大黄素蒽酮

∞
甲基钝叶决明素 2 2Β2⁄2吡喃葡
糖苷 ≤ 2 ∏ 2 2Β2⁄2 ∏2

大黄素甲醚2 2 2Β2⁄2吡喃葡萄糖
苷 ≤ 2 2 2Β2⁄2 ∏ 2 2

一二羟基2 2甲氧基2 2甲基蒽
醌 2 ¬ 2 2 ¬ 2 2

∏

2羟基2 2二甲醛基蒽醌 2 2
¬ 2 2 ∏

注 不同国家的同一品种的成分与含量存在差异 ∀

≤ σε µεν χασσιαε 2

表 2  部分 2蒽醌结构的蒽醌化学结构式

Ταβ 2  ∏ ∏ ∏ 2

∏ σε µεν χασσιαε

基团代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2 ∏

≤ 2 ∏ ≤ ≤ ≤ ≤

≤ ≤ 2 ∏

≤ ≤

≤ ≤

2 ≤

2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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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基团代码

≤ 2 ∏ ≤

2 ∏ ≤

注 为蒽酮类 为

蒽醌苷类 ∀ ∏吡喃型葡糖 龙胆二糖 ∀ ≠ Β2∆2 ∏ 2

2 ψ 2 Ο2Β2∆2 ∏ 2 ψ 2 Ο2Β2∆2 ∏

Β2∆2 ∏ 2 ψ 2 Ο2Β2 ∏ 2 ψ 2 Ο2Β2∆2

∏ 2 ψ 2 Ο2Β2∆2 ∏

≤ ≤

2

∏ ∏ ∏ ≠ Β2∆2 ∏2

2 ψ 2 Ο2Β2∆2 ∏ 2 ψ 2 Ο2Β2∆2 ∏ 2

Β2∆2 ∏ 2 ψ 2 Ο2Β2 ∏ 2 ψ 2

Ο2Β2∆2 ∏ 2 ψ 2 Ο2Β2∆2 ∏

3 2  决明发根 !未成熟决明子中蒽醌类化学成分

郭洪祝等≈ 对诱导的决明发根中蒽醌类成分进行定

性分析 发现了多种在决明子中未发现或未分离到的游离型

蒽醌物质 如 2羟基2 2甲氧基2 2甲基蒽醌等 ∀ ≥∏∏ ∏ 2

等≈ 对未成熟小决明子进行分析 从未成熟的小决明

子中检测到 种新的二聚羟基蒽衍生物

√ √ ∀

4  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培养决明及生产蒽醌类物质

决明子蒽醌类成分的细胞培养生产最早见于 年

× ∏等的报道 其培养小决明形成的愈伤组织 检

测出最大总蒽醌占鲜重的 比干种子高 ∀周延清

等≈ 以决明子无菌苗子叶为外植体 优化出最佳诱导决明

愈伤组织的培养基和最佳的决明生根培养基 ∀王镨等≈ 对

由决明的胚轴 !子叶诱导愈伤组织生长行为及其代谢产物关

系进行了研究 确定决明愈伤组织最佳诱导条件并拟合出决

明愈伤组织细胞液体培养的产物动力学模型 ∀常振战 果德

安等≈ 用叶盘法将发根农杆菌转化至决明子叶等外植体

中 诱导产生具有激素自主生长特点的 质粒转化根 在暗

培养最佳周期后经 ° ≤ 测出转化根中芦大黄素等 种游

离蒽醌成分含量是光培养时的 倍多 在 气升式的

ƒ 生物反应器中连续培养时还观察到发根培养

内次生代谢产物游离蒽醌量缓慢上升 之后迅速增加 含量

与培养基中 值呈现一定程度平行关系 ∀

5  决明子中蒽醌类成分生物活性及其机理

5 1  抗菌 需氧 !厌氧 !抗真菌 !抗病毒 !抗肿瘤作用≈

体外试验表明 决明子水浸剂 Β 及醇提物对石膏样

毛癣菌等皮肤真菌有抑制作用 醇提物除醇后对金黄色葡萄

球菌 !白喉杆菌 !大肠杆菌等有抑制作用 而水浸剂无此作

用 芦荟大黄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 ∗ Λ 有抑

制作用 去氧大黄酚对红色发癣菌 !犬小孢子菌等有抑制作

用 大黄素对流感杆菌等有抑制作用 ±∏ 对金黄色葡萄

球菌有抑制作用 大黄酚2 2蒽酮对红色发癣菌 ≤ Λ

!犬小孢子菌 ≤ Λ 等真菌有抑制作用 大黄

素 !大黄酸等对小鼠黑色素瘤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抑制率

对小鼠乳腺癌和艾氏癌腹水型也有明显抑制作

用 ∀郑水庆等≈ 试验表明决明子滴眼液有抗腺病毒 型 !

型作用 ∀抑制机制可能是大黄素等游离蒽醌物质与生物体

微生物 !癌细胞等 中有关必需巯基的酶系蛋白结合 阻断

了生物体呼吸链上电子传递 影响细胞所需能量供应 抑制

了糖 !氨基酸等底物的氧化与脱氢 可能是干扰细胞壁形成

与细胞膜通透性 也可能是蒽醌共价嵌入 ⁄ 平面 干扰

⁄ 模板功能 抑制 ⁄ ! 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

5 2  明目作用

动物试验表明服决明子水煎剂的兔 !狗组的睫状肌中乳

酸脱氢酶 ⁄ 比未服组高 Λ # 和 Λ

# ∀机制可能是决明子中蒽醌 !吡咯酮糖苷等成分激活

眼中 ⁄ 活性 促进糖无氧酵解 减少水晶体中葡萄糖量

产生更多 × ° 扩张未梢血管 改善视网膜及神经血液循环

促进水肿吸收 ∀

5 3  降血脂 降胆固醇 抑制动脉硬化与脂肪肝形成≈ ∗

动物试验表明服决明子组小鼠比实验性高胆固醇血症

鼠模型的血清高密度脂蛋白2胆固醇 ⁄ 2≤ 血清总胆固

醇 × ≤ 比模型组提高 和 左右 但 × ≤ 基本不

变 服决明子组的兔比高胆固醇血症兔的血清中低密度脂蛋

白2胆固醇 ⁄ 2≤ 降低 ∀机理可能是蒽醌

糖苷和多糖类物质通过导泻作用 减少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

及增加排泄 反馈调节降低血液中 ⁄ 2≤ 含量 增加 ⁄ 2≤

和 ⁄ 2≤ × ≤ 值 这就有利于胆固醇最终被转运到肝脏处理

的目的 ∀

5 4  降血压作用≈

试验表明决明子水提醇沉物对自发性遗传性高血压大

鼠具有平均降低收缩压 Π 平均降低

舒张压 Π ∀机理可能是蒽醌等物质作

用于胆碱能神经 !外周 受体 ∀

5 5  增加免疫功能

南景一等≈ 报道决明子水煎醇沉剂可使小鼠胸腺平均

萎缩 使外周血淋巴细胞酯酶染色阳性率平均

下降 平均提高腹腔巨噬细胞吞噬率 吞噬

指数上升 平均提高血清溶菌酶 Λ ∀谢宝忠

等≈ 报道服决明子的小白鼠白细胞平均增加 ∗

个 使 × 细胞 细胞比例提高 ∗ ∀机理

可能是蒽醌糖苷和多糖类物质增强巨噬细胞吞噬功能 增

加白细胞总数 刺激 × 淋巴细胞转化 提高血清溶血素及循

环抗体能力 ∀

5 6  缓泻和润肠通便功能

• 等≈ 对空腹的胃瘘狗给决明子流浸膏 可促使其

胃液分泌 ∀机理可能是大黄酚二蒽酮苷等结合型蒽醌 蒽醌

苷 促使肠壁减少对固醇类食物的吸收 有利导泻 ∀

5 7  利尿作用

决明子钝叶决明素 !钝叶素 !大黄酚 !大黄素甲醚等蒽醌

物质对 2 前列腺素脱氢酶有弱的抑制作用 减缓了起利

尿作用的前列腺素的代谢 使利尿作用延长 ∀另一方面 大

黄素 !大黄酚 !芦荟大黄素等与骨髓质 2 × °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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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 结合 抑制此酶活性 导致 × °生成量少 减少

了肾小管上皮细胞对 重吸收所需能源 使尿中 增

多 也达到利尿作用 ∀

5 8  对 °磷酸二酯酶的抑制作用

× ∏ 等≈ 报道决明子中的橙钝叶决明素 !

钝叶决明素对牛心 °磷酸二酯酶有很强抑制作用 ∀机

理可能与蒽醌环上 Β环2 有关 ∀

5 9  对血小板聚集的抑制作用

≥ ≠∏ ≤ 等≈ 报道决明子中葡萄糖钝叶决明

素 !葡萄糖钝叶素 葡萄糖橙钝叶决明素能强烈抑制由二磷

酸腺苷 ⁄° 花生四烯酸 或胶原引起的血小板聚集 ∀

机理可能与 2二蒽醌上的较多的羟基 !甲基化和葡萄糖

苷化羟基有关 ∀

5 10  抗氧化 !抗过氧化作用

≥ 2≥∏ ∏ 等≈ 报道大黄素等对小鼠心脏线粒

体脂过氧化的抑制效果比同浓度 Α2生育酚佳 对亚油酸过氧

化抑制率 ∀ ∏2≤ ≠ 等≈ 报道对 过

亚油酸抗氧化活性由大至小为 抑制率 以下同 !

蒽酮 芦荟大黄酸 !大黄酸 大黄素

蒽醌 大黄酚 2 加速氧化反应的作

用 ∀机理可能是大黄素 !芦荟大黄素等有清除# 自由基

的能力 蒽酮兼有还原能力与清除# 自由基能力 在结构

上可能与蒽醌环上邻位或间位2 有关 ∀

5 11  抗诱变作用

≥∏ ≤ 等≈ 试验表明决明子中甲基钝叶决明素 !

橙钝叶决明素 !大黄酚等在黄曲霉毒素 ƒ 致鼠伤寒

沙门氏杆菌 × 或 × 诱变的反应中起到显著的抗诱

变效果 ∀机理可能是蒽醌作用于菌种线粒体中使毒素有活

性的关键酶的活性 使毒素失去致畸性 在结构上可能与蒽

环上 ≤2 有羰基 ≤2 上有甲基 !甲氧基 !羟基等有关 ∀

5 12  抗肝毒 !保肝作用

• 等≈ 报道决明子水提物对 ≤≤ 中毒的小鼠肝脏

具有轻微解毒作用 对抗半乳糖胺对小鼠肝脏损伤有显著作

用 ∀机理可能是奈骈吡喃酮苷类 !大黄酚为母核的多葡萄糖

苷的作用 ∀

5 13  对肌肉线粒体影响

⁄ ≤ 等≈ 报道大黄素能抑制牛心脏线粒体中

⁄ 细胞色素 ≤ 和猪心脏 ⁄ 辅酶 ± 的氧化还原活

力 ∀机理可能是大黄素等能提高血浆肌酸激酶活性与相关

酶的氧化还原能力 ∀

6  展望

自分析抗白血病药后提出 2 2 三角环状结构的抗肿

瘤活性以来 蒽醌类物质药用研究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领

域 ∀作为卫生部首批批准的药食共用的中药决明子 已被开

发了商品化的袋泡茶 !滴眼液等产品 ∀目前 随着发根培养

生产天然活性次生代谢物技术的兴起 有望大规模组织培养

生产蒽醌类物质 ∀因此 决明子天然产物和发根培养产物中

新的蒽醌物质的发现与分离 !合成决明子蒽醌的关键酶及其

基因的研究 !构效关系的研究 !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蒽醌分

子的修饰以设计新型高效的具有抗菌消炎 !抗癌 !明目等药

效的药物先导物 以推动中药现代化进程 ∀

参考文献

≈1 中国药典 年版一部≈≥

≈2 张启伟 阴健 张颂 等 决明子质控方法的研究≈ 中国中

药杂志

≈3 李续娥 刘峰壁 煎煮时间对决明子中蒽醌类浸出量影响的研

究≈ 中国中药杂志

≈4 陆惠英 吴银生 分光光度法测定决明子中蒽醌类成份≈ 苏

州医学院学报

≈5 ≥∏∏ ∏ ƒ∏ ∏ × ≤ ≥ ∏

∏ Χασσια οβτυσιφολια ×

∏ ∏ ∏ ≈ ≤ °

∏

≈6 • ≥ • ≥ ετ αλ ∏

Χασσια τορα≈ °

≈7 裴妙荣 贾宏伟 王世发 生炒决明子蒽醌含量比较≈ 中国

中药杂志

≈8 王清华 纪玲 丛保忠 等 高效液相色谱测定决明子大黄酚

的含量≈ 中医药学报

≈9 曹爱民 沙明 孟淑智 等 高效液相色谱测定决明子大黄酚

的含量≈ 中国中药杂志

≈10 北中进 ° ≤ 法测决明子成分的分析法≈ 生药学杂志

≈11 冯映冰 龚志萍 决明子药材中大黄酚含量的反相 ° ≤ 测定

≈ 分析测试学报

≈12 张启伟 阴健 张俊 生炒决明子及其煎剂中活性成分比较

≈ 中草药

≈13 杨梓懿 易卫锋 决明子不同炮制品蒽醌含量测定≈ 中成

药

≈14 刘训红 储益 决明子炮制前后蒽醌含量的变化≈ 基层中药

杂志

≈15 ≥ ≥ ∏ ∏ ° 2

∏ Χασσια οβτυσε≈ ƒ

≈16 × ° ∂ ∏ ≥ ƒ ⁄ ° ƒ ετ αλ ° ∏ 2

Χασσια οβτυσιφολια ≈ ∏ ≤ ° ∏

≈17 ≥≤ ετ αλ ∏

Χασσια τορα≈ °

≈18 郭洪祝 常振战 王弘 等 决明发根蒽醌类化学成分的研究

≈ 北京医科大学学报

≈19 ∏ ≤ ≠ ετ αλ ∏

∏ ∏ Χασσια οβτυσιφολια≈ °

≈20 ≥∏∏ ∏ × × ⁄ 2

∏ √ √ ∏

Χασσια τοροσα≈ °

≈21 周延清 苑保军 杨青青 等 决明组织培养的研究≈ 生物技

术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 ° ∂



≈22 王镨 宋家详 付群英 药用植物决明的愈伤组织诱导与生长

增殖的培养条件研究≈ 中草药

≈23 常振战 沈昕 果德安 等 决明 质粒转化根离体培养研究

≈ 北京医科大学学报

≈24 常振战 果德安 郑俊华 等 用生物反应器培养决明发根合成

游离蒽醌化合物≈ 北京医科大学学报

≈25 王文风 陈聪敏 陈琼华 等 蒽醌衍生物抗厌氧菌的实验研究

≈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26 郑水庆 秦路军 几种植物抗真菌活性成分研究近况≈ 国外

医学 植物药分册

≈27 邱德文 沙凤桐 谢宝忠 等 红眼滴眼液抗腺病毒实验研究

≈ 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28 韩昌志 决明子煎剂对家兔和狗睫状肌中乳酸脱氢酶活性的

影响≈ 同济医科大学学报

≈29 陈卫星 刀国俊 蒋文娟 等 决明子对高胆固醇症小鼠模型的

影响≈ 中草药

≈30 沈奇桂 朱寿民 决明子对实验性高胆固醇症和动脉粥样硬化

的抑制作用及其机理探讨≈ 浙江医科大学学报

≈31 陆宗良 寇火熔 徐文框 等 决明子散剂调节血脂的临床研究

≈ 中国新药杂志

≈32 刘菊秀 苗戎 狄俊英 等 决明子降压作用的实验研究≈ 天

津中医

≈33 南景一 王忠 沈玉清 等 决明子对小鼠免疫功能影响的实验

研究≈ 辽宁中医杂志

≈34 谢宝忠 孟宪容 邱德文 等 复方决明子滴眼液对免疫功能的

影响及长期毒性实验研究≈ 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35 × ∏ × ≥ ετ αλ

. . 2 Χασσια ≈

≤ ° ∏

≈36 ≥≠ ≤ × °

∏ ∂ ∏ Χασσια οβτυσι2

φολια ∏ ≈ °

≈37 ≥ ≥ ≥ ∏ ƒ≠ ≤ ∏ ≠ ∞ ∏

√ √ ¬ ∏2

∏ 2 √ ≈ °

≈38 ∏ ≤ ≠ • ≤ ° ⁄⁄ ∞¬

¬ √ ∏ Χασσιατορα ≈

ƒ ≤

≈39 ≤ ≠ ° ⁄⁄ ⁄ ≠ ≤ ¬ √ ∏

≈ ƒ ≤

≈40 ≥≤ ∏ ≠ ° ετ αλ √ √ ∏

∏ Χασ2

σια τορα≈ °

≈41 • ≥ • ≥ ετ αλ ¬ 2

2 Χασσια τορα≈ °

≈42 ⁄≤ ≥ × ∞ Χασσια οβτυσιφολια ¬

∏ ∏ ∏ ≈ × ¬

收稿日期 2 2

多酸在医药学上的应用

作者简介 周友亚 女 年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化学系有机专业 现为河北师大 级无机专业研究生 ∀联系地址 河北

师范大学西区化学系 邮编 电话 2 ∞ ∏

周友亚 李铭岫 河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河北  石家庄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多酸是无机含氧酸 如硫酸 !磷酸 !钨酸 !钼酸等 缩合而

形成的缩合酸 ∀多酸分成两类 同多酸和杂多酸 ∀杂多酸种

类繁多 结构和电学性质更容易修饰 所以在医药领域的研

究和应用更加广泛 ∀

国际上有多个课题组在研究多酸的药物化学 ∀多酸的

抗病毒和抗肿瘤活性已得到广泛关注 ∀最近有报道 当把多

钨酸盐与 Β2内酰胺抗生素联合使用时 可提高对耐药菌的抗

菌效果≈ ∀

1  多酸的细胞渗透作用

药物的细胞渗透程度和位置直接影响其抑制病毒的效

果和其他生物学性质 ∀采用不同技术手段和不同实验方法

结果均表明多酸完全可以穿透细胞膜 ∀ ≤ 等人用拉曼光

谱证实 ° 2 ≈ ≥ • 通常是 的钨

锑杂多酸盐 可以进入 ≤ 抗肿瘤鼠细胞系 纤维组织母

细胞 ∀ ≤ 等人用质子扫描微探针证实了≈≤

° • ≈ 2一种夹心式的杂多钨酸存在于人类外周

血液单核细胞 ° ≤ 内 ∀ 等≈ 用荧光显微技术研究了

多酸处理的 细胞内液泡的增加情况 表明多酸被运送

到了细胞内部 ∀

2  多酸的体外抗病毒研究

年 ∏ 等人的研究表明钨硅杂多酸盐在体外

能抑制小鼠白血病肉瘤病毒 这是关于多酸抗病毒最早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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