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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采用盐酸化氯仿萃取法从灵芝双超提取物(浸膏粉)中提取分离获得总三菇酸类成分 [l 一2]
,

其粗制品

平均得率为 巧
.

9%
。

经 xt 加at e 一

c ls 色谱柱(4. 6
~ x2 50 ~

,

5脚)分离
、

M厄ters 2695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Uv

检测
,

久= 2 54nm ) 分析
,

结果与灵芝总三菇酸对照品及 g a n o d eri 。 ac id A 标准品的液相色谱一致
。

进而采用

ĝ ilent 110 0 型高效液相色谱
一

离子阱串联质谱仪 (L C
一

MsD T ra p )进行检测 (DAD 检测器
,

腌i犷2 54 lun
,

碗
f

= 360 m ll )
。

液相色谱出峰时间范围为 4. 4 83 荀3
.

13 5m in
,

大多在 45 ~ 之前; 从总离子流色谱中共检出 56

个母分子离子峰
。

在质谱检测中
,

至少有 31 个分子离子峰(出峰时间 4
.

1碑 3. 7m in. )解析得到相应的分子质

荷比 n公z :41 8. 3荀78 .5
,

与已知 c 27 ( 32 结构的三菇酸成分[3 ~6 ]的分子量信息相匹配
。

分析结果初步表明

灵芝双超提取物中含有较丰富的三菇酸类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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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采用 H Z: 荷瘤小鼠模型对红缘拟层孔菌子实体的石油醚提取物
、

氯仿提取物和水提取物进行了体内

抗肿瘤活性组分筛选
。

通过测定脾脏指数
、

胸腺指数以及血清中 IL
一

2 的含量
,

检测了各提取物对荷瘤小

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

应用 H E 染色法对肿瘤组织进行了病理学研究 : 应用 SA B C 染色法检测了肿瘤组织中

V E G F 的表达
。

结果表明氯仿提取物具有较高的抑瘤率
,

并且能够显著地延长小鼠的生存率
。

当剂量为

d 时
,

抑瘤率为 52 .9 7%
,

延长生存率为 53
.

85 %
。

氯仿提 胸腺指数明显高于对照组和 CTX

组 (P < 0. 0 5 )
,

而接近于正常组 (P > 0. 0 5) ; 脾脏指数接近于对照组 X 组而明显高于正常组 (P < 0. 01 ) ;

IL
一

2 的含量明显升高
;

肿瘤病理切片观察结果显示氯仿提取物作用后
,

肿瘤细胞发生变形
、

坏死
,

生长

受到抑制
。

肿瘤组织中的 V E G F 的检测结果表明纵仿提取物对肿瘤组织中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乞scu lar

en do th eli al gr o wi h fac to r, VE GF) 的表达呈现较好地抑制作用
,

其他提取物未见有明显地抑制作用
。

此外
,

对抗肿瘤活性组分
—

氯仿提取物进行了研究
。

通过硅胶柱层析
、

重结晶等方法从红缘拟层孔菌子

实体的氯仿提取物中分离得到了 2 个单体化合物
,

运用 E sl
一

M S
、

IH
.

NM R
、 ’3c

~

N MR 等方法鉴定
,

化合

物 1 为 3
一

乙酞氧基
一

8
,

2 4
一

羊毛幽二烯
一

21
一

酸
、

化合物 2 为松荃酸 A
。

应用 H 2 2 荷瘤小鼠模型和采用 MT’T

法对这 2 个单体化合物进行了体内外抗肿瘤活性研究
,

体内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化合物 1 具有较好的抗肿瘤

作用
,

各剂量组之间存在良好的剂量关系 ; 且同对照组相比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 .0 1) ; 在剂量为 10m g/k g/ d

时
,

抑瘤率最高可达到 52
.

31 %
。

并且化合物 l 能够明显改善荷瘤小鼠的免疫能力
,

提高荷瘤小鼠血清中

IL
一

2 的含量
。

体外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化合物 1 和化合物 2 对人肝癌细胞 SMM C
一

77 21 和人乳腺癌细胞

MCF
一

7 均具有 良好的抑制作用
,

其抑制率最大分别为 77
.

63 %和 90 .2 9%
、

73
.

68 %和 90 .2 9%
。

结合体内外

15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