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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cy er ) 为五加科植物
,

其根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名贵中药

材
。

近 30 年来
,

人参的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
,

在人参的化学
、

药理
、

生药
、

临床
、

制剂
、

栽培
、

加工等方面进行了全面
、

系统的研究
,

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

仅人参的化学成分

就 已分离出人参皂贰
、

人参多糖
、

人参寡肤
、

多肤
、

挥发性成分
、

氨基酸
、

生物碱
、

黄酮类
、

有机酸
、

聚乙炔类及其它成分等百余种
。

但上述研究多集中在对人参根的研究
,

综合利用研

究较少
,

一些活性较强的微量成分尚未得到
,

系统的构效关系研究更未见报道 ; 针对存在的

问题
,

我们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
,

通过国际合作
,

在人参研究方面取得以下成果
。

( 1) 新化合物的发现

对人参的根
、

根茎
、

叶
、

花蕾
、

果实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提取
、

分离和结构鉴

定
,

共分离
、

分析
、

鉴定了 80 多种成分
,

首次分离并鉴定了其中 10 种新化合物
,

它们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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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烯酸甘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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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人参皂贰
一

L a
系一个七元环醚结构骨架

。

这些为在化学本质上

认识人参及植物化学分类学提供 了新的依据
,

同时为积累足够的单体成分进行构效关系的研

究打下坚实基础
。

( 2) 人参皂试的抗肿瘤活性及其构效关系研究

现代药理实验和临床证明
,

人参总皂贰具有抗癌作用
。

但哪种皂贰的抗癌活性最强
,

皂

贰元的种类及糖的多少对抗癌活性的影响
,

却未见报道
。

我们分离制备了 21 种人参单体皂贰
,

对 K : 。 , ,

H el a ,

S p 2/ 。 ,

7 72 1
,

80 3 及 H L
一

60 等六种瘤细胞做了体外实验
。

结果表明
:

.

多数人参

皂贰对上述肿瘤细胞有杀伤作用
,

但不同皂贰对不同种类的瘤株杀伤率不同
。

人参二醇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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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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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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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对多种瘤株有很强杀伤作用
。

而人参皂贰
一

R A
,

对

人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 ( H L
一

6 0) 有很强的杀伤作用
,

在浓度为 10 雌 /ml
,

24 h 内可杀伤

88 % H L
一

60 细胞
。

通过比较 21 种人参皂贰抗人早幼粒细胞 H L
一

60 活性强度
,

找到了如下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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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关系规律
:

a () 抗肿瘤活性受母核结构的影响
,

其强~ 弱规律是
:

齐墩果酸型 > 原人参二醇型> 原人

参三醇型
。

( b) 抗肿瘤活性受糖数量的影响
,

其强一弱规律是
:

贰元 > 单糖贰 > 二糖贰 > 三糖贰 >

四糖贰
。

( C ) 抗肿瘤活性受 C 20 构型的影响
,

其强~ 弱规律是
: 2。 ( R )

一

人参皂贰> 2。 ( )S
一

人参皂

贰
。

以上规律系首次报道的成果
。

此外
,

我们还发现人参皂贰对肿瘤坏死因子 ( T u m o r N ec or iss

F ac ot
: ,

T N F ) 有增效作用
。

肿瘤坏死因子是在生物体内由激活的巨噬细胞和激活的淋 巴细胞

-(I T )产生的活性蛋 白质
,

它可使动物的肿瘤发生明显坏死
。

1 9 8 5 年
,

美国 F D A 已批准将 T N F

用于临床治疗
。

在祖国医药宝库中人参用于大补元气
,

扶正祛邪
。

将古典记载与现代方法结

合起来考虑
,

人参可能具有增强 T N F (扶正 ) 及抗肿瘤活性 (祛邪 )
。

为了研究
,

我们以小鼠

纤维母细胞株 ( L
o Z。

) 为靶细胞
,

测定靶细胞死亡 50 %所对应的 T N F 最大稀释度
,

以测定 T N F

的破坏肿瘤细胞的效价
。

结果表明
,

单用 T N F 的效价为 61 97
.

4 川m1
,

当加入 8 陀 人参皂贰

R A
I

时
,

T N F 的效价增至 4 5 6 5 9
.

2 拼g /m l
。

即体外实验人参皂贰 R A
,

可使 T N F 的抗肿瘤作用

增效 80 倍
。

特别是用 S
: 8。

实验型荷瘤小鼠做整体实验时
,

人参皂贰 R A
,

也能使 T N F 增效高

达 10 倍
。

这一发现有两方面意义
:

一方面在理论上有助于从一个侧面解释人参的扶正祛邪作

用 ; 另一方面人参皂贰 R A ,

很可能成为 T N F 的增效剂
,

为新药开发研究奠定基础
。

( 3) 人参皂试抗缺血性心律失常活性及其构效关系的研究

中医理论认为人参能通血脉
,

人参膏能治疗脉大无伦
,

有起死回生功效
。

现代药理实验

表明
,

人参及其提取物对多种方法诱导的实验性心律失常有防治作用
。

有关人参单体皂贰对

心律失常的作用则报道很少
。

我们以脑垂体后 叶素诱发麻醉大鼠急性缺血性心律失常为模型
,

研究了 8 种人参单体皂贰急性缺血性心律失常的影响
,

并初步探讨了构效关系规律
。

a( ) 人参单体皂贰对脑垂体后叶素诱发麻醉大鼠急性心肌缺血的影响

人参皂贰
一

R 。 , 一

R e
组对脑垂体后叶素诱发麻醉大鼠急性心肌缺血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

其

中人参皂贰
一

R e 组与利多卡因阳性对照组对心肌缺血有非常明显的保护作用
,

而人参皂贰
-

R h
: , 一

R h
:

组尽管在急性缺血期略能改变缺血症状
,

但在其前期及后期均出现心肌缺血
。

( b) 人参单体皂贰对脑垂体后叶素诱发麻醉大鼠缺血性心律失常的影响

人参皂贰
一

R h
Z , 一

R h
, 一

R g
Z , 一

R g
3 , 一

R d
, 一

R c
组均不同程度地出现缺血性心律失常

,

而

人参皂贰
一

R 。 , 一

R e
组对室性早搏及心律失常均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

其中人参皂贰
一

R e
组与利

多卡因阳性对照组对室性早搏及心律失常有非常明显的保护作用
。

此外
,

人参单体皂贰对室

性纤颤 ( V F ) 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

c( ) 人参单体皂试对大鼠缺血性心律失常保护作用的构效关系初探

当贰元不同
,

连接糖的数目相同时
,

其活性强度顺序为
:

原人参三醇型 > 齐墩果酸型 >

原人参二醇型
。

例如
:

对于三糖贰 R e > R o > R d ;
对于二糖贰 R g

Z

> R g
。 ;
对于单糖贰 R h

l

> R h
Z 。

当贰元相同
,

连接糖的数 目不同时
,

其活性强度顺序为
:

人参三糖贰 > 人参二糖贰> 人

参单糖贰
。

例如
:

原人参三醇型 R e > R g
Z

> R h
, ; 原人参二醇型 R d > R g 3

> R h
Z 。

上述实验结果证实了祖国医学中关于人参治疗脉大无伦的正确性
,

同时也为寻找高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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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的抗心律失常新药提供科学依据
。

人参皂贰
一

R e
作为抗心律失常剂 已申请日本专利

,

正进入

实质审查阶段
。

这一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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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院士获 1 9 9 5 年
“

汤普逊纪念奖
”

月正津十
闪瓜ì卜

一

《光谱化学学报 》 ( 《 S eP ct or c hi m ic a A ct a 》 ) 是具有 50 年历史的国际分子光谱学的核心杂

志之一
。

从 1 9 8 6 年起该杂志设立
“

汤普逊纪念奖
” ,

以纪念著名科学家
、

曾任该杂志主编的

汤普逊爵士
。

该杂志的编委会是汤普逊奖的评委会
,

它包括世界各国光谱学领域的许多有代

表性的专家
,

其中中国的专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张存浩院士
。

每年 1 月
,

由编

委 (评委 ) 们从去年在该杂志发表的论文中提名 12 篇左右的论文作为候选论文
,

然后 由全体

编委 (评委 ) 通信投票
,

选出其中 1篇作为该年在该杂志上发表的对分子光谱学的发展作出

最重大贡献的论文
,

授以汤普逊纪念奖
。

由于它是分子光谱学领域中唯一的对作者年龄不加

限制的奖励 (此外还有一项专门授予 35 岁以下的青年光谱学家的奖 )
,

因而 目前在国际分子

光谱学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
。

今年获奖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朱清时教授
,

是第一个非英非美国家的获奖者
。

他的两篇

研究选键化学的基础— 分子局域模振动的论文
: “

SI H 4 v 一 6和 v 一 7泛频的高分辨光谱研

究
”
和

“
H Z S e vl +

v Z 和 v Z十 v 3振动谱带的高分辨光谱研究
”

被 《光谱化学学报 》 的编委会

选出
,

作为 1 9 9 4 年在此杂志上发表的代表着光谱学的特别重要的进展的论文
,

获得了 1 9 9 5 年

的
“
汤普逊纪念奖

” 。

这两篇论文都是作者在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八五
”

重大项 目
“

量子

化学和非平衡态统计
”

的子项 目研究工作中产生的成果
。

发奖仪式于 1 9 9 5年 7 月 13 日上午在北京举行
。

《光谱化学学报 》 主编
、

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教授斯坦菲尔德主持授奖 (照片见封 3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