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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考察茖葱 Αλλιυ µ ϖιχτοριαλισ 中的 种化合物对小鼠培养心肌细胞的作用 ∀方法 制备小鼠的

培养心肌细胞 利用微机控制的图像分析监视系统 考察茖葱中分离出的 种挥发性成分对培养心肌细胞的心率及

振幅的作用 ∀结果 其中二甲基二硫 !甲基烯丙基三硫 !甲基烯丙基硫醚和二烯丙基二硫对培养心肌细胞的心率和振

幅均有明显的增强作用 并对 ≤ 2 × °酶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而不含硫的 2戊酮对心率 !振幅 ! 2 × °酶及

≤ 2 × °酶均无影响 ∀结论 含硫化合物引起的正性肌力作用可能与它的酶抑制作用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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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茖葱 Αλλιυ µ ϖιχτοριαλισ 是百合科葱属植

物 主要分布于日本的北海道等地 ∀研究表明 它不

仅有抗血栓 !对过剩的胆固醇有抑制作用 而且对血

小板凝聚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 ∀这些药理作用主要

来自于含硫挥发油成分 ∀为了寻找其新的药理作

用 本文用培养的小鼠心肌细胞 对其挥发油成分做

了研究 ∀

实 验 部 分

  材料与动物  ∞ ∞

∏ 日本日水制药株式会社 ∀ ƒ ≥ ƒ

√ ∏ • ∏ ∀

∞°∞≥ 日本同仁化学研究所 ×° 2 ×°

酶和 ≥ ≤ ≥ ∏ ≥ 其他化学

试剂均为优级试剂从和光纯药株式会社 半井株式

会社购入 ∀茖葱新鲜叶是由日本北海道 ° 技术

研究所提供 ∀其挥发油提取物中分离的 种化合物

分别为 2戊酮 2 2°× 二甲基二硫

∏ ⁄ ⁄≥ 甲基烯丙基三硫

∏ ×≥ 甲基烯丙基硫醚

∏ ≥ 二烯丙基二硫

∏ ⁄ ⁄≥ ∀实验动物为妊娠约 ∗ 的

≤ 小白鼠 日本静冈县实验动物农业协同组提供 ∀

收稿日期 2 2

3 × ƒ ¬

  心肌细胞培养  根据五岛等≈ 的方法制备了

心肌细胞 ∀将妊娠 ∗ 的 ≤ 小白鼠的胎儿

心脏取出 将其放入 1 胰蛋白酶 1 胶

原酶的混合液中 切碎 在 ε 的恒温水浴中振荡

加入含有 牛胎儿血清的 ∞ ∞ 的

培养液 离心 ε # ∀去除上

清液 按照 ° ≈ 方法除去纤维芽细胞 然后将

其分散于涂有纤维连接素的载玻片上 放入

塑料培养皿中 置于 ε 空气 ≤ 的饱

和水蒸汽的培养箱中 经 培养 待测定 ∀

心肌细胞心率和振幅的测定  心肌细胞的心率

和振幅的测定是根据黄圣伦等≈ 的方法进行的 将

附着心肌细胞的载玻片 细胞面向下 置于带有洞穴

的丙烯酸脂板上 洞穴中充满含有 ƒ ≥ 的 ∞°∞≥

溶液 ∀使其静止 后开始测定 ∀首先测定空

白溶液 含有 ⁄ ≥ 的标准培养基 的心率 在

相同条件下测定对照品及样品的心率 ∀测定时 在

ε 恒温倒立位相差式显微镜 ∏ ×2

下 由内藏摄像机成像后又转变成电信号而检出的

其数值通过计算机 ∞≤ °≤2 ∂ 处理 ∀

由显微镜观察到的心率情况 经内藏摄像机

∏ ƒ≤⁄2 摄像后直接转录到录放机

≤2 上 将其画面显示于图像监视器

∞≤°≤2 ⁄ ∀通过连有计算机 ∞≤ °≤2

的图像分析器 ° ≥ 2 进行画像解析 ∀

选择细胞群的录相画面中高亮度的 个点 记录各

点的周期性 1 间隔 跳动情况 ∀一定时间内的

振幅是根据测定波形图的峰高度计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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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药后相对的心率或振幅按下式计算

投药后一定时间内心率或振幅
投药前的心率或振幅

≅

结 果

1  含硫化合物对培养心肌细胞的作用

对挥发油中的 种化合物作用于培养心肌细胞

的情况进行了考察 ∀结果含硫化合物均对培养心肌

细胞的心率和振幅有不同程度的增强作用 而不含

硫的化合物则对两者均无影响 ∀见表 ∀

Ταβ 1  Εφφεχτ οφ χοµ πουνδσφροµ Αλλιυµ ϖιχτοριαλισεξτραχτ ον τηε βεατινγ οφ µψοχαρδιαλ χελλσηεετ ιν χυλτυρε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33 ? 33 ? 33 ? 3 ? 3 ? 3 ? ?

×≥ ? 33 ? 33 ? 33 ? 33 ? 333 ? 33 ? 333 ? 33

≥ ? 3 ? ? 3 ? ? 33 ? 3 ? 33 ? 3

⁄ ⁄≥ ? 3 ? ? 3 ? ? 33 ? 3 ? ? 3

× ∏ ∏ ∏

√ ∏ ∏ ∏ ∏ ≤ ∏ 1
# ξ ? σ ν 3 Π 1 3 3 Π 1 3 3 3 Π 1 ϖσ ⁄ ≥

∏

2  生药浸膏中的 Να+ , Κ+ ,Χα2 +含量测定

1 挥发油提取物中加入 1 的浓

湿法灰化 用原子吸收光谱仪 ≥ ∏ 2

2 测得的 ≤ 的含量分别为 1

≅ 1 ≅ 和 1 ≅ # ∀

结果表明 浸膏中这些离子含量远低于标准培

养液中的离子含量 1 # 所以 对心肌

细胞的心率不会带来影响 ∀

3  Να+ , Κ+2ΑΤΠ酶的活性测定

2 ×° 酶活性的测定是根据

等≈ 的方法进行的 ∀将混合液 #

# ≤ # ×

∞ × # ≤ # ≤

# × ×° 和样品溶解在 ⁄ ≥ 中 最

终浓度为 在 ε 的恒温水浴中培养

释放的无机磷通过 等≈ 的方法进行测

定 ∀结果表明 茖葱中各化合物在浓度为 1

# 的条件下测定 对 2 ×°酶无影

响 ∀

4  心肌肌浆网 Χα2 +2ΑΤΠ酶的制备和测定

≤ 2 ×° 酶的制备是根据 ≤ 等≈

的方法进行的 ∀首先将 ⎯ 兔 1 的心脏摘出

用 1 # ≤ 将心脏洗净 切成碎片 称

重 ∀然后 加入 溶液 ≈ 1 #

∏ 1 # ⁄× × #

# 2 ≤ 1 用聚四氟乙

烯均化器均化 离心 ≅ 上

清液用 ∗ 层的网状滤器过滤 ∀再离心 ≅

用含有 1 # ≤ 溶液 悬

浊 静置 后 离心 ≅ 上清

液进一步离心 ≅ ∀得到的沉淀溶

解于少量溶液 中 ∀置于 ε 保存备用 ∀

将样品或作为空白的 ⁄ ≥ Λ 加入到 1
混合液 # #

≤ Λ # ≤ ≤ # ≤

# × ×° Λ # 中 再加入

Λ 上述制备的 ≤ 2 ×°酶 在 ε 下反应

后 根据 ≥ 等≈ 的方法测定游离的无机

磷 ∀结果见表 ∀

Ταβ 2  Εφφεχτ οφ χοµ πουνδσφροµ Αλλιυµ ϖιχτοριαλισ

εξτραχτ ον Χα2 +2ΑΤΠασε αχτιϖιτψ

≤ ∏
∏

Λ # Λ #

≤ ⁄ ≥ ?

2°× ?

⁄ ⁄≥ ? 3

×≥ ? 3

≥ ? 3

⁄ ⁄≥ ? 3

¬ ∏ − ≤ 2 × ° √ . ∏

ε × ∏

1 # ξ ? σ ν 3 Π 1 ϖ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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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表明 化合物 ⁄ ⁄≥ ×≥ ≥ 和

⁄ ⁄≥ 在 1 # 浓度下测定 对 ≤ 2 ×°

酶有抑制作用 而 2戊酮 在相同浓度下没有影响 ∀

讨 论

  本实验利用微机控制的图像分析监视系统考察

了茖葱中挥发油成分对小鼠胎儿培养心肌细胞的心

率和振幅的作用 ∀结果表明 不含硫的化合物 2戊

酮对心率和振幅均无显著性影响 而含硫的 种化

合物即 ⁄ ⁄≥ ×≥ ≥和 ⁄ ⁄≥对培养心肌

细胞的心率和振幅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强作用 ∀其中

×≥作用最强 其次是 ⁄ ⁄≥ 提示对心肌细胞

的心率和振幅的增强作用可能与化合物中的硫及其

数目有关 ∀

强心苷正性肌力作用的机制是通过抑制心肌细

胞膜上的 2 ×° 酶 ∀本研究结果 茖葱中

的 种化合物在浓度为 1 # 的条件下测

定 对 2 ×°酶活性没有抑制作用 而含硫

的 种化合物对 ≤ 2 ×°酶有抑制作用 结果表

明 含硫化合物的强心作用方式与强心苷不同 ∀

含硫化合物的强心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心肌肌

浆网 ≤ 再摄取或增加心肌肌浆网 ≤ 的释放有

关 其作用的确切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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