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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性物质川楠素的研究概况

赵 善欢 张 兴

, (死 虫毒理研 究室 )

提 要

本文对川糠素的来源
、

发现
、

提制
、

生产
、

应用及药理
、

毒理
、

毒性等方面 的 研 究 历

史
、

现状及展望作了简单叙述
。

旨在讨论进一步研究这一夭然化合物的重要意义
。

特别是通

过对川棣素在医学上的药理
、

毒性等方面研究成果的回顾
、

总结
,

而为深入研究其在害虫防

治方面的作用机制及应用措施提供依据
、

寻找线索
、

开创思路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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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研制较能适合于害虫综合防治 (I PM ) 要求的优秀杀虫剂 工作 中
,

从植 物

界寻找较理想的杀虫活性物质已成为一个主要的研究课题
。

特别是近十多年 来 对 印 棣

( A z a d i r ac h t a i摊 d纪a A
.

J u s s
)

.

苦楠 (M e艺f a a z e d a r oc h L
.

) 等几种谏科植物杀虫

特性的研究
,

非常引人注 目
。

有报道指出
,

从楠科植物中已分离出了 2 80 多 种具 杀虫活

性的柠檬素 l( i m o n io d) 类物质 邝 7 〕 。

其中来自印楠的物质最为有 效
。

美 国 的 一 个

印糠产品
,

M ar g os
a n 一

O
,

已作为杀虫剂正式通过注册
r 艺 . 〕 。

我国在这方面也作 了不少

工作
,

关于印棣的研究我们也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 〔 2 。 〕 「, 。 〕 。

但这种植物产于非洲
、

南美

洲及东南亚
,

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发现有分布
。

糠科植物在我国均分布有 15 属
,

64 种
,

是

我国热带
、

亚热带森林组成中的重要成分和园林绿化树种
。

特别是辣科株属植物的代表

种— 苦糠及其近缘种川棣在我国南部地区广为分布
,

在我国用于医药及杀虫已早有历

史记载
。

解放后从棣属植物中分离提制 出了川糠素
,

主要用于人医中驱除寄生虫
。

近几

年通过大量研究
,

在杀虫
、

医用及生理研究方面又有了不少新发现
。

本文试图从我国几

种棣属植物应用的历史到川辣素的发现
,

研制应 用的过程及其现状
、

发展前景作一扼要

描述
,

旨在为这一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11糠素的发现
、

化学
、

提制及生产概况

川楠素是 1 9 5 5年四川中药研究所根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
、

传统医学及民间流行使用

情况
,

在寻找代替进口药物山道年驱蛔药物时从几种楠属植物中发现的
。

在临床治疗的

配合下
,

四川省中药研究所第三研究室从 1 9 5 3年起
,

开始探索川辣的驱蛔有效 成 份
,

198 7年名月 12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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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5年从韧皮部中分离出一种有效成份晶休
,

定名为川柿素 ( T o os e n d a 成 n)
。

该 品为

~ 白色针状晶体
,

无色
、

无臭
、

味苦
。

易溶于乙醇
、

甲醉
、

乙酸乙脂
、

丙
一

酮
、

二 氧 六

环
、

毗睫等
,

微溶于热水
、

抓仿
、

苯
、

乙醚
,

难溶于石油醚
。

熔点在含一分子结晶水时

为 1 78 ~ 1 80 ℃
,

乙醉中结晶产物为 2 38 ~ 2 40 ℃ ,

薄层上分单一的两个色 点的 熔点为 2 43

~ 24 5℃
。

四川省中药研究所顾月翠等用纸层分析光光度侧定法来定性定里分析川辣素
。

以乙二醇作固定相
,

苯一丙酮一乙二醇 ( 9 , 1 ,
饱和 ) 作移动相

,

纸层析分离
,

用对

二甲氨基苯甲醛硫酸试剂显色
。

并发现川株素层析图谱始终存在有两个点而推测其有互

变异构现象
。

钟炽昌等
「 ’ . 通过化学反应及光谱分析

,

证明川株素为一吠喃三菇类化合

物
。

初步确定了它的化学结构及立体构型 (图 1 )
。

口

舒国欣等从层析特性上分析川械素有

两个互变异构休
,

用氖不定位标记而测定

其放化纯度时
,

也证实了川糠素有两个互

变异构体
。

从而认为图 1 不能完全反映川

糠素的真实化学 结构
。

作者从有关
s e n d a -

n i n
结构 (图 3 ) 的文献中认为

,

川辣素可

能只比
s e n d a in n

少一个乙酞基
。

通过化学

分析
,

红外光谱
、

核磁共振谱及晶胞参数

等分析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

从而对川袜

素的结构作了修定 (图 3 ) 〔 . 盆〕 。

川株素结构中 C一 28 位为游离轻墓
,

因含有半缩醛基团而具有互变异构现象
。

这一结构特点在衍生物制备及结构活性分

析中具有重要意义
。

图 l 初定川株素结构式 .

备卜 声君里 御、

劫
.

悠价 , 妙
,

冬外J 赶-0
.

怂价
,

.目 ~ 气 、 ~ 才 ) 、 -气~ 。
-

,七 、 J ` 、 , , J . ,

图 2 川棣素分子中半缩醛结构的互变异构

现象

在我国分布的糠属植物有三种
,

即苦谏 (M o l ia oz “ ar cc 九 iL nn
.

)
,

又名棣
、

棣

树
、

紫花树
、

森树等 , 川糠 (M e l i a t o o s e九 d , S i e b
. e t Z u e e 。

)
,

又名金 铃子
、

唐

苦棣
、

大果苦谏等 , 和南岭棣 ( M刁 l’o d“ 盯 a C a v 。

)
,

又名大德树 〔 2 。 , 。

其 中以苦株

分布殷为广泛
,

广布于黄河以南
,

以北也有零星分布
。

而川楠和南岭楠主要分布于西南各

省
,

南部其它省也有分布
。

这屯种伸属植物中均可提取 出川棣素
,

只是含且不同而已
。

川株树皮中川棣素含 t 为苦棣
、

南岭棣皮的 2 ~ 3 倍
,

川械根皮中川谏素 含量为杆皮中的

2 ~ 8 倍
。

12 月至 8 月之间
,

皮中川糠素含量最高
,

快速干燥 (以真空干燥最好 ) 则不

致使川棣素降解
。

贮藏中徽工霉菌感染反而会使川辣素含 t 增高
` . 〕 。

在川棣素的工业生产过程中
,

四川省中药研究所及宜宾地区红光制药厂 (现名四川

宜宾制药厂 ) 等几个工厂以株树韧皮作原料
,

用 70 %乙醉浸演
,

用 t 约为原料的 1
.

通倍
,

损耗 t 为原料的。
.

25 倍
。

川棣素纯品收得率约为原料的。
.

3 %
。

后来曾用水 代 替 70 %乙

醉而使胶质少出
,

然后用抓仿萃取法
,

川棣素收得率为。
.

25 ~ 。
.

3% , 用湿炭吸 附法可

得到川株素 。
.

4%
。

钟朝杰等
` ’ “

又介绍了一种连续溶剂萃取法从川棣皮水浸液中提取川

袜素的方法
,

为川棣素新型工业生产设备的设计提供了依据
。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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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性物质川棘素的研究概况

每

协

协

川楠素的药理及药性

柿属植物本身作为医药使用
,

在我国据文字记载至少已有二千年的历史
。

公元前 1

一 2 世纪有人托名
“
神农氏

”
所著的 《神农本草经》 中便记有

: “
楠实

、

味苦寒
。

主温

疾伤寒
,

大热烦狂
,

杀三虫疥疡
,

利小便水道
” 。

自此以后
,

也有不少著作如 《肘后备

急方 》 ( 2 8 5~ 3 4 1
,

葛洪
、

《雷公炮灸论 )) ( 4 2 0~ 4 7 9
,

雷学文 )
、

《 名 医 别 录 》

( 5 0 2 ,

陶弘景 )
、

《千金方》 ( 5 5 1一 6 5 2 ,

孙思避 )
、 《图经本草 》 ( 1 0 1 8 ,

苏颂 ) 等都不

同程度地有所论述
。

还有不少偏方
、

单方中也都包括有糠
,

如 “ 金铃散
” 、 ”

楠实丸
”

等
。

但 以明朝李时珍所著的 《本草纲目》 ( 1 5 9 6 ) 对谏记述的最为详细
。

这些名著中均

认为其是一种清热解毒
,

去肝火
,

止痛
,

治庙
、

疥
、

驱虫之良药
。

解放后从辣树中提出

的川棣素被加工成川谏素片用于驱蛔
。

不少医学文献通过对大量病例的调查研究
,

认为

川株素片驱蛔具有效果高而迅速 , 服用方便 , 不用附加泻剂 (其本身有催泻作用 ) , 价

廉 , 兼驱晓虫等优点
。

疗效超过或相仿于进口 驱蛔药物山道年
。

在驱蛔机理研究中
,

刘桂德等
`
艺

通过对猪蛔虫的一系列试验表 明
,

川 辣素 对 猪

虫有麻痹作用
,

药效表现较为缓慢
。

主要作用部位系猪蛔首部的神经环
。

但此麻痹作用

可自行恢复而为暂时性的
。

四川省中药研究所吴廷楷等通过电刺激及肌肉磷代谢的试验

表明
,

川棘素可透过蛔虫表皮而使其兴奋
,

自发活动加强
,

间歇出现异常的剧烈收缩而

破坏了其运动规律
。

造成能量的供不应求
,

导致收缩性疲劳而痉挛
,

使虫体不能附着肠

壁而驱 出体外
。

并证明川楠素对猪蛔虫的胆硷脂酶活性以及呼吸和酵解均无明显影响
。

另外
,

值得提出的是杨平等 〔 , 、

在兽医上用于驱蛔时
,

发现猪对川糠素 很敏 感
,

大剂量

可引起猪体中毒死亡
。

孙步云 〔 ’ 〕也曾报道过川楠素驱蛔引起中毒的两个病例
。

虽然稽其

原因
,

昏因服用了 超过标准 2 一 3 倍药量而致
,

但也曾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进行了其毒

性的研究
。

一系列的试验表明
,

川棣素对试验动物胃膜有刺激作用
,

易发生水肿
、

炎症

等病变
。

大剂量主要可损伤胃及肝
,

且有一定的累积作用
。

这在以后的研究中值得引起

重视
。

近些年在川棣素药理
、

药性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突破
。

施玉裸等
` ’ 7〕首先通

过对大鼠隔肌标本的一系列电生理测定
,

报道了川楠素的神经肌 肉接头前的阻遏作用
。

李培忠等
厂̀
报道川柿素对传出神经 系统的胆碱能神经系统及肾上腺素能 神 经系统均无

明显影响而主要阻断神经肌肉间的传递功能
。

与此同时
,

黄世楷等 〔 2 ’
一

报道川楠素在神

经肌肉接头可引起亚显微结构变化
。

后来
,

熊春生
r Z 名 用大鼠重复了亚显微研究

,

得到

了一致的结果
。

这又从形态学方面支持了川糠素的接头前作用机理
。

这一发现是非常有意义的
。

因为就目前所知
,

仅有的几种突触前阻断剂基本都属于

高分子的毒蛋白
,

如肉毒杆菌毒素 (肉毒 ) 和日一银环蛇毒素
。

而川辣素这一相对而言结

构简单
、

容易提制的四环三菇类化合物的特殊生理活性的发现
,

无疑将对突触前生理及药

理研究有所推动
。

施玉才梁等 〔 ’ 。 〕用大鼠隔神经隔肌标本作了进一步观察
。

结果表明
,

川糠

素所引起的各种反应都与接头前阻遏剂— 肉毒的特性相似
。

但对小终板电位发放频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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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影响形式及中毒肌肉标本对间接强直刺激引起的反应型有所不同
。

这些现象证明它们

的作用环节和作用方式又不完全一样
。

巧合的是
,

李培忠等 〔 `
在筛选肉毒中毒治疗药物时

,

发现川辣素能治愈致死剂盆肉

毒中毒的动物
。

肉毒杆菌毒素是目前所知的最强毒物
,

一些国家已将它列为标准战剂
。

肉毒中毒至今在世界各地仍时有发生
。

治疗的主要手段是使用抗肉毒血清
。

鉴于抗肉毒

血清在生产上的困难和使用上的限制
,

国内外学者从本世纪初便一直在寻找简单有效的

治疗药物
。

但成效甚徽
,

至今仍未见有明显突破
。

自李培忠 等报道了川棣素对肉毒动物

的 治疗效果后
,

立即引起了国外有关学者的重视
。

我国学者近几年在混用增效
、

剂型加

工
、

药代动力学等方面又作了不少工作
,

但能否实际应用
,

则还有待于进一 步 进 行 研

究
。

从以上概要叙述可看出
,

川棣素这一源于植物具驱蛔作用的吠喃三菇类化合物
,

却

与专一地作用于神经肌肉接头前的高分子毒蛋白— 肉毒和日— 银环蛇毒素 相 似
,
为

一不可逆地
、

选择地作用于突触前的神经肌肉传递阻遏剂
。

川株素与肉毒同为神经肌肉

传递阻遏剂
,

它却有明显的伉肉毒效应
。

这些充分证明川株素具有独特的生理作用
,

有

希望成为一医用及生理研究的活性物质
。

价

川辣素杀虫作用研究情况

关于株树的杀虫作用
,
历史上也有不少记载

。

《神农本草经 )) 中记有
“
杀三曳

” ,

随后的多种本草医书中也偶有谈论
。

宋朝大诗人苏东坡所著的 《格物粗谈》 ( 1 0 8 0) 中

记道
. “

收苦棣花或叶藏席下可避蚤虱
” , “

端午取棣子碎投厕中不生虫
。 ” 《本草纲

目》 中记道
: “

花
,

铺褚下
,
杀蚤虱

” 。

《中国土农药志》 ( 1 9 5 9 ) 中对棣树皮
、

叶
、

果实
、

花防治农业卫生害虫有详细记载
。

根据这些文献记载及国外对印株的研究
,

特别

是我国医学科技人员对川株素应用及机理上的研究进展
,

启发了华南农业大学昆虫毒理

研究室从 1 9 8。年开始首先对川糠素的杀虫作用作了探讨
,

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在 1 9 5 0 ~ 1 0 5 2年的广泛筛选工作中
,

首先在三化螟 ( cS i r p o p五a g a i摊 e e ,
·

t“ l a s )内吸毒

杀试验中发现了川辣素具强的内吸拒食及毒杀活性
。

所以在该试验中一直用川棣素作为

标准药剂而代替了原计划标准药剂— 杀虫眯
一

` ’ 〕 。

在其它试验中又发现川棣素对白脉

粘虫 ( s p o a o p te r a v e” a l b a
)

,

小菜蛾 少 Iu t e l l a x y l o s r e l忿a )
,

亚洲玉米螟 ( O s t r i碑 i a

f “ r九 ac a 忿̀ s ) 均表现出强的拒食活性
。

但对桔蚜 ( A p几f s e i t r i e i d 1’ s )
,

桔二叉蚜 ( T o 大 o p t e r a

以
r
, t i i )

,

莱组管蚜 (p 人o p a忿o s i p如二 p s e u d o b r a s s f e a e )和两种六月金龟甲 (A o o二 a不a

c “ p r ip o s , 万 o z o t r i e人i。 o v 。 ta ) 无 明 显拒食及忌避作用
。

不足的是
,

当时未 观 察其胃

毒毒杀效应 J ’ 几 ; ` 2 〕 。

在对粘虫 ( M y t五f , 。 a s e p a r a t a ) 的试验中
,

发现在人工饲料中混

人 1 p p m 的川棣素
, 7 天后幼虫体重减轻率为 64

.

9%
, 9 天后死亡率达“ %

。

另外
,

在斜

纹夜蛾拒食试验中
,

测定出对 6 龄幼虫的选择性拒食中浓度 ( A F C
。。

) 为 2 7 p p m
,

但非选

择性的A F C
。 。

却为 9 1 4 p p m
,

二者相差 30 多倍
,

这个问题值得进行深人研究
`

, ’ 〕 。

张格

成等 一 报道了防治几种柑桔害虫的效果
,

用 l 0 0 0 p p m川棣素防治桔蚜
, 6 天后 虫 口减

退率达 90
.

8%
,

但对矢尖娇的效果不很高
。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利用提制川谏素时的废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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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

协

.

来防治这两种虫
,

300 倍浓度下均有很高的防效
。

在川楠素杀虫作用研究中
,

研究较为深人的是对蔬菜上的一大主要害虫— 菜青虫

的防治试验
。

早在 1 9 8 1年我们就曾发现川株素对菜青虫幼虫有强的拒 食活 性
,

1 0 0 p p ln

的浓度拒食率可达 86 %
,

同时也注意到了川棣素的 胃毒毒杀作用
。

张业光等 〔 3 2 〕报道
,

I O00 p p m川株素对 5 龄菜青虫幼虫的拒食率达 9 7
。

5%
。

对 1 龄 幼 虫 Z o o p p m 可 致 98 %

的试虫死亡
。

盆栽试验防 3 龄幼虫
,

40 仰 p 。 处理中 5 天后的叶片保护率可达 90
.

6 %
。

赵

善欢
,

曹毅等
` ’ 3

曾对川株素防菜青虫作了深人的研究
。

从室内生物测定
,

盆栽防治及

残效期测定到田间小区试验
,

系统地测定了川株素对菜青虫幼虫的生物活性
。

最后指出

用 5 0 0一 80 0P p in 川株素
,

在大田条件下便可达到保护菜苗的目的
。

但俊现川棣素对甘兰

菜苗有药害现象
。

最近我们又发现
:

未经重结晶的川棣素粗制品 (约含川辣素 50 % ) 对

菜青虫的防效远高于川糠素纯品
,

同为 2 5 o p p 二浓度
,

其拒食率分别为 8 9
.

3%及 54
。
5 %

。

在田间小区试验中
, 4。。p p m川辣素的防效接近于 1 00 0 p p m的常用杀虫剂乙酚甲胺磷

,

叶

片保护率分别为 7 9
.

3 %及 95
.

2 %
。

经试验
,

选用适当的溶剂及乳化方法所制成的川棣素

乳掖
,

不但在田间有效浓度按纯品计算可降到 1 50 ~ 2 0 0 p p。 ,

而且可避免对甘兰发生药

害
。

另外
,

用生产川棣素时的粘稠废液干燥而成的粉状物在室内生测及田间 防 治 试 验

中
,
均对菜青虫表现出一定的防效

。

同时对甘兰菜苗的生长还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

很有

必要作进一步深人细致的研究
。

值得注意的是
,

不管在盆栽及田间小区试验中
,

发现对

几种主要天敌如食蚜蝇幼虫
,

瓢虫成虫及幼虫
,

蚜茧蜂等均很安全
,

但在整个试验中
,

发现对菜蚜防效不佳
。

最近
,

根据我们研究室的研究结果 (详细另文报道 )
,

发现川棣

素与苏云金杆菌 ( B
.

t
。

) 混用
,

具有明显阻止菜青虫 4 龄或 6 龄幼虫取食为 害 的 作

用
。

保叶增效高达 23 %
,

并影响幼虫的生长发育
,

化蛹率和蛹重明显下降
,

对幼虫毒杀

力显著提高
。

川棣素与有机磷杀虫剂乐斯本 ( C hl or pyr i f o s ) 混用
,

对菜青虫 4 龄虫亦

表现增效
。

这些混合配方经进一步的试验
,

可望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

在川谏素对昆虫的作用方式及作用机理方面也作了观察
。

我们早在 1 9 8。~ 1 9 8 1年曾

用滤纸爬行法测定了川棣素对三化螟
、

米象
、

玉米象的接触杀虫作用 , 用点滴法测定了

对荔枝蜷缘
、

玉米螟
、

菜青虫的接触毒杀作用 , 用培养皿密闭法测定了对米象
、

玉米象

的熏蒸杀虫作用
。

发现川棣素对供试昆虫不表现出接触和熏蒸杀虫活性
。

其它前已述及

的试验结果表明
,

川棣素对粘虫
、

斜纹夜蛾
、

玉米螟
、

菜青虫等试虫表现出强的拒食活

性
。

在较低浓度或在昆虫饥饿情况下而取食少量经川糠素处理的饲料后
,

又表现出胃毒

毒杀活性
。

在菜青虫试验中
,

中毒试虫表现为抽搐
、

麻痹
、

昏迷
,

于 24 ~ 4 8小时后才逐

渐死亡
。

大多数取食了川谏素的试虫均有拉稀现象
,

直至使后肠拉出腹部末端
。

部分高

龄幼虫取食少量川棣素后虽然可成预蛹或化蛹
,
但蛹休畸形或变小

。

幼虫旧表皮不能聪

出
,

或在着翅部位形成水泡状突出
,

但死于畸预蛹阶段的试虫仍为多数
。

由此可见
,

川袜

素对供试昆虫无接触
、

熏蒸杀虫活性
,

而表现出拒食
、

胃毒及一定的生长发育抑制作用
。

’

.

廖春燕等
广 2 “ 〕用粘虫为材料所进行的拒食作用研究中曾认为川株素与杀虫眯的作用

有相似之处
,

不但为一拒食剂
,

而且具有神经毒性
。

采用微量点滴的办法将川棣素滴于

粘虫口器的几个化学感受器上
,

观察它对取食反应的影响
。

发现川株素主要作用于下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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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
,

其次是下舞瘤状体而表现出拒食效应的 〔 2 . 。

施玉冷梁等 〔 ” 〕用电生理的方法证明川

株素的拒食效应与其作用于和取食有关的化学感受器
,
使之丧失了对食物刺滋的正常敏

感性
,

抑制了感觉传人冲动有关
。

廖春燕
、

刘秀琼 〔 盆 .
对粘虫口器上的化感器作了扫描电

镜观察
,

并通过试验而初步推论
,

川辣素主要作用于粘虫幼虫下翻须丹锥感受器
,

对下

葫瘤状休栓锥感受器也有抑制作用
。

这种抑制作用导致神经系统内导取食刺滋信息的传

递受到破坏而中断
,

使幼虫失去味觉功能而表现出拒食反应
。

关子川棣素对昆虫生长发

育影响方面的机理研究
,

傅贻玲 (私人通信 ) 曾对粘虫作过试验
,

发现对幼虫前脚腺从

组织学方面来看
,

影响不很明显
,

但用放射免疫法测定
,

发现日一悦皮激素的含 t 则显

著降低
。

关于这 , 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人进行
。

另外
,

值得一提的是
,

如果我们把医学毒理毒性试验结果和昆虫的相比较
,

则可发现

不少相似之处
。

从以上所述及的有关川抹素药理毒性研究文献中可看到
,

川棣素可使试

验动物肠胃粘膜发生水肿
、

发炎
、

及演疡而致拉稀甚至血便
。

而我们在菜青虫试验中也

观察到试虫取食川棣素后大 t 拉稀
,

甚至排出水泡状物
。

是否也是对肠道组织有破坏作

用
,

则有待于作进一步研究 , 中毒动物四肢无力
,

活动减弱
,

头下垂而表现出肌体无力现

象
,

菜青虫中毒后也表现出麻痹
、

昏迷
,

且持续几天后才死亡 , 动物电生理研究证明其

主要阻遏突触前的传导
。

而在昆虫中从中毒症状上来看也显然不同于 D D T
,

除 虫 菊 类

及有机磷
、

氮基甲酸酣类杀虫剂影响轴突离子穿透及抑制乙酞 胆硷脂酶 ( A 。五E ) 的致

释机理
。

最近
,

有人在美洲蜚蛛 (凡 ir p l研 et a a o er -lc 胡 a L
。

) 神经节上的电生理试验

也表明川棣素为一突触前传递阻遏剂 〔二 J , 动物试验中证明对供试动物的呼吸中枢有抑

创作用
。

而我们的初步试验中也可看出川棣素对菜青虫的呼吸有明显地抑翎
。

但这还须

从酶学
、

组织学及电生理等方面做进一步的证实
。

特别是驭蛔机理研究结果证明
,

川株

素可致蛔虫麻痹
,

可干扰蛔虫休内磷代谢
,

造成能 t 供不应求而影响到其行为等方面
,

对昆虫毒理研究也很有启发
。

这些研究结果都为我们探讨川棣素对昆虫致毒机理的研究

提供了线索和依据
。

甲

.

结 语 及 展 望

从以上对几个问题的简述
,

可看出我国学者在川棣素的分离
、

提纯
、

鉴定及工业化

生产方面作了不少工作
。

特别是在其生物活性方面进行了较深人细致的研究
。

已证明川

棣素的驱蛔及抗肉毒活性
,

并为一个不可 多得的接头前传递阻遏荆
。

在杀虫方面证明对

多种重要农业害虫有拒食及毒杀活性
,

充分表明这个源于自然界的化合物在应用方面的

潜力
。

但总的来说
,

我们对这一化合物还研究
、

认识得不够深人
,

仍有不少问题有待于

解决
。

如其化疗指数较低
,
对其杀虫作用机制还知之甚少

,

在生产加工
,

残毒和环境毒

理等方面的研究还存有不少困难
。

但用发展的观点来综合分析则可肯定
,

川株素仍为一

个极有前途的化合物
。

首先
,

川棣素为一来自于自然界的天然产品
,

则其本身的特性及可避免大规模化学

合成等方面
,

可使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程度降到极小
。

川株素的生产只是一个抽提和纯化

的简单过程
,

一般的社办工厂都可进行生产
。

如果选好溶剂并作好回收工作
,
则羞本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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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份

匆

不存在
“
三废

”
间题

。

川谏素本身为一天然产品而容易降解
。

而且作为一个杀虫剂
,

其

作用方式特殊
,

对害虫作用较缓慢
,

有拒食作用或取食后致使害虫拉稀
、

脱水
、

昏迷而

逐渐死亡
,

故对害虫天敌及其它有益生物基本安全
。

所以使用后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可能

性很小
,

也不会明显影响局部的生态平衡而较适于综合防治的要求
。

较符合于目前杀虫

剂发展的方向
`
从作用特性上来看

,

其既不属于速效型
,

也不属于缓效型
,

而是属于中

间型的过渡性杀虫剂
。

而这正好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 〔 7 〕 。

通过结构活性分析及分子改造来提高其化疗指数及杀虫活性
。

舒国欣等
f 2 3
所制备

的衍生物虽没有提高化疗指数
,

但已在其结构活性方面摸出了 一些规律
。

廖春燕
、

刘秀

琼
立2 。

的研究表明
,

它对粘虫的拒食活性与分子中半缩醛所在基团有关
。

如加入具硫基

的化合物如半肤氨酸或 D T T而消去半缩醛经基
,

则该物质便失去了拒食活性
。

另外
,

我

们的试验证明
,

川楠素肪衍生物及水解川柿素衍生物对菜青虫的拒食活性都远高于川械

素
。

这些均可为改造川棣素结构而提高其生物活性
、

降低毒性提供一定的依据
。

采用现代化的科研手段继续对其生理
、

毒理
、

药理及作用机制方面进行研究
,

有希

望发现其在医用
、

农用方面的新途径
。

川楠素的抗肉毒作用是我国学者的一 项 重 大 发

现
。

这一非蛋白结构的突触前传递阻遏剂肯定在治疗其它疾病及药理学研究方面仍有潜

力可挖
。

在杀虫作用研究中
,

我们的试验范围还很小
,
供试虫种也不多

,

所得的结果还

有限
。

如果通过对其作用机制 的深人探讨
,

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

使其成为一个新颖的

杀虫剂品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

直接应用川棣素粗制品便可达到经济有效
。

医学方面有关研究表明
,

用川楠素粗品

驱蛔虫
,

虽对人的反应稍有加重
,

但驱虫效果较高
。

纯品则反应较轻
,

但 驱蛔 效 果 也

差
。

我们最近的研究也证明
,

如按川株素纯品折算
,

同浓度川株素粗制品对菜青虫的活

性远高于川棣素纯品
。

张格成等 一
、

及我们最近的研究都发现
,

提制川辣素时的 废 液也

具有一定的杀虫活性
。

这些都提示我们在制取川棣素粗品
,

进行剂型加工后便可用于害

虫防治
。

这样可大大降低制剂的成本
,

是否其粗品中还含有其它杀虫成分
,

或其它成分

) l !棣素有协同或增效作用
,

则有待于进一步分析研究
。

川株素来原丰富
、

药源充足
。

该物质主要从川糠树皮韧皮部中抽提而得
,

但不少文

献报道从川棣近缘种苦棣及南岭糠中也抽提出川糠素
。

我们在三化螟内吸致毒作用试验

中
,

从生物测定结果来看
,

川棣和苦棣除树皮中含有川棣素外
,

叶子
、

木质部
、

根均不

同程度的含有川楠素 〔 ’ “
、

。

我们所测定的其它十余种具杀虫活性的谏科植物
,

是否也含

有川楠素
,

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单就株属植物在我国分布的广泛性
,

再结合绿化安

排建立棣树生产基地
,

则川棣素的工业化生产是可得到保障的
。

)”棣素作为我国所发现
、

研制的一个天然产品
,

与受到国际农药界极大重视的另一

棣科植物产品— 印棣素
,

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
,

但又各有所长
。

详见图 3 及表 1
。

此外
,

谏树产品的综合利用也大有文章可作
。

糠树木材轻软
,

纹理粗而美
,

适为上

等稼俱
、

建筑
、

箱盒
、

模型
、

舟车
、

乐器等用材
。

楠果的皮
、

肉可制白酒和工业酒精
,

果核硬壳可制糠醛
、

活性炭
。

川株油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

亚油酸 含 量竟 高 达

6 8
.

8 7%
,

有较高的医用价值
。

川株油可用于水稻害虫防治也已有报道
〔 ” J 〔 ’ ` 〕 。

苦 谏

盆



.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8 ( 2 ) 1 9 8 7

油除可以作增塑剂
、

肥皂
、

酚醛

清漆外
,

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杀虫

剂
。

可以用来防治水稻飞虱
、

叶

蝉等害虫
。

特别是近几年经华南

农业大学 昆虫毒理研究室试验证

明
,

苦棣油可有效地防治柑桔红

蜘蛛而对天敌安全
。

从以上这些方面不难可 以看

出
,

Jll 棣素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在

医用
、

农用及科学研究中有着广

阔应用前景的天然化合物
。

我们

衷心希望有关科技人员能联合起

来
,

组成一支
“
多 兵 种

” 的 队

伍
,

共同努力对我国这一自然资 “ 、

谏加以充分的开发和利用
。

幽
产

币

弹声0 .0 .

比 0 0 `

B

图 s 印株素 ( B )
、

川株素 ( A
, R 二 H )

和 s e n dan i n (A , R = A c ) 的结构式

表 i 川 株 素 和 印 株 素 的 特 性 比 较

结 构 特 点 对昆虫的作用 对高等动物的毒性

四环三裕类化合物 , 与 s .n d叭 in 拒食 内吸毒杀 , 胃毒 (麻痹致

相似
,

分子中含有一半缩醛投基基 }死 ) ,

及一定的生长发育抑制作用 (菜

团
,

可能与昆虫拒食活性有关
。

青虫取食后化为畸形蛹 )
。

大剂 t 可损伤胃及

肝脏 , 在体内有一定的

累积作用
。

璐
川株素

四环三菇类化合物 , 分子中含有

一顺 一 2 一 甲基丁烯 一 ( 2 ) 一 醋

基团
,

可能与抑制昆虫生长发育活

性有关
。

食 , 内吸拒食 , 接触及取食后抑制

虫生长发育 (作用于神经内分泌系
, 并可破坏昆虫表皮 )

。 可引起雄性不育

昆拒统

印株素

`



.

赵善欢等
:

植物性物质川棣素的研究概况

弓 l 用 文 献

今

禅

.

〔 1〕 孙步云
:

苦棣片中毒二例报告
,

《 中医杂志 》
, ( 6 ) 1 958

: 4 01 一 4 0 20

〔 2 〕 刘桂德
、

姚丹帆
、

毛本缓
:

几种驱虫药在试管内对整体猪蛔虫的麻痹作用
,

《生理学报 >
,

2 2 ( 1 ) 19 5 8
: 1 6一 2 1

。

〔 3 〕 杨平
、

李朝松
、

等
:

川棣片驱除猪蛔虫试验引起猪体中毒死亡报告
,

嘴中国畜收兽医 >
,

( 7 ) 1 9 6 2
. 2 5

。

〔 4 〕 李培忠
、

石笑春等
:
川棣素的药理学研究

,

《 中草药 》
, 1 3 ( 7 ) i g a Z : 2 9一 3 2

6

〔 5 〕 李培忠
、

邹镜等
:

JII棣素对肉毒中毒动物的治疗效果
,

《 中草药 》
, 1 3 ( 旧 ) 1 95 2 : 2。一 3 0

.

〔 6 〕 张兴
、

赵善欢
:

棣科植物对几种害虫的拒食和忌避作用
,

《 华南农学院学报 》
,

4 ( 3 》

19 8 3
: 1 一 7

。

〔 7 〕 张兴
:

害虫化学防治概念新进展
,

《 西北农学院学报 》
,

( 4 ) 19 8 5
:

65 一 7 70

〔 6 〕 张格成
、

李继祥
:

棣科植物物质防治柑桔害虫效果初报
,

《 中国柑桔 》
, ( 2 ) 1 98 5

:

35 一 36
。

〔 9 〕 周继铭
、

顾月翠等
:
川糠皮中川棣素动态的研究

,

《 药学通报 》
,

16 ( 6 ) 19 81
: 1。一 1 .2

〔 10〕 赵善欢
、

张兴
:

植物质杀虫剂对水稻三化螟的拒食及内吸毒力试验
,

《 中国农业科学笋
,

( 2 ) 1 98 2 : 5 5一 62
。

〔 11〕 赵善欢
、

黄炳球
、

胡美英
:

几种谏科植物种核油对褐稻虱的拒食作用试验
,

《 昆虫学报 》

2 6 ( 1 ) 19 8 3
:

1 一 O
。

〔1幻 赵善欢
、

黄端平
、

张兴
:

糠科物质对亚洲玉米螟幼虫取食和生长发育的影响
,

《 昆 虫学

报 》
,

2 8 ( 4 ) 10 85
: 4 5 0一 4 5 5

。

〔 1 3〕 赵善欢
、

曹毅等
:

应用天然植物产品川谏素防治菜青虫试验
,

《植物保护学报 》
,

12 ( 2 )

19 8 5 :
12 5一 13 1

。

〔 14〕 赵善欢
、

黄炳球
、

胡美英
:

棣科植物油及种核粉抽提物对稻瘦蚊产卵忌避作用及防 治 试

验
,

《 昆虫学报 >
,

2 , ( 2 ) 2 9 8 6
.

2 2 2一 2 2 4
.

〔 15〕 钟炽昌
、

谢晶曦
、

陈淑风
、

梁晓天
:

川谏素的化学结构
,

心化学学报 》
,

33 ( l ) 197 5
.

3日一 4 7
0

〔 1 6〕 钟朝杰
、

陈云彩
、

顾月翠
:

连续溶剂萃取法从川棣皮水浸液中提取川谏素
,

《中草药 》
,

12 ( 2 ) 1 9 8 1 :
1 4一 17

0

〔 1 7〕 施玉冷梁
、

乱乃森等
,

一种作用于突触前的神经肌肉接头传递阻断剂— 川株素
,

《 生理学

报 >
.

3公 ( 8 ) ! 98 0 : 2 9 3一 2 9 7
。

〔 18〕 施玉才梁
、

杨亚琴
、

王文萍
、

徐科
:

刺激频率
、

温度
、

钙离子对川谏素阻遏接头传递作用 的

影响
,

《 生理学报 》
,

5 3 ( 2 ) 19 5 2
: 1 4 1一 2 4 6

。

〔1 ,〕 施玉才梁
、

王文萍
、

廖春燕
、

赵善欢
:

川棣素抑制粘虫幼虫化学感受器诱发峰的观察
,

《 昆

虫学报 》
, 2 , ( a ) l o a 6

: 2 3 3一 2 3 5
。

〔2 0〕 候宽昭
、

陈德昭
:

中国棣科志
,

《 植物分类学报 >
,

蚕 ( i ) 1 9 5 5
: i 一 4 9

。

〔2 1〕 黄世楷
、

宋秀娥
、

施玉香梁
:

川谏素对小白鼠神经肌肉接头的超微结构的影 响
,

《 生理 学

报 >
, 3 2 ( 4 ) 1 9 8 0 : 3 8 5一 3 9 0

0

〔2幻 舒国欣
、

梁晓天
:

关于糠素的化学结构的修正
,

《化学学报 》
,

38 ( 2 ) 1 980
: 190 一 1 96

〔 23〕 舒国欣
、

董瑞武
、

凌泽红
:

川棣素衍生物的制奋
,

嘴中草药 》
,

14 ( 4 ) 19 83
:

10 一 12
。

〔24〕 熊春生
,

川谏素对大白鼠幅神经肌肉接头超微结构的影响
,

《药学学报》
,

17 ( 6 ) 19 82
: 4 07 。

今



.

66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8 ( 2 ) 1 98护

〔 2 5〕 廖春燕
、

赵善欢
:
川棣素对粘虫幼虫拒食作用研究

,

嘴华南农业大 学 学 报 》
,

7 ( 1 )

1 9 8 6 :
1 一 6

。

〔2 6〕 廖春燕
、

刘秀琼
:

粘虫幼虫感受器扫描电镜观察及川辣素的抑制作用
,

《华南农业大学学

报 >
,

7 ( 2 ) 1 9 8 6 : 4 3一 4 6
。

〔 27〕 T a y l o r ,

D
.

A
.

H一
9 5 3 T h e e h e m i s t r y o f tn e 11m o n o i d s f or m M e l i a e e a e .

I n
甲
p r o -

g r e s s i n t h e C五e m i s t r y o f Or s a n i e N a t u r a l P r o d u e t s 甲
。

P P
。

2 一 9 3
.

〔 2 8〕 M i a m i D e a e h 2 0 8 5 P l a n t s
’ n a t u ar l d e f e n s e s m a y b e k e y t o b e t t e r p e s r i e i d e s 。

C h e m

应e a l a n d E n s i n e e ir n g N e w s 6 3 ( 2 1 ) : 盛6一 5 1
-

〔29〕 C h i u S b i n 一 F o o n ,
Z h a n g X i n g

,

L i u 5 1吐 i n g , H u a n g D u a n P i n g 1 9 85 G or w t h一 d i s r u P ti n g

e f f e c t s o f a z a d i r a e h t i n o n t h e l a r v a e o f t h e A s i a rl c e o rn b o t o r ( (脚 r l件诬a f u r 行

aca
l理,

G u e n e e ) ( L e jP d
。 ,

p y ar li d a e )
。

z e i t s e h ir f t f u r a n s e w a n d t e E n t o m o lo ` i e (。 9 ) : 2 7`一 Za ” -

〔 3 0〕 C h i u S h i n F
· o o n 1 98 5 R e e e n t r e s e a cr h f i n d i n g s o n M e il a e o a o a n d o t h e r P了。耐 s i n g

b o t a 几 i e a l i几s e e t i e id e s i n e h i n a 。

z e i t s e h ir f t f u r p f l a n z e
吐ar n k h e i t e n

un d P f l a n z e n ` e h u t z

9 2 ( 8 ) *
3 10一 3 1 9

-

〔 3 1〕 C h i妞 S h i n
·
F o o n ,

Z h a 几9 Y e ·
G u a n g 1 9 8 4 E f f e e t s o f s o m e p l a 以 t m a t . r i a l s o f M e l i

-

a e e a e o n f i f r h i n s t a r l a r v a e o f S P o d o P t e r a 乙i君u r a a s f e e d i n g i n M b i t o sr
.

N e e m N e w ·

s l e t t e r l ( 8 )
,

2 3一 2 4
-

〔a z 〕 z h a n g Y e ·

G 比 a n g
,

C h i u S h i n ·
F o o n i , a s p r e li iln

n a r y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o f s o m e d e t e rr e n t s

a s a i几 s t t h e i m p o r t e d e a b b a 写e w o r m (尸`e r东̀ r a P叱 L
.

)
。

N o e m N e 万 3 l e t r e r 昌 ( 3 )

3 0一 32
-

〔 33〕 z h o u p e i一 A i ,

L u o
U
几一 E r ,

B a i D o n g 一 L i n ,
L i a o C h u n 一 Y a n 1 9 9 6 T o o s e n d a n i n , a

n a t u r a l p or d u e t
, a s a n e u r o t o x i n a n d a n t i f e e d a n t

.

6忿儿 I n t e rn a t i o n a l C o n g .r p e s t i e i d e

C h e m i s t r y
,

C a n a d a .

.

甲

.

月`



今

赵善欢等
:

植物性物质川棣素的研究概况 6 7

A C R I T工C A L R E V I E W O F

I N S E C T I C ID E I S O L A T E D

S I E B
。

E T Z U C C
.

T OO S E N D A N IN一 A N O V E L

F R O M M E L I A T O O S E N D A N

( M E L I A C E A E )

.
C h i u S h i n 一

F o o n Z h
a n g X i n g

( L a b o r a t o r y o f I n s e e t T o x i e o l o g y )

A B S T R A C T

,

T h i s Pa P e r g i v e s a e ir t i e a l r e v i e w o f t o o s e n d a in n ,

i n e l u d豆n g i r s s o u cr e ,
i s o l a t通o n , Ph y -

s i e a l a n d e h e
iln

e a l p r o p e r t i e , ,

i n d u s t ir a l Por d u e ti o n ,
t o牡 e o l o g y t o v e r t e b r a t e s a n d i n , e e t s

,

w i t h s p e e i a l e m , h a s i s o 几 t h e P o t e n t i a l o f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s a n o v e l e l a s s o f b o t a n i e a l

i几 s e e ti e主d e s .

A s f a r a s th e a u t h o sr a r e a w a r e ,
t h e hc i n a b e rr y t er e 几f e不i a 才o o se 作面 n

S i e b
。 e t Z u e e 。 15 m a i n l y f o u n d 主n C h i n a a n d t o o s e n d an i n w a s f i st t i s o l a t e d i n C h i n a 。

W e

a r e t h e f i sr t g or u p w o kr i n g o n t o o s e n d a ia n a s a n i n s e e t i ic d e 。

T h e
un i q u e P or P e r t i e s of

t h o t o x 主e p rj n d p l e s o f t o o s e n d a n i几 a s a n a n ti f e e d a n t
, s y s t e功 i e a n d s t o m a e h p of s

on
a s

w e l l a s i n s e e t g or w t h r e g u l a t o r s ,

l o e a l a v a i l a b i il t y
, s a f e t o t h e e n v i or

n m e n t a n d e o m -

p a ti bi U t y w i t h t h e a g or e e o s v s t e m e m p h a s i z e i t s a m p l e p o t e n t i a 1 i n i n s e e t p e s t m a n a g
恤 en t

s y 吕t e .
.

K e y w o记 s :

M
e 乙玄a ` o o s e 冷d a 玲 ; M e l ia T o o s e n d a n i n , B o t a n i e a l i n s e e ti e i d e 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