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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临床试用太 蒜制莉预 防和治疗人巨细胞病毒感 染取得 了田显效果。 在此基 础上 我 们 

应用细胞病变 (CPE)抑制试验和空斑抑制试验，对大蒜中的抗人巨细胞病毒成份进行了 

初步筛选和比较 ，证实新 鲜大蒜 中存 在多种抗该病毒的有效成份，其中至少 包括太蒜新素 

(=丙烯三硫 )和 Ajoene类似物。 

关键词：’2_曼 ．成份． 里塑盥盐  

人巨细胞病毒 (Human Cytom egalovirus， HCM~)属 芦疱疹病毒， 是起引人类 

先天畸形的重要原 因之一，在严重免疫功能受抑患者常可引起严重感染，至今临床上缺 

乏安全高效的抗该病毒药物。 

陆道培等 首先试用大蒜制剂 (包括大蒜祖取液和大蒜素 )预防和 治疗骨髓移植后 

HCMV感染，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应用体外病毒培养方法，对系 

列大蒜制荆或成份的抗HcMV活性进行了初步筛选和比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太蒜成份：大蒜粗提液 (Garlie extract，GE)． 由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药房生产， 

~ -89o10'7；人工合成 大蒜新素 t Allit ridi)即二丙烯三硫 (Dillly1 trisulfide，DTS)，为 

矗云借东风制药厂生产；大蒜有 机溶剂提取 成份 GA、GB、 GC、GD按图 l所示流程图分离提 取 ． 

对 GB部分 进一步应用硅胶柱层析法 (230--400目 )分离成 B-a b、c、 d、 e、 f、g、m n、O 

章立于1帅2年B月24日收到，l1月3o日修回． 

季蒙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王夔教授．冈吉梅教授．杨铭老师等协 助分离大蒜税份．特致谢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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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l0个组份j 大蒜含硒多糖 (GSP)： 取湖北省思施地区产大蒜割成水提淮，碱性乙醇沉淀， 用 

Sepbadex G25，G100和G200提取。 另有大 蒜不含硒多糖 (GP)、亚 硒酸钠 (Na 4SeO3)和丙氧 

(乌苷 )DHPG，即 Gancicelovir，英 国 Syntex公司 产品 )作为对照药物。 

二、人旺胎肺成纤雏细胞 (HEL)：常规方法培 养至第 10~20代用于接种HCMV。HCMV AD 

169从美国引进，其感染性滴度为50--100×10。PFU／ml。 

首先应用试管法细胞毒性试验测定 HEL细胞对大 蒜成份的最大耐受浓度 (MTC)。 大 蒜成份 

先 用二 甲基 亚砜溶 解， 再以倍比稀释 梯度加于细胞维持 液， 37℃培养 HEL细胞 单 层 8—1O天 ， 

用 1眄亚 甲蓝染色确定维持 HEL细胞存活95％以上的最大 药物浓度作为该成 份 的 MTC值。 每 药 

物 均作重复试验进行验证 

三 、细胞痨变 (CPE)抑爿试验： 用该法对 各大蒜成份 的抗 HCMV作用进行初筛。 取HEL细 

胞单层 ，接种 IOOPFU／ml HCMV， 同时将各大蒜成份稀释至 MTC浓度加于细胞维持液， 37℃培 

养 8一 l0天，观察 结果均重复 试验验证。 

四、空斑抑制试验：有抑制 HcMV作用 的药物均进一步 用空斑抑制试验霞l定 其作用强 度· 空 

斑抑制试 验 (Plaque reduction as say)方法同文献(2)。 

结 果 和 讨 论 

细 胞毒性试验和 CPE抑制试验均经重复试验验证， 所得结果一致， 列于表 1中。 

对于未显示抗 HCMV作用的大蒜成份如 GA、GD及 B一4、b、c、d、e．f、g、0组份的 

CPE抑制试验结果未列于表中。由表 1可知， 大蒜有机溶剂成份 B—m和 B—n以及大蒜 

新素有较明显的抗HCMV活性。B—m和B～n仍为混台物，现已从 中分离出 z—Ajoen和E— 

Ajoene等 4种化台物， 我们相信从中分离出的单一化台物将会显示更强的抗 HCMV活 

性。为了排除有机溶剂对试验结果的影响，我们分别测定了甲醇、乙醚、环 已烷．二氯 

甲烷和二 甲基亚砜 的 HEL细胞毒作用及对 HCMV CPE的影响， 发现 HEL细胞对它们 

耐受性较好，MTC均在 10000~g／ml以上，且均未显示抑制 HcMV的作用 

分别用 GE、GB、GC、B—m、 B—n． GSP． DTS和 DHPG进行对 HCMV的空斑抑 

制试验， 结果显示 B—m、 B—n和 DTS的抗 HCMV活性最强， 其中 DTS的 ED ．为3．8 

／~gl'ml，与DHPG的ED ．(3．2ttg／mi)十分接近。将其结果列于表 2和3。GE在较高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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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I 太蒜成份封HEL蜘融 MTC豆甫 HCMV CPE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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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2 太蒜组册B-m和 B-n空斑押科试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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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水平显示明显的抗 HCMV活性，如在20000~g／m!(即MTC)时 空 斑 抑 制 率 可 达 

72．1 。GB和Gc在其 MTC时空斑抑制率分别为71．2 和49．2 。GSP的最大空斑抑 

制率仅为38．6％，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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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大蒜为百合科葱属植物 (AIlium $tativum Liliacea e)，现代医学研究证明， 大 

蒜鳞茎中含有十分复杂的化学成份0’，因此具有非常广泛的药理学作用，大蒜成份的抗 

动脉粥样硬化和血小板聚集、抗细菌和霉菌， 以及抗癌等活性已 被证 实 并 应 用 于 临 

床 但有关其抗病毒作用的研究尚少有报道。近有郭乃榄等 ’发现大蒜粗提液在体外有 

抑制人巨细胞病毒活性，这一结果在本研究亦得证实。本实验的结论是，新鲜大蒜中存 

在一种 上的抗 HCMV有效成份， 其中有些成份如二丙烯三硫的抗 HcMV活性几乎与 

DHPG相差无几。我们认为进 一步开发研究大蒜成份的抗病毒作用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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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Anti—HCMV Effect of Garlic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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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uses of garlic preparations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uman Cytom egalovirus(HCMV)infections ar e effective． On the hasis of 

this， w e screened a series of garlic c omponents or tempositions for their 

anti—HCMV activities in vitro by employing cytopathic effect inhibiting tes t 

and Dlaque r eduction assay． It is confirmed that garlic c ontoins more than 

one components，at 1 east including Allitridi and Adjone derivativ es， wbich 

hare domiⅡant anti—HCMV action． Further researches on tbe anti—viral 

effect of garlic com 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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