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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化合物对 HIV一1诱导 C8166细胞形成合胞体的抑制实验和化合物对 HIV．1感染细胞 

的保护实验作为初啼方法，筛选了来源于7科 l7种植物的 47个样品．其中8个样品经测定是核糖 

体失活蛋白(RIPs)，其余为粗提蛋白。进而测定了初筛有抗 HIV活性的化合物对共培养、急性和 

慢性感染的 HIV一1 p24抗原表达水平的影响，用间接荧光染色检测这些化合物对 HIV抗原阳性细 

咆率的影响，以确证其抗 HIV活性。天花粉蛋白(TCS)、南方栝楼蛋白峰 V、南方栝搂蛋白峰Ⅵ均 

显著地抑制合胞体的形成；巴Ⅱ、丝瓜子蛋白、油瓜根蛋白、术盍藤子蛋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老鼠 

拖瓜蛋白、大叶术鳖子根蛋白、西双版纳根 Ⅱ等粗提蛋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RIPs不能保护 HIV- 

1感染细胞的死亡 TCS显著地抑制了 HIV一1急性感染中 p24抗原的表达．减少了 HIV抗原阳性 

细胞散，但它们均不影响共培养细胞融合、HIV-1慢性感染中 p24抗原表达水平。结果表明，除 

TCS等 已知 RIPs外．还有一些新的 RIPs具有不同程度的抗 HIV活性。 

关键词 盈痤鲢隆癌毒． 垂适挂．植物蛋白质 棱糖体失活蛋白 

艾滋病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是由人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 

munodeficiency virus，HIV)引起的传染病。当前临床应用的抗 HIV药物均为化学合成，往往 

毒副作用大，易产生耐药性。从传统中药和植物资源中寻找新的抗 HIV药物或先导化合物的 

研究，是国内外新药研制中非常活跃的领域。McGrath等首先在核糖体失活蛋 白(Ribosome— 

inactivating pmteins，RIPs)当中，发现我国一直用于抗肿瘤和引产的天花粉蛋白(Trichosan 

thin，TCS)在体外可抑制 HIV⋯，I期和 Ⅱ期临床试验证 明TCS治疗 AIDS和 ARC(AIDs 

related complex)患者均有明显的疗效，血清中 p24抗原水平降低，CD4 T细胞数量增加I2 J。 

随后其他学者相继发现有栝楼根抗 HIV蛋白 29(TAP29)、美洲商陆抗病毒蛋白(PAP)、苦瓜 

子抗 HIv蛋白30(MAP30)、多花白树抗 HIv蛋白 31(GAP 31)、香石竹抗 HIv蛋白3l和 32 

(DAP 31和 DAP 32)以及异株泻根毒蛋白(Bryodin)等 7种 RIPs也具有抗 HIV的作用I3-7]。 

RIPs对HIv的作用是多靶点的，不易产生耐药性I8 J。我们曾研究 26种 RIPs抗 SRV(Simian 

retmvirus type D)的活性．发现多种具有明显抗病毒活性的RIPsI9 J。近来，我们研究了来源于 

l7种植物的 47种 RIPs类他合物和粗提蛋白的抗 HIV活性．以期获得具有显著抗 HIV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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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的 RIPs，为进一步评价抗 HIV的 RIPs提供科学的依据。 

材料与方法 

1 药物与化合物 

AZT(3'-Azido-3'-deoxythymidine)购自 Sigma公司。DS(Dex~an sulfate，M W 500 000)为 Ph~rmacia产 

品，日奉群马大学医学部星野洪郎教授枣赠 巴 I、巴Ⅱ、天花粉蛋白(T11)由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 

所陈明晃教授制备 ；其余 RIPs类样品按前述方法制备[1 ，即把植物块根捣碎压汁后或把植物捣碎后用生理 

盐水浸泡，原汁或生理盐水溶液再用丙酮沉淀，收集沉淀，拎冻干燥成粗品．粗品再用s印had G50，G75和 

CM．Sephadex C-50等进一步纯化。SDS-PAGE用 Tr／s-甘氨酸缓冲藏(pH 8．3)。RIPs的 RNA N．糖苷酶活性 

测定按文献进行-1 。赦测样品的植物来源见表 1。样品均溶解于等渗 PBS中。临用前以完全培养基稀释 

衰 1 被测 RIPs或辑捏蛔殛其来源 

1 bJel Sour~s ofRIPs。f earde蹦 n cb m甜 in present study 

植物 Plant~ RIPs或粗提物 RIPs。r evade麒岫cts 

葫芦栝楼科 

Trirh~ nlhes{ n&n~／iMaxj【Ⅱ 

葫芦科三尖栝楼 

Trlch~ nShca trlc~piaiata 

葫芦科老鼠拖瓜(全缘栝楼) 

T H ovlgera B1 

葫芦科丈叶术鳖子 

M~nordica ，口肚 la Gagn 

葫芦辩苦瓜 

Momordica charantia U 咖 

葫芦科丝瓜 

L cylinarica L n 

葫芦科南方括橙 

T d d~mlawhanesis C Y．Cher~ et Yueh 

葫芦科西瓤版纳根 

无花粉蛋白Tnchosanthin．TCS。。 

天花粉蛋白 TCS-W - 

天花粉蛋 白 T11’。 

TCS复台物 TCS∞m出x～ 

栝楼果子蛋白 Protein from seeds r trlcuslJidata一 

老鼠拖瓜蛋白(根)Pmteiu Irom toot~ r 坤E m ’。 

老鼠拖瓜蛋白峰 I Prmd~~raction I from T ~vlgera。 

老鼠拖瓜蛋白峰Ⅱ P~telnfractionⅡfrora r o~／gera 

老鼠拖瓜蛋白峰Ⅳ Protein Iraeti~aⅣ from r ovig~ ’ 

太叶术鳖子根蛋白 

Protein from 瑚 佶 M macr0phytta ’’ 

太叶术鼙子分子筛后峰Ⅱ 

苦瓜子小分子蛋白 

Low MW plot n 啪 M ． Ⅱm咄 Ⅱ ～  

卜苦瓜子蛋白 7-momorch~a'in 

苦瓜子蛋白丙酮干橱一  

墼瓜子蛋白 LuffJ~。。 

丝瓜子蛋白峰Ⅲ Lufrm orionⅢ’ 

南方栝楼v Proteinfraction V ff叫【r damiaoshanesls‘ 

南方桔楼Ⅵ protein 吐hlⅥ from r d凹l础 唧 j。 

西双般纳报 Ⅱ⋯  

根 2(93P39G-I)’ 

根 2(93P39C~Ⅱ) 

报Ⅱ心W1(CM-I) 

根Ⅱ皮 w6(皮Ⅲ)’ 

根 Ⅱ心 w2(CM一Ⅱ)’ 

根 Ⅱ心 W3(CM-Ⅲ) 

根Ⅱ心 G 75峰I 

根 Ⅱ心 G-75峰 Ⅱ‘ 

根 Ⅱ皮 W4(皮 I)’ 

根Ⅱ皮 WS(瘦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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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c续 

植物 Plan协 RIPs RIP5 O1-crude tm  

葫 芦科油瓜 

Hodg~niam~ rpa B1 

Gogn m  capnioearpa(Ridt)Tsa 

葫芦科马干锋 

n  n∞ l lepinla~ (Naud．)eegn 

葫芦科老鼠拖冬瓜 

Z~kneria indica【L our)K㈣ ud 

云实科苏木 

G0 nia ~ppan Linu． 

番木瓜科番木瓜 

[ ∞ )u Linn． 

豆科望江南 

Cass／a oecid~ lis 1 inn． 

含羞草科植哮子 

Erdada甘 铂讧 d鼯 tI．inn)Merr 

大戟科 巴豆 

Cr~~on rig ium L． 

大戟科擐背桂 

E~coecarla ^zr znE L0ur 

油瓜根蛋白 

Protein from roots ofH macr~arpa 

油瓜根 Ⅱ ’。 

马干锋粗蛋白 Protein from T 加 一 

马干锋 G75．CM-CS0．G75’。 

老鼠掩冬瓜I1 Proteinfraction I1 fmmz Indka 

苏木子蛋白 

Protein s of C ~ppan 

番木瓜子蛋白 

P~teinfrom seeds 0f C 。一  

望江南 crude extrac~fmm C oecidentalis一 - 

檀 藤子 蛋白 93—3—22 

Pratein E．~ loides一  

植 藤子 93—6—7 CMI 

植 藤子 93—6—8 PCM．I’ 

植 藤子 CM I 940510峰 I．- 

植藤子 CMI1 940510峰Ⅱ’。 

植藤子 CMⅢ 940510峰Ⅲ 。 

植藤子 0 940520b 

巴 I Crotin I 

巴 ⅡCrotin I1 

绿背桂种子蛋白 

Proteinfrom s E．c~hin in删 s。 

*
．RIPs纯品或较纯品；·*．粗提蛋白； 

△．具有 RNA N．糖苷酶活性；#，无RNAN 糖昔酶活性 ；其余未测定 

． Putifled RIPs； *，Crud㈣ t ns： RNA NI y ida ；#．N。RNA N-gly~ idase Th⋯ t had nm be∞ det~ted 

2 试剂 

抗 HIV—p24单克隆抗体(MeAb)由日车北海道大学免疫科学研究所生田和 良教授赠送；艾滋病人血清 

(APs)由日本群马大学医学部卫生学和病毒学教室星野洪郎教授惠赠。HRP标记山羊抗人 IgG抗体购自上 

海荣盛生物制药厂。FITC绵羊抗人 IgG结合物购自华美生物工程公司。 

3 细胞和病毒 

瑚 、C8166、~T-4(p)和HIV-1ⅢB／} 均由英国 M edica1R~ereh C~uneil(MRC)，AIDSReagent P—e 惠赠。 

按常规方法制备 HIV-I~B贮存液，滴定并计算出病毒的 TCI o。病毒贮存液分装后．置 一70℃保存。 

4 EL[SA检测 ltIV-1 p24抗原 

用碳酸盐缓冲液稀释抗 HIV-1 p24McAb至 10 g／mL，包被微量反应板(Greiner公司)；37℃封板 1．5 h； 

每孔加待测样品 100 I ，温育 2 h后，加 1：500稀释的 APS100 L。37℃温育 1 h；每孔加入合适浓度的HPR 

标记羊抗人 lgG100 L。37℃温育 1 h；充分洗涤，加入ABTS底物使用液 100 L，15min后，中止反应后，Bie- 

Rad 3550酶标仪测定 OD值 (405／595 nm)。 

5 间接荧光染色法捡璃}mv抗原阳性细胞 

将 HIV一1ⅢB急性感染的 C8166细胞滴加在 8孔 IFA破片(ICN Biomedieals，USA)上．干燥后用玲丙酮 

固定。每孔中滴加 1：50用 PBS稀释的 APS,室温放置 15mln；洗涤后每孔滴加 1：50 PBS稀释的 FITC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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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绵羊抗人IgG抗体．室温作用 15 rain；DABCO封片渡封片。在荧光显散镜(Olympus BH一2)下观察。计数视 

野中的细胞总数(>200个细胞计数)和荧光染色阳性细胞数，计算出阳性细胞百分率和化合物对 HIV抗原 

阳性细胞的抑制率。 

6 细胞毒性实验 

按文献用 M丌 方法测定其细胞毒性 。c 。(50％ c 栅 c concentration)是对 50％宿主细胞产 生细 

胞毒作用时的药物浓度。 

7 化台物列 HIV诱导 C8166细胞形成台胞体的抑制实验 

将待涮化合物倍 比稀释，每孔 100 I ，设 3个重复孔．设正常细胞和 HIv感染细胞对照。每孔滴加 3× 

10 ／mL的 (28166细胞 100．uI ，然后滴加200TCI 0的 HIVd mB。终体积为300“L。第3天在倒置显馓镜下 

(×100)观察待测化合物对合胞体形戚的影响 ·”】。E 0(50％effective concentration)为抑制合胞体形成达 

50％时的药物浓度 。选择指数(Selectivity Index，st)为CC~／ECs 的比值。 

8 HIV感染细胞融台阻断实鞋 

将待测化合物倍 比稀释．设三复孔，每孔 100 I 。对照孔不含待测化合物。每孔滴加 3叠10 个未感染的 

C8166细胞和 1×1o4个 HIV-I mB／H9细胞。置细胞培养箱内培养 24 h后，在倒置镜下观察细胞融合形戚 

合胞体来判断化合物是否阻断病毒与细胞的结合过程 。 

9 化台物对 HIV感染细胞的保护作用实验 

按 Pauwell等 以及 Mahmood所述方法进 ， 】。感染复数为0 005。计算出化合物对 HIV-IⅢB感染 

细胞的保护率 cc50为对 50％的宿主细胞产生毒性的化合物浓度；EC5。为保护 50％的 HIV-1ⅢB感染细胞 

存活时的化合物浓度 s【为 cc5n／Ec50的比值。 

10 化台物对意性感染 HIV复制的作用 

将待测化合物稀释．设三个重复孔．每孔100 I，。对照孔不合化合物。每孔加入 l×1 ， ml，的 (28166细 

胞悬演 50 I，。化合物与细胞在 37℃预作用 印rain后，每孔加人200 TCI 口的 HIV-IⅢB。置细胞培养箱中 

培养 72 h_4’“】。以0．8％的台酚蓝染料排斥法计数，计算存活细咆数。收集细胞悬液离心，上清用于 ELISA 

测定 p24抗原水平 ；细胞沉淀物重悬后．用于间接荧光染色检测HIV阳性细胞。 

ll 化台物对慢性感染 HIV复制的作用 

将待测化合物倍比稀释，设三复孔．每孔 100 L。对照孔不合化合物。调H9／HIV-I mB细胞浓度至4× 

10 ／mL．每孔加感染细胞悬渣 100．uI 。置细胞培养箱中培养 96h_I 。吸取上清用于 ELISA测定 HIV p24抗 

原水平。MTT方法测定化合物对 H9／HIV-I mB细胞的毒性作用。 

结 果 

1 对 HIV-I诱导 C8166细胞形成合胞体的抑制作用 

AZT和 DS抑制 HIV一1ⅢB诱导 C8166细胞形成合胞体的反复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敏 

感、简便、重复性好 因此，我们以HIV-IⅢB诱导C8166细胞形成合胞体的抑制实验作为研 

究抗 HIV药物的初筛方法，对来源于 l7种植物的 47个 RIPs类化合物或粗提物样品进行了 

筛选 。 

从表 2可见，天花粉蛋自复合物、巴 Ⅱ、丝瓜子蛋白峰Ⅲ、7一苦瓜子蛋白、三尖栝楼果子蛋 

白、绿背桂子种子蛋 白、苏木子蛋白、老鼠拖冬瓜(2)、马干铃粗蛋白、马干铃 G75一CM—C50． 

G75、番木瓜子蛋白、望江南(粗)等样品无抑制作用(SI<lO)；巴I、丝瓜子蛋白、油瓜根蛋白、 

油瓜根(2)、术 藤子蛋白及分离纯化成分有一定的抑制作用(sI在 l0～5O之间)；从某些植物 

提取的粗提物(如老鼠拖瓜蛋白、大叶木鳖子根蛋白、西双版纳根Ⅱ等)有显著抑制 HIV-1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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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RIPs或租撮置白抑制 HIV-I诱导 C~166形成舍咆俸作用 

TaMe 2 Inhihidon HIV一1 inducing C8166 syacytia formation by RIPs or crude extracts 

CC ．50％ cyc。tox cohceRtlarion；EC∞，50％ e ecdve㈣ 啪 t ∞ ；SI．Sdect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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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的作用，但进一步纯化分离的组分却丧失了活性。不同产地提纯的 TCS、南方栝楼峰V、南 

方栝楼峰Ⅵ均有显著的体外抑制 HIV一1ⅢB诱导 C8166细胞形成合胞体的作用。图 1显示 

了 TCS抑制HIV．1ⅢB诱导 C8166细胞形成合胞体的量效关系。 

0 2 0 04 0 008 

Concentration oE TCS(og／m1) 

图 - TCS对 HIV-1漕导 C81116形成台弛悼㈣抑制作H_ 

1 Inhibition 0f HIV 1 inducing C8166 sync~m formation by Tcs 

2 RIPs对 HIV-l感染细胞的保护作用 

HIV．1感染某些敏感宿主细胞后，可导致绝大多数细胞死亡。因此，测定化合物对 HIV_1 

感染细胞的保护作用是初筛抗HIV药物的另一种方法。从表 3可见，无论以C8166还是MT一 

4作为HIV一1 IIIB感染的宿主细胞，AZT均能显著地保护感染细胞的死亡。DS对感染细胞只 

有较弱的保护作用。对 HIV一1 IIIB诱导 C8166细胞形成合胞体有显著抑制作用的核糖体失 

活蛋白均不能保护 HIV一1感染细胞。 

衰3 化音物对 tt1~-1感染 MT-4和 C816~细胞的体外保护作用 

Table 3 Protecti~n of compounds aⅡH1V1 infected cells ~dtro 

*NP．Protection nm detectable 

3 RIPs对 HIV感染细胞融合的阻断作用 

感染细胞表面的HIV一1与未感染细胞表面的 CD4受体和辅助受体结合后，可导致细胞融 

合形成合胞体。作用于该靶点的药物将阻断融合的发生。TCS(7．5 g／mL)和其它 RIPs均 

不能阻断感染细胞的融合。AZT的作用靶点是 HIV的逆转录酶，因此 AZT(125~g／mL)x~ 

∞ 帅 鲫 

00； l!】工。一 

加 ∞ 鲫 村 ∞ ∞ 0 

分  co{ l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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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细胞的融合也无影响。已知作用于该靶点的 Ds(20 g／mL)则能完全阻断融合的出现 

(资料未列出)。 

4 RIPs对 HIV-1急性感染病毒复制的影响 

从表 4可见．AZT、TCS均能显著地抑制 HIV-1ⅢB在急性感染 C8166细胞中的复制。 

TCS浓度在 0．04~g／mL时．p24抗原表达和 HIV抗原阳性细胞分别降低了 56．2％和 39
． 

1％。HIV抗原阳性细胞和 p24抗原的表达有一定的相关性。 

衰 4 AZT及Tcs对惫性蒜集中tlIV蔓橱的作用 

Table 4 Eeffec~s AZT and 1℃S on acu inf~tlon with HIV．1 

5 RIPs对 ttlV-1慢性感染 p24抗原表达的影响 

理想的药物应该既能抑制急性感染又能抑制慢性感染的HIV复制。现在绝大多数的临 

床用抗 HIV药物均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核糖体失活蛋白是否具有抗慢性感染 HIV复制的优 

点?我们检测了该类化合物对慢性感染细胞表达 HIV．1 p24抗原水平的影响。从表 5可见， 

核糖体失活蛋白与AZT一样，不影响 HIV．1ⅢB在慢性感染 H9细胞内的复制。 

衰5  ̂r及Tcs对慢性蒜 p24衰选抗厦木平的影响 

Table 5 Effects of AZT and TCS。n P24 antigen pre踞_m in chronica]HIV．1 inleeti~ 

讨一 论 

从我国丰富的天然资源中寻找新药或先导化合物是一条捷径，TCS和青蒿素就是成功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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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我国在 RIPs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研究具有较好的基础，取得了不少重大理论和应用成 

果l【 。植物来源的 RIPs在抗 HIV方面有独特的作用机制，从中发现新的 RIPs作为抗 HIv 

药物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们首先 合胞体形成抑制实验作为基本初筛方法对来源于 7科 l7种高等植物的47种 

RIPs类化合物或粗提物进行 了筛选，每批实验均设置 AZT为阳性对照药物。不同产地的 

TCS、南方栝楼蛋白峰 V、南方栝楼蛋白Ⅵ均显著地抑制 HIV一1诱导 C8166形成合胞体；巴 

Ⅱ、丝瓜子蛋白、油瓜根蛋白、油瓜根 2．樯藤子蛋白及纯化成分有一定的抑制作用(sI在 1O一 

5O之间)；从某些植物提取的粗提物(如老鼠拖瓜蛋白、大叶木鳖子根蛋白、西双版纳根 Ⅱ等) 

有显著抑制 HIV一1增殖的作用，但进一步纯化分离的组分却丧失了活性(表 2)。这可能与样 

品纯化后蛋白溶解度差、反复提纯和冷冻干燥后活性损失有关。我们的实验也表明纯化的样 

品溶解度显著降低(资料未列出)。我们的结果还表明，除 TCS等已知 RIPs外，还有一些新的 

RIPs具有不同程度的抗 HIv活性 

我们选取部分对合胞体形成有显著抑制作用的样品，观察它们对 HIV一1感染细胞的保护 

作用和对共培养中融合的阻断作用。结果表明，RIPs不能保护 HIV-1感染 C8166细胞的死 

亡。这也印证了 Ferrar[等人的实验结果，他们的实验表明 TCS不能保护 HIV 1感染 MT一4 

细胞的死亡l【 。此外，RIPs也不能阻断感染细胞与非感染细胞的融合，提示 RIPs抗 HIV活 

性不是作用于病毒与宿主细胞结合这一靶点。 

致谢 感谢英国 MRC惠赠 HIV毒株和细胞．日本北海遭大学免疫科学研究所生田和良教授 

和群马大学医学部卫生学和病毒学教室星野洪朗教授赠送抗 p24 McAb和艾滋病人血清；感 

谢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周俊研究员对本研究的宝贵建议和支持．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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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i McGrath BS．Hwang KM，Caldwell SE el nf GLQ223：An inh~kor of human immunodelicieney virus r 讲icatmn in acutely 

and chronicallyinfected Ils oflymphocytelineage Pr0c NatlAead SciUs^．1989．86：2844 2848 

2 Kahn JO．Go．1ick ．Gatti G SMety，a~ivky．曲d pharmamkineti~ of GLQ223 in patients with AIDS曲d AIDS-re— 

ed complex AntimiemhAgentsChemotker．1994．38：260—267 

3 }Hu g S． Huang PI ． Kung HF f TAP 29：An anti-human immuned efici~ cy virus protein {r0m Trlcho~nt&es 

that is~ ntoxictOIntact lls．ProcNad Aced Sc J USA．1991．88：6570—6574 

4 Lee-Htmng S．Htmng PL Nara PL 口 MAP30： w inhibitor HI、Ll infection and replication FEBS]etters．1990． 

272：12—18 

5 Ohon MC．Ra哪 kr曲 r岫 S．A瑚nd R Ribosomal inhibitory proteins from plants inhibit HIV-1 repli~tion in acutely iaf~ted 

pariphera]bloodmo~nudear吨ns．AIDSR部 HulIIRetroviruses．1991．7：1025—1030 

6 Lee-Huang S．KungHF HuangPL“ a1．A neW class of曲u_HIV agents：GAP31．DAP s 30曲d 32．FEBS]ette~． 1991， 

291：139—144 

7 Wachinger M，Samtleben R，Gerhauser C eL al Brjodin．a single-chain ribosome-inactivating protein．~iectively inhibits the 

growth ofHIV-1一infected cells and redu~sHIV-1 pred uctm ．R器 ExpMed．1993．193：1一l2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中 国 病 毒 学 第 13卷 

8 郑永唐．贲昆龙 抗^艾落病毒的核糖体失活蛋自 大自然探索，1997．12(2)：62—66 

9 部永唐 贲昆龙．王盒焕等 猴艾滋病 D型逆转录病毒筛选抗艾滋病药物实验模型的建立段应用 中国病毒学．1997： 

12：61—65 

10 Jin SW ．)GongBP．C 0BX et al Triclmhitacih npw b 。m⋯ ctlvatlng protein：I Theisolation．physi~hemieal and 

biologicaltrichobitaein Chin~ JChem．1997；15：l60—168 

11 Zhang JS．Liu WY The meehanlsm of acti~ of trichosanthln on eukaryofic ribosomes-RNA N—giucoaidase a~t[vity of the cy— 

totoxJn NucleicAcidsRes．1992：20：127l 1275 

12 zh卧g YT．Zhang W F．Ben KI et al In vitro imm~otoxicity and cytotox[city of tfichosanthin against human norm~ im 

mu~ ytes and[eukemla-lymphoma celts Im umopha~ ed Im mnot~ [~o1．1995．17：69—79 

13 Mer]uzzi VJ．Hargsave KD，Lahadla M a1．Inhibition of HIV-l rep]icati~ by a⋯ ucle∞ lde tran~rlptase in— 

hibltor Scjece．1990，250：1411—1413 

14 WalkerliD，KowalskiM．GobWC et al Iahibiti~ ot h⋯ ⋯ no ki叽cy vies syneytium fo~ tion and viros repli~一 

tion by castanc~pm-m[ne Proe Nat[Acad Sci USA．1987．84：8120—8124 

15 Pauwells R．Balzarini J．Baba M d Rapid and flUid Sed tetrazolium—b日sed~lorimetric a跚 v for the d ecti[Ⅲof~nti-HIV 

compo~ ds．J Virol M ethods．1988．20：309 32l 

16 Mahn~od N Cellular a~,．aystor antiviral drugs．Tn：JKam ed．HIv．Vol 2．OxIord：OxfordUniversity 1995 271—287 

17 Kinehlngson D．Gaipin S．Jar0szewski JW et al A ∞mpa㈣ of gag．pol and r antisens~oligod~xynueleofdes B in— 

hibitom of HIV 1 Antivir Res．1992．17：53—62 

18 汪猷主编 天花粉蛋白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0．1 130 

19 Fermri P，TrabaudM—A．RommagnM et al Toxicity and activity of purifiedtrichosanthJn AIDS．1991．5：865—871) 

Anti-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Activity 

of Proteins from 17 Species of Plants 

Zheng Yongtang Ben Kunlong Jin Shanwei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Chinese AcadeTny of Sciences．Kunmlng 650223) 

(ShanghaiInstituteof OrganicChemistry，ChineseAcademyof Sciences．Shanghai 200032) 

Abstract In order to find new anti-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ribosome-inactivating 

proteins(RIPs)，the anti—HIV activities of 47 RIPs and crude proteins from 17 species of plants 

were examined by the following measurementst i)the inhibition of syncytia formation；2)the 

protection of HIV一1；nfected cell：3)inhibition of HIV．1 infected cell fusion in o3culturef4)re— 

duction of p24 antigen expression and numbers of HIV antigen positive cells in acutely and chroni— 

cally infected culture Among 47 proteins，trichosanthin(TCS)(SI=193．3)from Trichosanthes 

rilowii．protein fractions V (SI= 243) and Ⅵ (SI> 1200) from m chosanthes 

damiaoshanesis were found to obviously inhibit syncytia form ation induced bv HIV一1 Crotin I 

from Croton tiglium，1uffin from Luffa cylinarica，RIPs from Hodgsonia macrocarpa and 

Entada phaseoloides showed slight1y inhibition of the syncytia form ation(SI<50)．Crude protein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4期 郑永唐等 ：17种植物中蛋 白质提取物的抗 HIV-I活性 321 

extracts from Trichosamhcs 0 ig n Momordica macrophm／a and an unnamed plant growing in 

Xishuanghanna district，Yunnan province，obviously inhibited syncytia formation，but proteins 

purified from them Iost their activities．AI1 RIPs were una ble to block HIV infected cel1 fusion in 

coculture，and did not protect HIV一1 infected MT一4 or C8166 cells from dying TCS markedly 

reduced both expression 0f p24 core protein and the numbers of HIV antigen positive cells in a— 

cutely but not chronically HIV 1 infected culture．These data suggested that in addition to TCS 

and the known RIPs，some of the other RIPs may have anti—HIV activity to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Anti—HIV activity，Proteins of plants，Ri— 

bosome inactivating  prote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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