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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酞紫草素对病毒的钝化作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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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烟草花叶病毒与丙酞紫草素结合而失活
,

用萃取法除去化合物后可使病毒粒子恢复侵染力
,

并且

其沉降系数及光谱特性并不改变
。

关橄词 烟草花叶病毒 丙酞紫草素 钝化 中草药

中图分类号

,

,

, 一

紫草 二
“ , 有消炎愈创作用

,

在我国 自古被做为

外用药剂
。

近代从紫草中分离出一系列蔡醒类化合物
,

并发现它们对真菌
、

病毒有灭活作

用
。

为探讨这类化合物的作用机理
,

研究了经其处理后
,

病毒的紫外可见光谱
、

沉降系数及侵

染力的变化
。

材料及方法

供试材料

化合物丙酞紫草素
,

从紫草中分离
、

纯化
,

经
, ,

鉴定分子结构
。

烟草花叶病毒
,

日本北海道大学病毒研究室提供
。

珊西烟
,

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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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中繁殖
。 ·

仪器

超速离心机
一 。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 一

。

试验方法

用丙酮将丙酞紫草素配成 溶液
,

将病毒悬浮液
· 一 ‘ ,

分成两组 ①加入

体积丙酮溶液
,

为对照样本 ②加入 体积的丙酞紫草素 丙酮溶液
,

为处理样本
。

两

组分别混匀后
,

经 蔗糖密度梯度离心
· 一 ‘ ,

后 从离心管底部开

始
,

将样品分为 个组分
。

测定每一组分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

合并相似的

组分
,

在珊西烟上接种
,

检测病毒活性
。

同时测定丙酞紫草素及其与病毒混合后的光谱变化
。

为探讨化合物对病毒侵染活性的影响
,

将 悬浮于磷酸缓冲液中
,

分为两组
,

分别

用 体积丙酮及 化合物溶于 体积丙酮处理
。

再将处理组及对照组平均分为
,

两部分
,

用处理 及对照 在珊西烟的左右两半叶上接种
,

将处理 及对照 用乙酸乙

醋萃取后在珊西烟左右两半叶上接种
,

℃处理 后
,

计算枯斑数
。

结果与讨论
丙酞紫草素在磷酸缓冲液中的特征吸收峰为

, , , ,

由于含有芳环
,

它

在 之间吸收值很强
。

当它与病毒混合后
,

于 产生一个低矮的吸收峰
,

说明病毒粒子与化合物之间发生了关系
。

将处理组及对照组病毒悬浮液进行蔗糖密度梯度

离心后
,

分析各部分光谱吸收值的特征
。

病毒由蛋白质及核酸组成
,

其蛋白质的特征吸收峰

为
,

核酸特征吸收峰为
。

含 核酸
,

其 与 的吸收值之

比为
。

用 代表病毒的特征吸收峰
,

用 代表化合物的特征吸收峰
,

离心后

化合物及病毒在离心管中所处的位置图见表
,

图
。

图
, , 。 为离心管中不同部分的溶

液在 处的吸收值
,

正常

病毒粒子的沉降系数为
,

它处于离

心管的中部 线空白组对照
。

粒子在丙酮作用下在离心管的上部及

中部各产生了一条谱带 线
,

对照样

本 病毒粒子在化合物 丙酮共同作用

下产生了三条谱带
,

离心管底部有少量

沉淀物 。 线
,

处理样本
。

由于化合物

含芳 环
,

在 也 有 很 强 的 吸 收

值
,

所以 。 线为病毒粒子与化合物共同

作用产生的
。

为说明化合物的位置
,

用

特征吸收波长作图 图 线

为化合物在离心管中的位置
,

线与

线重合
,

这表 明化合物与病毒粒子结

图 病毒及化合物在离心 管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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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形成了病毒
一

化合物复合体
。

按光谱吸收峰的位置
,

可将离心管中的液体及沉淀从上至下

分为四个部分 图
,

一
,

一 一 沉淀
。

火火仁仁
一 一 一

入

图 各部分 的光谱图

—处理样本
·

⋯对照样本

第 部分的吸收光谱为图
,

由于化合物的存在
,

使处理样本的吸收值大于对照样本
。

用乙酸乙醋萃取
,

除去化合物后
,

无论是对照样本还是处理样本
,

儿
。

儿
。一

,

说明蛋白

质的比例下降
。

如将它们不经萃取直接进行透析
,

则二者在 的吸收值均下降
。

这说

明核酸的量在减少
。

同时
,

由于这一部分的沉降系数小于正常 粒子
,

处于离心管的上

部
。

由此可知
,

这一部分为破碎的病毒粒子
。

病毒粒子在化学试剂的作用下分解
,

部分蛋白

质凝集沉淀
,

断裂的核酸碎片可通过透析袋的孔径
。

这些碎片沉降系数大大低于正常

粒子
。

如将其置于 蔗糖垫上
,

经
· 一 ‘

离心
,

它并不沉降
。

第 部分在离心管中的位置与 相同
,

其光谱图见图
。

与第 部分相同
,

由于

处理样品中化合物的影响
,

其吸收值高于对照样本
。

用乙酸乙醋除去化合物后进行光谱测

定
。

无论对照样本还是处理样本
,

儿
。

儿 值均接近 〕。

将它们离心沉淀降去蔗糖后
,

沉

淀物悬浮于磷酸缓冲液中
,

在珊西烟叶片上接种
,

可产生病斑反应
。

由此可见
,

第 部分为完

整的 粒子
。

第 部分的吸收光谱见图 。 。

对照样本吸收值极低
。

处理样本用乙酸

乙醋萃取
,

分别将处理样本及对照样本在珊西烟上接种
,

都不产生枯斑
。

这一部分是在丙酮

或化合物作用下失活的 碎片凝集的产物
。

处理样本在离心管底部产生沉淀
,

其图谱为

图
。

将沉淀物萃取后经光谱测定
,

其 儿
。

儿
。

为
,

它可在珊西烟叶片上产生枯斑
。

由

此可见
,

在化合物作用下
,

使部分 粒子凝聚而加大了沉降系数
,

经萃取除去化合物后
,

病毒又恢复了侵染力
。

表 总结了上述试验结果
。

并根据 及
。一 〕计算完整 粒子的

含量
。

由表 可见处理组与对照组中完整 总量无差别
,

粒子的破碎是丙酮所致
。

经化合物处理后
,

部分碎片及完整的 粒子凝集
,

加大了沉降系数
。

由此说明
,

化合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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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粒子的完整性未产生影响
,

用化合物处理病毒后
,

在烟草枯斑寄主上接种
,

不产生病斑

当用乙酸乙酷萃取除去化合物后再接种
,

其病斑数与对照组相 比
,

无显著差异 表
。

表 病毒粒子在离心 管中的分布
一

叫 ,

一
, 一一

,

一
,

一

一 样 口
口口

项 目

样 品

完整 总量

碎片 完整 凝集的碎片 凝集的

对照

处理

表 化合物对病毒的钝化作用 病斑数 半叶

重复 重复 重复

用正丁醇萃取前
一口口,︺认︺只︸八︺︸﹄

一

口口口月任‘人住‘‘住︸

用正丁醇萃取后

处理

对照

处理

对照

用化合物处理后
,

病毒失去了侵染力
,

在叶片上不产生病斑
。

但化合物并没有杀死病毒
,

萃取除去化合物后
,

在珊西烟上接种
,

两半叶上的病斑数相近
。

综上所述
,

被测化合物的抗病

毒作用之一是与病毒粒子相结合
,

形成病毒一化合物复 合体
,

从 而抑制 厂病毒浸染
,

但这 种

抑制可以通过除去化合物来解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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