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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了解人参皂苷的分子药理学特性!阐明人参皂苷与细胞膜的作用机制!利用拉曼光谱从分

子水平研究了不同浓度人参皂苷
V<.

与
ĈCY

#二棕榈酰磷脂酸胆碱$双层膜的作用&结果表明!人参皂苷

V<.

没有改变
ĈCY

的极性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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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的稳定构象!极性头仍然平行于膜表面&并且!拉曼峰值比

-

."#?

)

-

..*?

!

-

."#?

)

-

."?*

和
-

*->-

)

-

*--"

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而相应的变大!说明
V<.

增加了烃链的无序度!增

强了双层膜的流动性&由此推测该药物与
ĈCY

的作用可能由于皂苷分子内及分子间的氢键与磷脂双层膜

的极性头部相作用而停留在膜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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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药物与细胞膜的作用对于了解药效及改善其生物性

能是极为重要的&不论它们是否穿过细胞膜!与膜中的蛋白

结合!还是直接影响磷脂分子本身的结构!药物都必须与细

胞膜发生作用&磷脂不仅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而

且磷脂双分子层是细胞膜结构的基本骨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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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棕榈酰磷脂酸胆碱$

具有脂质双分子层结构!因此常作为自然膜的模型广泛应用

于研究药物与生物膜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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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皂苷是人参中的主要活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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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中一

种重要的四环三萜皂苷!因具有显著的药理作用而受到国内

外学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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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参皂苷
V<.

的生理活性研究已

从动物整体水平发展到细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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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人参皂苷

V<.

对细胞膜的影响显得非常重要!有助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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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机体

的药理学作用&王凡等利用差示扫描量热技术和核磁共振技

术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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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膜相变温度与人参皂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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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发

现
V<.

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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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变温度!增加了膜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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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尚无从分子角度研究两者之间作用的文献报道&

拉曼光谱对研究分子内和分子间的相互作用非常敏感!

常作为研究细胞膜结构和构象变化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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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拉曼光谱技术研究了不同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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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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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药理学特性!阐明人参皂苷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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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膜极性头部骨架构象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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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架构象的影响

拉曼光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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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Y

)

V<.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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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膜流动性的影响

亚甲基
Y

-

B

键伸缩振动出现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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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区

域内#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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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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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分别为
ĈCY

分子

中亚甲基的对称和反对称伸缩振动!它们对
ĈCY

脂链的链

间构象和晶格堆积特别敏感!峰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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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侧链

间的相互作用!界定了双层膜的动力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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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加入!降低了侧链间的有序性排列!膜的流动

性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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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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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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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拉曼光谱研究了不同浓度人参皂苷
V<.

对

ĈCY

双层膜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

V<.

没有改变
ĈCY

极性头部骨架构象变化!极性头仍然平行于膜表面&对
Ĉ,

CY

分子脂链部分
Y

-

Y

骨架构象的作用表明!

V<.

分子的加

入!脂链中无序性的构象增多!烃链间的无序性增强&并且

ĈCY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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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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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缩振动表明!

V<.

增强了双层膜膜的流动性&该药物与
ĈCY

的相互作用可能

是由于皂苷分子中多个糖环和羟基的存在!分子内及分子间

相互作用容易形成氢键!与
ĈCY

分子极性头部相作用而聚

集在膜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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