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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幻药或致幻剂 ( H以 lu e
i

n o
罗

n icd u rg或哪
n t s) 亦称幻

想药 ( P
sy ehd e

e
li

e
)

、

心理变异药 ( M in
d a lt ei rn gd u rg)

、

拟精神病

药 ( P sy h cot o
m imt i e

c
)

,

后面几个名称不及前者通用和确切
。

人类对于致幻植物的认识
,

远溯千年
。

原始社会的巫医

且常用之于祈神
、

占 卜
、

治病
。

一些原始的部族
,

在宗教仪式

中集体食用致幻植物
,

共同引起幻觉和特殊的心理变异
。

民

间亦有人选采那些能引起兴奋
、

快活
、

沉醉作用的致幻植物
,

作为解愁脱闷的
“

幸福药
”

来吸食
,

或碾成粉末以鼻闻之
,

或

拌入烟中抽吸之
,

久用而成瘾
。

今日若干有名的致幻植物
,

是

由原始部族和巫师们代代秘传
,

沿用至今
。

神农尝百草
,

我们的祖先最早发现和认识了致幻植物
。

《神农本草经》中准确地记载了大麻和蓖

若的致幻效应
: “

麻责 (音同坟
,

指大麻子连壳 )一名麻勃 (大麻花 )
,

味辛平
,

治
“

五劳七伤
” , “

多服令人见鬼狂走
,

久服通神明轻身
” ; “

蓖若

籽
,

味苦寒
,

… … 使人健行见鬼
,

多食令人狂走
,

久服轻身
,

走及奔马
” 。

虽然人类对致幻植物的认识源远流长
,

但是对致幻药进行科学研究为时未久
,

如果以精神科医生 St oll 对麦角酸二乙胺 (比 D ) 的正式

研究报告 ( 1 947 年 )作为起点
,

只有 30 多年的历史
。

在此期间
,

对这些使人引起幻觉或影响人的精神的植物
,

进行药理和植物化学的大且

研究
,

结果发现致幻剂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作用
。

具有致幻作用的化合物可分为两类
:
含氮和不含氮的化合物

,

前者可分为
: 1

.

异 嗯

哇衍生物 ( loxs aoz l
e
) : 2

.

色胺或 日一 叼l噪基乙胺类 (T万p
mat

i n e ,
) ; 3

.

p
一

咔啡衍生物 ( B
e t。 一 e

a

而 l i
n e s

) ; 4
.

麦角生物碱类 (E osr
一 l i

n e
) ; 5

.

苯

乙胺衍生物 (外
e n y le thy一a m in e

)
; 6

.

异喳琳衍生物 ( ICS 呵
u in o

li
n e 。

) : 7
.

伊波
一

叫噪类 ( I场 g。 一 in d
o
l
e s

) : 5
.

托烷衍生物 (伽件
n e 。

) ;后者可分为
:

1
.

二苯毗喃衍生物 ( n i玩
n叮 o p nar

s
) : 2

.

苯丙烯衍生物 (外
e n y lp哪

a n e s

)
: 3

.

倍半枯 ( es
s

四 it e卿
n e s

); 4
.

多元醇 (几 ly h y d“ e a
l
e o

h
o l。 )

。

这一发

现在医学科学中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
,

丰富了植物药和植物化学的内容
。

在 50
一

O6 年代 Bi el 及 A b以记 等研究抗痉药时
,

发现具有亚胺烷

基经乙醋类 ( Im i no al k y l gl y oc al et e st e 。 )结构的化合物
,

在临床试验中表现出特殊的精神活性和抗胆碱作用
。

这个意外的发现
,

启发人们从

具有精神活性的致幻剂中寻找亲中枢的新药的可能性
,

引起对致幻剂的结构改变的兴趣
,

研究重点是增强活性和分化药理作用为目标
。

一

些活性比天然致幻剂更强烈
、

对中枢神经有多种效应的合成致幻药问世了
。

近期 E m ha d
e n
以

“

麻醉植物
”

为题
。

对重要的致幻植物的历史和

民间应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证和记述 ; Sc 卜ut
e ,
和 H

o
nfl na 以

“

致幻剂的植物学和化学
”

为专题
,

阐述了已知致幻剂在植物的分布
,

活性成

份和药理作用
。

为什么要研究致幻药 ? 大抵出于 以下的动机
:

( )l 以致幻药制造实验性精神病模型
,

从中探索精神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
。

( 2 )研究药物间的对抗性质
,

为寻找精神病的药物
,

提供新的途径
。

( 3 )把它作为诊断手段
。

( 4 )作为治疗某些疾病的药物或辅助药物
。

将致幻药作为麻醉药或作为麻醉止痛药的辅助药
,

我国古代药物学家的实践经验是值得参考的
,

《三国志
·

魏书》中载
,

华陀曾以麻沸

散 (可能是大麻汤 )作麻醉
,

剖腹刻割 ; 《本草纲 目》中载
: “

… … 八月采此花 (曼陀罗花 )
,

七月采火麻子花
,

等分为末之
,

温酒调服三钱
,

少顷

头昏如醉
,

割疮灸
,

宜先服此
,

则不觉痛也
” 。

继承祖国的医学遗产
,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采用曼陀罗 (洋金花 )为主
,

制成中药麻醉剂
,

已成

功地用于外科手术
。

因此植物致幻药在精神病理学
、

实验精神病学
,

有重要的意义和前景
。

致幻药在麻醉
、

止痛
、

镇静的临床应用研究中已

初露头角
。

应当指出的是
,

在国外致幻药带来的利益很少
,

而祸害不浅
。

几种致幻药都成为流行的麻醉毒品
,

因为它能使人逃避于幻想中
,

暂时忘

记现实生活的沉闷与痛苦
。

我国的一些地区
,

常有误食致幻植物
,

引起中毒性精神病
,

发病率较高
,

影响人 民健康
,

值得重视
。

下面根据文献资料和我们在云南致幻植物的初步调查材料
,

概略介绍植物致幻药
。

一
、

致幻剂在植物界的分布

几乎所有的致幻剂都来自于植物
。

但已有记载的致幻植物为数不多
,

分布不广
,

集中于真菌类植物和双子叶植物的有限科属中
。

真菌

类植物约 5 科 21 种 ; 双子叶植物约 19 科 41 种
,

有致幻作用
。

这些植物当中已经进行化学结构鉴定和药理实验证实有致幻作用的只有 30

来个化合物
。

这些化合物的植物来源名录见本文附录
。

调查致幻植物
:

( )l 根据民间的经验是比较可靠的
,

目前己知的致幻植物都是来自于 民间的经验
。

野菜
、

野果或中草药中毒引起中毒性精神病
,

都可能

是致幻植物引起的 ;

( 2) 动物药理筛选
,

此法还不够成熟和理想
,

因为致幻剂对各种动物远不及人那样敏感
,

致幻病状难于观察 ;

( 3) 利用植物化学成份和植物亲缘系统存在相关性这一规律
,

来指导寻找致幻植物或进行致幻成份的分离鉴定
,

取得了不少成就
。

例如
,

致幻剂裸头草大喊 ( P
s ilo c y b in )和裸头草辛 ( P

s i一o e in e
)于 19 55 年从墨西哥裸盖菇 (几 i loc y玩 m e x ie an

a
H

e in )中分离鉴定后
,

根据此

植物属于红褶菇科 ( st or pha si ec ae )裸盖菇属这个亲缘系统的指引
,

又从该属的另外 3 种植物中发现了这 2 个生物碱
。

又根据属间亲缘关系
,

又从同裸盖菇属亲缘上比较接近的另外 3 个属植物即红褶菇属 ( st or p hari
a
)

、

紧缩花褶伞属 ( Pa na oc lus )锥盖菇属 ( c on oc y be ) 中也发现有裸

头草碱
。

这个例子可能说明
,

寻找已知成分的新资源
,

最好从含有已知成分的科属中去寻找
。

又如茄科的曼陀罗属 ( D at u ar )
、

颠茄属

( At or Pa )
、

天仙子属 (H yo sc ya m o s
)的多种植物

,

在国外都作为植物致幻剂使用
,

虽然它们的致幻效应说法不一致
,

但经化学成分的鉴定和药

理实验证实
,

这些植物的致幻作用都是东蓑若碱所引起的
,

其他成份没有致幻作用
。

表明要发掘新的致幻剂
,

则应跨出已知成份的属种或

科的范围
。

二
、

致幻药

J

、

习

~
、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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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

已知致幻植物有下列科
、

属
、

种
。

它们的活
·

生成份
、

药理作用和简历如下
:

真菌类植物

(一 )伞菌科 ( Ama n ita c ea e
)

毒蝇单 ( Aman t ia m u sa c i ra

)是极有名的致幻暇
,

早在 17 62 年
,

西伯利亚的通古斯人
,

雅库特人以及其他部族在宗教仪式中使用
。

由女人

将干草嚼成糜状
,

果人腊肠
,

供男人食用
,

其时甚感愉悦
,

精神横溢
,

如醉如痴
。

此策亦可毒蝇
,

拌以怡糖和酒糟
,

苍蝇食后
,

5 一
10 m ni 内醉

死
。

最早从毒蝇策中提取出的活性成份是毒荤减 (M
u s e` n e

) ( I 一 l )
,

但无致幻作用
。

后来又分离得 ibo t e n i。 a e id ( I
一

2 )
、
m u s e im ol e

( I 一 3 )

和
、
m us

c
az on

e
( I 一 4 )

,

皆有心理活性
。

以 m us ci m , 1的效应最强
。

给人 10
一 1 sm g /人的剂量

,

引起颜色错觉和其他视觉障碍
,

时间和空间定向

都发生错误
。

一

赚H 刃 ~

. , e

C H N月C ll J门

O

。

丫刃!

乏} l} 母
’

\ 。 2 田产践

( I一 l )
( l 一 3 )

H N一
- - , 奋

} } 价
’

。

洲权
、
。 / 一 。 一C 。 。

0 .

日《】, 丫~ ~ `一 月, 六

丝 l 沪 。
, , 、

2 一
c “ 一以幻

j r 、
O

尸

( l 一 2 )

( I 一 4 )

片

卜
,

同属植物假芝麻菌 ( A
.

p an t h e ri na )
,

民间统称
“

麻母鸡
” ,

以其菌盖多统而滋味鲜美
。

其毒素多分布在菌盖表皮中
,

大胆的嗜菌老手撕去

菌盖表皮
,

稍食少量
,

头昏昏然
,

略似酒醉
。

过握:则中毒
,

出现视幻觉
,

精神错乱
,

抽搐
,

昏迷
。

云南分布较广
。

常有误食中毒
。

(二 )红摺菇科 ( s tor p h a s ia e e a e
)

本科裸盖菇属的墨西哥裸盖菇 (凡 i l
o e yb

e 二 e x ie na
a
)

、

阿兹毛特裸盖菇 ( P
.

az t e e o ur m )
、

蓝色裸盖菇 ( P
.

。 a e ur l
e s e e s e e n 。 M u rr )旧本裸盖菇

( p
.

h
o o g s

h
a g e n ii ) ; 锥盖菇属 的角状锥盖菇 ( :

o n o e y b
e

5 111脚
ide

s
) ; 花褶 伞属的钟状花褶伞 ( P

a n a e o lu ,
e

a m p na
u
l
a t u 。 )

.

紧缩花摺伞

( P
.

S p hi nc rit un
。
); 红褶菇属的古巴红褶菇 S( tm p

」:

ari
a

c ub en si 。
)等统被墨西哥印第安人称为

“

神之肉
”

( teo na na ca t )
,

在宗教仪式中集体食用
,

共同引起幻觉和特殊的精神体验
。

据考证
,

这种 食菌以致幻的宗教仪式
,

公元 300 年就有了
。

后来又在哥特马拉 (G ua et ma la n) 发掘出一座石

像
,

在菌盖下坐着一位少妇
,

如果与食菌的宗教 义式联系起来
,

历史上可溯到公元前 1以X) 年
。

从这些菌中
,

早已分离鉴定出重要的致幻药裸头草碱 ( Psi l oc y b in) 旧译为墨西哥致幻素( n
一 5 )和裸头草辛 (Ps il oc in) ( n 一 6 )

。

有效剂量
: 口服 60

一

20 0 m g / k g 舌下给药 5
一
10 m g /人

。

裸头草碱引起肌肉松弛
,

瞳孔放大
,

极度的欢乐感
,

时间和空间的定向力改变
,

有色的视幻觉
,

注意力难以集中
,

并感到与周围环境完全隔离
,

似乎世界都是虚幻
,

而幻觉中的体验反而是真实的
。

其药理作用与比D 相

似
,

受试者的体验是两种药对人效应很难辨别
,

丙种药互相存在交义耐药性
,

表明有共同的作用机制
。

结构对活性的影响
,
4 位上的经基是必要的

。

若将 4 位上的经基换成别的基团
,

如 B r
、

e H , 、

o e H , 、

O C Z
H

;
、

C 6
H

,
、

O CO C 6
H

, 、

O C o N H C H ,

等

的各化合物也有一定的活性 ; 若取代基在 5
、

5或 7 位上
,

则活性消失
。

改变 3 位上胺基支链
,

改成伯胺 cI H
Z
c H (c H

3

) N H :
!

、

仲胺

(C H Z
c H ZN H e H 3

)和叔胺 l e H Z e H Z N ( e Z H ,

)
2

]
、
e H Z

e H Z N ( eH
:

)
。 、

e H
20 H [CH

:
N ( e H

3
)
2
]

,

只要 4 位上有经基
,

也有一定的活性
。

活性比裸头草碱

小 4 一
5 倍

。

在叫噪核的氮原子上被取代
,

则活
』

生减弱或破坏
。

裸头草碱和裸头草辛小剂量时均能对离体鼠子宫产生 5 一 H T 样作用
,

但以

药效相比
,

前者仅为 5 一 H T 的 1 / 5 0
一 1 l/ oo

,

后者约为 1 / 10
·

l / 20
。

在人体内前者转化后者
。

N 11(C l l . )
:

N (C H ,
卜

( 11一 5 ) ( 11一 6 )

红褶菇科植物
,

云南有 3 属 8 种
:

裸盖菇属 均多毛裸盖菇 ( Ps il OC ybe Po lyt ri c
hi )

、

粪生裸盖菇 ( P
.

m e记 ari
。
)

、

西藏裸盖菇 ( P
.

ti be t
en 山 ) ; 花

褶伞属的钟状褶伞
,

紧缩花褶伞
、

网纹花褶伞 (D
, n a e o

l
u s er t iur gi

。
)
、

花摺伞 ( P
.

pna
e d u s

) :红褶菇属的糙环红褶菇 ( s t

哪 h a ri a ur Og OS n n n u l a t s )
。

至今尚未发现有人食用这些菌以致幻
,

推测这些菌也含有裸头草碱
。

(三 )马勃菌科 (L y e o p e司 a e e a e
)

墨西哥高山上的本科植物灰包菌 (助oc pe dr no m哪 ina ut m )和马皮包菌 ( L
.

m xit ec
o ur m )

,

只要吃一
、

二朵
,

便处于半睡状态
,

出现鲜明的

听幻觉
,

而不是视幻觉
,

处于半睡状态
,

这是颇特殊的
。

云南本属植物有梨形灰包菌 (L
.

p州 of mr
e
)

,

芽被灰包菌 L(
.

,

~
ut ns )

、

小灰包菌 ( Ly p us il ul m )
、

多型灰包菌 ( L p yl m
o
Pr h。 )和梭边灰包

菌 ( L
.

m a gr ina ut m )
。

民间一般认为有毒
,

不采不食
。

(四 】锈伞科 (Cort in a ri ac
e a e

l

云南西南部有一种笑菌 ( H
e
be ol m a s

ac he
a
泳 d es Qi el )

,

据当地群众介绍
,

食之使人发笑
,

中毒重者发狂数日即死
。

其活性成份和药理作

用尚待研究
。

《五 )牛肝菌科 ( BOl
e t a e e a e

)

本科植物小美牛肝菌 ( Bo etl us
。 p ec ios u , Em们

,

云南民间习称见手青 ; 华丽牛肝菌 ( B
.

m a
gn ifi uc

s
)

,

民间习称红 见手
。

两者分布广
,

小美

牛肝菌产量尤多
。

炒吃味美
,

6
一

8 月上市时食者众多
,

敏感的个体食 t 一大
,

便出现小人国幻觉
,

群众都知道吃多了见手青会看见小人
。

t

后 6 一

24 h 出现视幻觉
,

一般维持数日
,

逐渐缓解
。

中毒严重者
,

有丰富的听幻觉与离奇的妄想
,

行为紊乱
,

意识障碍
,

甚至木低
、

绒然
、

拒 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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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长力增强
、

卧床不动
,

大小便漪留
,

有的出现瘫痛样大发作
,

有的发烧
。

病程 10
~

30 天
,

少数迁延达半年
。

木任阶段脑电呈现弥漫性低电

压不同步快波
,

间以少 t e 波
,

与比D 的脑电效应相同
。

3 个月后完全恢复正常
。

临床症状好转与脑电恢复基本平行
。

双子叶植物

《六 )大麻科 ( Cna nba
i ac e ae )

`

户
大麻又名火麻 ( Cna

n
曲翻 asti

v 。
L)

,

为全世界仅有的一个独种植物
。

原产亚洲
,

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 》
。

公元 1 271 年马可波罗得之于

中亚
,

带人欧洲
。

到近代人皆称之为印度大麻
。

我国古代即知大麻有雌雄异株
,

雌花称为
“
直麻

” ,

雄株称为
“

某麻
” 。

雌花分泌树脂状白藉
,

其中富集致幻物质
。

采割树脂状物制成青状物
,

即为大麻麻醉剂
。

吸食大麻树脂
、

花
、

苞片和叶
,

可得欣快感
。

此时
,

外界事物的彩色和形状显得分外鲜明
,

思维沉人梦状
,

往事重现
,

自我控制力减弱
,

不

再有自贵感
,

轻松愉快
,

言语增多
。

过 t 则明显精神失常
,

可狂笑或痛哭
,

焦虑或猜疑
。

滥用则精神涣散
,

人格衰败
,

沉沦犯罪
。

大麻树脂中获得的致幻成份是左旋四氢大麻醉 (t
e tar h y dDr c

an
n
ba ino l

,

简称 T HC)
,

即△ ’ 一 TH c
.

( VI 一 7 )及 (
一

)△
’ ,6 一

HT C ( VI
一 8 )

。

对

人的作用剂 t
,

口服 。
.

3 一 0
.

4m g / k g
,

鼻孔吸人 0
.

2
一

0
.

25 m g / kg
。

这两个化合物已被合成
。

合成的消旋四氢大麻醇的活性比大麻的有光学

活性的HT C 小 14
.

6 倍
。

在合成时发现中间产物△ 3 一

HT (c VI 一
9) 具有△ ’ 一

HT c 的活性
。

在此基础上
,

进一步的结构改变
,

获得两个高效

化合物
,

简称 E A 14 76( VI 一 10 )和 A D( xI 一 1 1 )
,

这两个化合物的活性是△ ’ 一

HT c 的 500 倍
,

它们的毒性反应
,

除了精神活性以外
,

在犬和

人的身上主要表现是运动障碍和血压下降
。

。

歇
。

八 八 八 八
_

溉戈少岁 饭万
“

0 1, ` ”
,

、

润

《芍一 ,) (飞一 IQ)

R ~ ( :日 ( CH 3 ) CH (C H3 )q H : -

结构与活性的关系
,

早就被人们所重视
,

已提出若干试验性结论
:

( l )整个分子而言
,

苯毗喃的三环结构包括芳环上 3
, 一 OH 取代和 5

, 一烷基取代
,

认为是活性所要求的
。

(2 )烷荃侧链的作用
,

当侧链为 9 个碳原子时具有最大的活性
,

侧链上邻近芳环的碳原子上的支链化
,

活性明显增高
,

因此认为侧链作

用可能起了协同分子定向的作用
。

(3) 酚经荃乙酸化产物仍有活性
,

但活性有所降低
,

作用来得慢
,

持续时间长些
。

(4) 在分子中引人吸电子基因
,

如竣墓
、

甲醋基
、

乙酞基
、

乙酞氧基
、

无论在什么位里均使活性消失 ; 烷基取代基在 4’ 一

位上
,

活性降低
,

在 6’ 一位上则活性消失
。

(5 )环已烯烷的变化
,

当 1 一 或 2 一 位发生取代时
,

平键异构体保持活性
,

竖键异构体
,

将导致活性降低
。

杂原子的引人环已烯核中
,

如

苯乙胺取向的 N 一 炔丙基取代物活性最强
。

并初步观察到杂原子的引人缩短了药物作用的潜伏期
,

躯体症状更突出
。

另外还发现光学立体

异构比消旋体的活性强得多
。

大麻是纤维和油料植物
,

含油 t 35 % 一 40 %
,

云南山区人民自古栽培
,

食用其油
,

用其纤维
。

唯榨油时处理不当
,

若有未饱满的麻籽
、

苞

片
、

花
、

碎叶混杂在麻籽中榨油
,

这些稼壳中的有毒物质溶解油里可引起中毒
。

19 73 年 4 月 30 日云南丽江地区汽车团
“
五七

”

农场职工犯

人
,

会公时用加工不当的大麻油 6
.

s k g炸菜
、

炒菜
,

食后大约 30 m in 至 h2 内全部中毒
。

初感头昏
、

恶心
、

口干
,

继手脚麻木
、

四肢无力
、

头重

脚轻
,

共济失调
,

步态不稳
,

睦孔散大
、

视物模糊
、

视幻觉
。

此时极端兴奋
,

多语
,

躁动
、

行为狂躁
,

有哭有笑
,

后狂躁转人抑郁
,

昏睡不省人

事
。

经当地医院及时处理
,

在 l 周内全部恢复健康
。

经鉴定此大麻油中含有四氢大麻醇而中毒
。

(七 )肉豆范科 (M yri
s t i

e
ac eae )

肉豆范 (M州 sti
c 。 肠堪叨

.

)原产摩罗加群岛
,
1 5

一
17 世纪传人欧洲

。

当时的非洲奴隶随身带有肉豆莞果核
,

每一食之
,

便看见光明的幻

.
,

哲时忘记悲协的遭遇
,

减轻离乡别亲的乡愁
。

从肉豆落油中分离得的活性成份为肉豆龙醚 (M yri
s t i

e in ) ( VII 一 1 2 )
,

榄香素 ( E lem ie in ) (姐 一 1 3。 ) 和异榄香素 ( Ioes l。 一 m i
e in ) ( VII -

14 b)
。

肉豆范的主要中毒症状是
,

时间和空间定向错误
,

超越实际感
,

有听幻觉和其他幻觉
,

如浮动
、

飞行
、

手足离体等
。

有人认为肉豆龙醚

和榄香素的精神活性尚不足以说明肉豆范的全部毒性反应
; hs ul gi

n

提出这些化合物直接或通过苯丙酮的中间物与氨起加成反应
,

生成致

幻作用强烈的苯丙胺类衍生物
,

如 2 一 甲氧基 一 3
,

4 一 次甲二氧基苯丙胺 ( VI
一 14 )和 2

、
4

、

5 一 三甲基苯丙胺 (姐 一 巧 )
。

、 州

之骨
一

一

诊

义

侧.O

) 飞

(相一 13 )
.( , k . O I荞卜 . C H

向 , . C卜 . 〔洲~ { 别
,

《下. 一一 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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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运

云南有肉豆克和云南肉豆苑 (M
.

y’ um ran n eii s;
.

Y
.

H
.

u)两种
。

南美
、

巴西
、

哥伦比亚
、

委内瑞拉等国土著
,

喜用本科植物 V ior l d th
e ied

o ar : V
.

C目o p h y ll
a ; V

.

C al
o p h y ll

o i d
e a : V

.

e
l
o n

, t a等种的红色树脂碾

成干粉作鼻烟吸
。

每逢部族中难决之事
,

巫师便吞服此树脂少许
,

不久便产生幻觉
,

看到
“

小人
” ,

巫师与之对话
,

求教解决之办法
。

W ai ka 部

族的巫师所见到的不是小人
,

而是栖息于 Vi or al 树之
“

大神 Hi ku ar
” 。

看来视幻觉之显小与显大与文化背景有关
。

中毒时大打喷嚏
,

兴奋狂

跳而共济失调
,

出现视幻觉
、

喊叫
、

恶心
、

肢体发麻
,

面肌抽搐
,

最后昏睡
。

v io l。 属树脂中获得的致幻成份为 N
,

N 一 二甲基色胺 (N
,

N 一 d im e th y l娜 p t a m i n e

简称为 D MT ) ( VIl
一 16 )和 p 一 咔啦 ( p 一 C bar l in e

) ( VI
-

17 )

CH P
3

一C H

)
N C( I I J

:

( V!卜 16 )

DM T 曾作为疑精神病药
,

进行过人工制造精神分裂症模型的尝试
。

(Vl!一 , 7 )

巧 例男性肌肉注射 DM T
.

0
.

7m g / k g (体重 )
,

注射 5面
n

发生心理改

脚

变
,

10
一 1 5 o m ni 达到高潮

,

45
一 120 m ni 作用消失

。

主要的精神症状为幻觉
,

闭眼幻觉
,

周围环境移动感
,

交谈困难
,

难以描述感觉
,

精神迟

缓
,

注意涣散
,

人格解体
,

视人有黄红色彩
,

幻听
.

偏执
,

试受者变为不可接触
、

退缩
,

同时有瞳孔放大
、

心动过速和血压升高
。

DM T 的结论与活性的关系
,

将 N
,

N 一 二甲基换成 C沮
, , n 一 C ,

H
,

时
,

作用与 DM T 相似
,

作用时间延长
。

DM T 在体内转化过程是徽活作

用
,

被肝脏腺粒体转化为活性更强的 6 一 O H 一 D M T
。

若将 DM T 的 6 一 位上带人氟
,

在体内 6 一 位经基化不能进行
,

故 6 一 F 一 D MT 的精神活

性不明显
。

( j k )旋花科 (C
o n v o

l
v u

l
a e e a e

)

本科番薯属植物董色薯 ( Ipo m oe
a vi ol ac ea )

,

海鹤藤属植物 (形vea
。 。叮m 场

s 。 H all )
,

银背膝属的美丽银背藤 ( A飞 y r e
i
o
ne yr . )三者的种子

皆能致幻
,

墨西哥印第安部族巫师嚼食之
,

产生半睡半梦的幻觉状态
,

借此占 卜疾病
、

预告祸福
、

寻找失物
。

从上述植物种子中获得主要的致幻成份为麦角酸酞胺 d(
一

城心
。

ac 记
a m id e

) 【vl n 一 1 8 (户 ]和异麦角酸酸胺 ( d
一

ioes 心 ne ) [ vi 卜 19

(
a
) ] ; 还分离出结构相似的一些生物碱

,

女p [姐
一 1 5 ( b ) ]

、

(植
一 20 )

、

[植
一 1 8 (

c
) ]和 [v l l l

一
19 ( B ) ]等

。

这是首次从高等植物中获得麦角生物

碱类化合物
,

它们的结构和药理都很相似于有名的半合成的致幻剂麦角酸二乙胺 巧D( 姗
一 2 1 )

。

麦角酸酞胺口服 2
一

s m g / 人
,

引起感觉迟钝
、

心理功能降低
,

逐渐不省人事
,

意识蒙胧
,

而进人昏睡
。

我国有小叶薯 ( 1
. 。 b s e u ar )

,

大叶银背藤 ( ^
.

, a l lie h ii c hoi ys )
,

头花银背藤 [ ^
.

e u p lt
s t。 (

v
na ) (Amr

e :
) e h s i s y ]

,

灰毛策花海鹤膝 (R
.

朋” 抽 1
5

( B ot h )C ha si y v ar
.

C ni
e er a

H 一 M )以及美丽银背藤等
。

亲缘相近
,

估计含有相同的活性成份
。

卜 忽贯护叱
从

汽
“

么厂
味

一封 栩`

产城洲 (’ 一 19) . 栩陇 , 。川 ,
,

洲产、 、 H 、 _ _

「 1
_

_

) <
.

切 电̀ 残 J

沙
讯

少朋一划 .鲍一到 湘一 2)l

《九 )仙人掌科 《e
a e t a e e a e

)

墨西哥仙人掌 (肠p h叩ha ar 衍 ili ma ssi )和仙人掌 T( er hc oc
e

二
。
钾出助` )是极著名的致幻植物

。

印第安人用之于宗教仪式
,

以产生鲜明的

视幻觉与销魂似的狂笑
。

从中提出的仙人掌毒诚 (M
e sc ail ne ) (仪

一 22 ) 是研究得比较透彻的致幻药
,

它抑制中脑缝际含 5 一 经色胺的细胞

群
,

从而觉影响脑内儿茶酚胺的代谢
。

从仙人掌中又获得两个新的致幻成分
,

即 M ac ao m ne in e
(仪

一 23) 和 Gi g na nti
e
(仄

一
2 4 )

。

由于仙人掌毒

碱 (墨斯卡林 )结构简单
,

活性 比较突出
,

引起人们对它进行结构改变兴趣
,

结果又发现了若干活性更强结构相近的致幻剂
,

如化合物 (仪
-

25 )
、

( Xl
一

2 6 )
、

( XI
一 2 7 )

、

( XI 一 2 8 )
、

( XI
一

29 )
、

: Xl 一 30 )等
。

勿

c , , .O

下币今
卿仪厂

“ 味

艾

义
产叭.二H

-

( Ì 一乃 )

_ 洲叮、
~ / 。 “

0 姆下了 正 T

叩
一

、 衬
’ 城

侧川
,

峨卜均

丈
丈

一

叭

叩门产 〕

卜
口

六呱
衡

《皿一钧

OH

、
一

价价
)

叩一、 卜丫
N

O月,

《皿一 24 》

灵

中
’ “ ’

《兀味

(百一 2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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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掌毒碱对人的最低作用剂量为 3
.

5 7m g /k g
。

合成致幻剂 (仪
一

5 2)
、

(叹 一 3 0)的活性是仙人掌毒的 20倍 ;(仪 一 26 )的活性是仙人掌

毒孩的 4) ( 0倍
。

若
二 一

矛 岁

砚皿一冲, (皿一翔

仙人掌毒碱 日服 2 00
一

600 mg
,

服后初感不适
,

恶心
、

展颇
、

出汗
。

1 一 h2 即沉人睡梦之中
,

约可持续 1h2
。

并伴有瞳孔放大
,

脉搏加快
.

血

压升高
,

体温增高
。

其药理作用颇似 比 D
。

体内被肝
、

肾和脾脏迅速吸收而浓缩
。

但血液中浓度却不高
。

有 60
一

90 % 以原物质从尿中排泄

出去 ;约 26 % 转化成无活性的 3
、

4
、

5 一 三甲氧基苯乙酸代谢产物排泄出去
。

结构与活性的关系
,

改变苯环上的取代基的数 目
,

如为 2
、

4
、

6 一 三甲氧基 一 ,

2
、

3
、

4
、

5 一 四甲氧基 一 ,

2
、

3
、

4
、

5
、

6 一 五甲氧基苯乙胺等性

与仙人掌毒碱大致相同 ; 3
、

4 一二甲氧基 一 ,

3
、

5 一二甲氧基 一 4 一
甲基 一 和 3

、
4 一 二抓苯乙胺等活性比仙人掌毒碱强 ; 若在 C 3 、

C; 、

C ,
三位

上减少取代基或无取代基
,

则活性锐减至零
。

唯独仅有单个取代基的 4 一 甲氧基苯丙胺
,

仍有很强的致幻作用
。

3
、

4 一 二甲氧基苯乙胺仅为

仙人掌毒孩的一半
,

3
、

5 一二甲氧基 一 4 一 翔基苯乙胺则无活性 ; 若将 4 位的经基节基化的
,

活性又提高到仙人掌毒碱的水平
。

乙胺链上引

人甲基后所得的苯丙胺衍生物
,

如 3
、
4

、

5 一 三甲氧基苯丙胺和 3 一 甲氧基 一 4
、

5 一次甲二氧基苯乙胺
,

活性均比仙人掌毒碱强
。

【+ }央竹挑科 (APoc yn ac
e
ae )

关于伊波夹竹桃 (介玩m an het ibo ga Ba iu)
,

非洲加蓬有动人的神话
。

相传造物神肢解 自己的骨肉
,

埋于森林之中
,

长出伊波夹竹桃
,

造物

神传语其妻
,

食此植物之根即可以重见丈夫之精灵并得到超 自然之启示
。

部族人民十分崇敬这一植物
,

称之为
“

神之骨肉
” 。

每于祭祀之时
,

. 食其根皮
,

其时
.

意识形态改变
,

求得与精灵交通
,

口唱部族史
,

占 卜未来
,

治疗百病
。

方出现呕吐与共济失调之时
,

幻觉色彩瑰丽鲜明
。

伊波夹竹桃的根皮含有多种生物碱
,

有致幻作用的是伊波因 ( Iha g a in e

) [ X
一 3 1 (

。
) ]和伊波加明 ( l场 g a m ni

e
) IX 一 3 1 (b) ]

。

其药理作用

有三
:

( )l 有胆孩脂酶抑制剂的作用
,

使人血压下降
,

刺激食欲及消化 ;

( 2) 造成视幻觉和听幻觉
,

并伴有严重的焦虑和理解力增强 ;

( 3) 中毒严重时
,

引起惊厥
、

瘫痪
,

最后停止呼吸
。

勺门

R= ( a ) 以二H
,

〔b l }{

( X一 3 1)

(+ 一 )豆科 (肠 , m in o as e

)

本科植物有 4属 7种列人致幻植物
。

A
.

ma de
n
na het ar 属的 A

.

m ac I’oc Par
a , A

.

e
xc ei as

,

A
.

c ol u b ri na
,

A
.

Pe er hg
n 。
等 4 种植物果实

,

在南美洲的秘鲁
、

玻利维亚
、

阿根廷的土著作

鼻烟
、

吸人后
,

肌肉抽摘由面部达于全身
,

随即半睡半梦
,

四肢松软
,

视房屋倒转
,

人头向下 o’
一 3 2 ( a) 】和 5 一 甲氧基色胺〔xI 一 32 (b) ]

,

云南未发现本属植物
。

其活性成分为 MD T, 姗蛛色胺 (B uoft ne nei ) xII 喇
卜衫、 一一 r 讯 以匕讯

, 11 “ , 、 r , I

咦丫火
、

尸 一
’

《翻一 3 2)
. 《目 弓加门

向 O C I.
.

金雀花属的金雀花 ( c yti us
o c

~ ne si 。
)的黄色小花稍加发酵

,

制成烟丝
,

吸之得欣快感
。

由金雀花中提取出金雀花碱 (C州si ne )其致幻

作用未经药理证实
。

含羞草属的含羞草 (Mi m . a
h os ul l

。
)的根

,

巴西东部土著制成饮料
,

饮用后产生幻觉
。

可见精灵
。

致幻成份为 CM T
。

云南有两种含羞草

即 M
.

即 d io a

及 M
. 。 e p i“ 。 。

槐属的槐树 (黝 p h o ar es uc nd 讯oar )的红色种子
,

北美印第安人将其压碎制成其特有的麦斯克尔酒
,

在宗教仪式上饮用
:

其时发生幻觉和

呕吐
,

表示体内的恶魔被清除
。

云南有 7 种槐树
:

槐树 ( 5
.

j
a
po ni

c 。
)

、

灰毛槐 S(
.

gl uc
a
)

、

白花类毛槐 S(
.

砂na ca
v

.ar 司山e cs eu
。
)

、

梅氏槐

( 5
.

耐 er i )
、

毛槐 ( s
.

m目11。 )
、

白刺槐 ( 5
.

v ie iof l i。 )
、

感氏槐 ( 5
.

w ig腼 i )
。

但无食槐树种子而中毒者
。

(+ 二 )金虎尾科 (M 己p ihg ia e e
ea )

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河谷
,

印第安人用本科植物 Ba ni est ori po i。 。
as p i

,

B
.

ine bri an
s ,

B
.

ur s

妙an
a ,

B
. 。 ui et ns i。 等植物的茎褪成木浆

,

制成麻醉

饮料
,

供占 卜或宗教仪式中服用
。

饮下不久
,

面色苍白
,

表情恐惧
,

全身发抖
,

俄而发怒
,

抓起武器
,

冲击门廓
,

猛击门柱或土地
,

呼其仇人之

名
,

声称要里之于死地
。

晚近
,

由这些植物中获得活性成份为哈尔明 (H~ ni
e
) (妞 一 3 3 )

、

哈马灵 ( H
a

mr li
n e

) (姗
一

34) 和四氢哈尔明 (d 一 t et ar h y d or h
~

in e
) (妞

35 ) , 4

HC,O
燕共哗了

CH -

C, . 。 /

电冲
; .。 训 户沪户

拿 i耳
;
·

( 1 一 3 3 ) ( . 一 34 ) ( 1 一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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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阵

小剂量的哈尔明 (皮下注射 5 2
一

5 7m g /人 )
,

有使人精神愉快的感觉
,

1 50
~ Zoo m g 静脉注射

,

有类似巧D 的效应
。

口服 300
一 400 m g

,

即

产生知觉障碍
,

感觉周围环境在波浪式的波动
,

反应迟钝
。

哈马灵口服或注射
,

可引起闭目沉思和生动的幻景
,

并使人与现实环境隔离
。

(+ 三 )无息子科 ( s
a p in d

a e e
ae )

本科植物小韶子 [Di m oc Par
n ,

maf
at u s

(BL) I二 e

hn ( 19 71 ) Sna
,

c al oi oc l
a

c
.

Y
.

wu
.

,
Ps ]其果颇似荔枝

,

又是野生乔木
,

产地群众称为野荔

枝
。

产于云南红河州
。

5
一

6 月结果
,

形似荔枝而稍小
,

肉薄
,

香味胜之
,

可食果仁辛涩 口
,

一经煮熟便转甜香
,

味如炒板栗
,

然可引起精神症

状
。

当地称之疯人果
,

不许吃
,

甚至不许以果实相掷为戏
,

传说被疯人果打着也会发疯
。

现记录一起集体中毒
。

1% 1年 5 月 12 日上午
,

红河某农场七分队二队 50 人食野荔枝果仁
,

最多 60 粒
,

最少数粒
。

下午
,

陆续有 32 人发作精神病
,

受丰富的

视幻觉影响
,

兴奋狂躁
,

视幻觉有的看见无数的昆虫在眼前飞舞
。

食量少的 18 人没有发作精神病
,

但头昏
。

经现场抢救
,

其中 23 人于 1 ·

3 天内恢复正常
。

精神病状严重者 9 例
,

收住农场医院
。

其中 7 例于 1 一 2 周内恢复正常
。

有一男性青年
,

兴奋躁动消除后
,

显得呆木
,

不懊

被火车压死
。

该队副队长症状最重
,

病历摘要于下
:

男性
,

33 岁
。

19 61 年 5 月上午 9 时吃煮熟野荔枝果仁 66 粒
。

一小时后头昏
,

恶心
,

呕吐少许
。

随即看见衣着华丽的男女青年敲锣打

鼓欢迎自己
,

自觉伟大和高兴
,

指手划脚
,

兴奋话多
,

似乎房屋也能随自己的意志移动
。

不眠
,

打扰别人
,

不如意时打人毁物
。

拒绝就医
,

强

迫护送途中
,

带领其他 8 名中毒病人高呼 口号
,

表示要
“

从容就义
” 。

到医院后
,

猜疑其妻串通医生谋害他
,

拒食拒药
,

抗议医生
“

指桑骂

槐
” ,

越墙逃跑
。

经抓丙嗦治疗
,

7 月 6 日出院
。

19 76 年随访
,

患者自出院后
,

一切正常
。

《+ 四 )茄科 《So lan
a e e

ae )

曼陀罗属 ( D at u ar )植物遍布世界
,

是全球共知的古老致幻药
。

其致幻成份是东莫若碱 ( sc
o
po al m ni

e
) (树

一 36 )
。

我国有受陀罗 (D
.

m et el

L
.

)
,

毛曼陀罗 ( D
.

ni m ox ia Mi )ll
,

欧曼陀罗 ( D
. 。 t

二on ni m L)
.

其果实
、

叶
、

根含有多种生物碱
,

但经药理实验表明
,

只有东蔑若碱有致幻作

用
。

各种受陀罗生药
,

民间常治疗风湿
、

止痛
、

跌打损伤
,

间或有中毒
,

症状有丰富幻觉
,

口干
,

嘶哑
,

眩晕
,

不安
,

瞳孔散
,

皮肤毛细管扩展
,

心律不正
,

谙妄
,

间歇抽搐或痉挛
。

东蓑若碱致幻作用与原植物一致
,

精神症状产生于服后 2 一

h5
,

1 2
一

3h6 后消失
。

C ! l
,

}

泛或\
目 入 肯Hol

\ / ~
c H c
践

0

娜
-

( X份一拓 )

颠茄属的颠茄 (At or Pa be u ao of ml
a

)知名于欧洲
,

古时称为魔鬼之药
,

巫师之草
,

亦因含东蓑若碱也
。

欧洲古代文学作品中提到曼陀罗华

(M an d kar
e ,

M an dar go ya o ffi ci n

uar m )
,

其根被雕成各种人形
,

由古墓中出土
。

活性成份亦复相同
。

其他所含的蓑若碱和阿托品两种生物核
,

未

发现有致幻作用
。

天仙子属的天仙子 ( H y os yc ma
u 。 。 ige

r
)的叶子和种子

,

作为致幻荆用
,

可以引起安眠
、

止痛
。

其主要成份为天子胺 ( H yo sc yma ni ee )
,

也含

有东蓖若碱
,

天仙子胺无致幻作用
。

(+ 五 )木兰科 (M
a
即

o liac
e
朗 )

本科植物莽草亦称红茵香 ( Il l ie iu m ma i
s a

ut
n l

L
.

)
,

红菌香 (1
.

h e

ynr i庄
e l。 )和窄叶红菌香 ( 1

.

l
a m eo l

a t u m ^
.

e
.

s m it h )的果实被误食后
.

引

起慢性中毒
,

初感头昏
,

失眠
,

精神不振
,

惊慌不安
,

视幻
、

眼前出现可怕的幻景
,

耳闻各种离奇的声音
,

手麻
,

全身感到虫子在爬动
。

此时患

者发音不清
,

言语模糊
,

神志不清
,

四肢不自主的抽动或颇抖
,

发病级慢
,

病程较长
。

急性中毒
,

则出现高度兴奋
,

心跳加速
,

血压升高
,

继而

出现惊厥
,

昏迷不醒
,

脉细而弱
,

最后血压下降而死亡
。

其活性成份为莽草素 (
a

mi as t in) (卿
一
37 )和新芥草素 ( ne oa 而 as t in) (W 一 38 )

。

这两个化合物对中枢有很强的作用
,

对鼠的 L D S。

为 1
.

l mg / 掩对猫为 0
.

4m g / k g
,

h3 毙命
。

像
。 :

汤
讯

户

( Xy 一盯 ) (X下一 3t )

《+ 六 )茜草科 《R
u b ia e e a e

)

在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
,

以 Ps yc h o fri a vi ri dit
。
的叶子酿酒

,

饮之产生幻觉
,

其活性成份为 N
,

N 一
二甲基色胺

。

金鸡纳 ( ci nc hon
。 。

ail as ng
。
w od de n )的树皮中所得的奎宁 ( x vi 一 3 9)

,

对疟疾特效而出名
,

亦作中枢兴奋药
。

但多服或久用则引起慢性

神经中毒病
,

有恶心
、

兴奋
、

头昏
、

耳鸣
、

视物模糊
、

精神失常
、

谕妄
、

颐任直
,

此时与致幻剂引起的症状很相似
,

在合成药物中发现了 3 一 奎

宁醇的衍生物二苯经基乙酸奎宁醇醋 (X vi
一 40) 具有强烈的致幻作用

,

有口干
、

呕吐
、

瞳孔散大
、

心率增加
、

兴奋不安
、

空间定向错误
、

视

幻
、

无 目的走动
。

奎宁与二苯经基奎醋的活性与 3
一
奎宁醉引进有关

。

价犷以一
c ”

’

` 又工口 〔犷
。 一成氮

(翔卜 39 ) (划 ! ~ 月,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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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植物致幻药的中枢效应
上面所举的植物致幻药

,

具有高度的生物活性
,

只要服用微量
,

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中枢效应
,

其中精神症状尤为突出
。

各类致幻药以

通用剂t 给动物或者误食者引起的中毒症状
,

一般可以 自动消除
,

恢复正常
,

未发现有什么严重的的后作用
,

因此
,

它们是可逆性的神经毒

物
。

当比较它们的结构类型和活性时
,

可以看出
,

不含氮与含氮的致幻药在作用症状上有显著的不同
,

前者如四氮大麻醉的中毒
,

多数情况 护
下表现精神兴奋

、

愉快
、

妄想比较突出
。

后者
,

则明显改变意识和产生各种幻觉
。

含氮的致幻药中
,

叫噪环结构类型占多数
,

而且常以色胺衍

生物形式颇萦出现
。

这里引人注愈的是
,

活性较强的植物致幻药
,

在化学结构上
,

与影响人类行为的神经介质颇有相似之处
。

如麦角酸阮

胺
、

麦角酸二乙胺 (巧D)
、

N
,

N 一 二甲基色胺
、

裸头草碱等与神经介质 5 一 经色胺 ( 5 一 HT )的结构相似
,

都有叫噪环 ; 仙人掌毒碱及其衍生物

与神经介质去甲肾上腺素 ( NE)
、

多巴胺 ( D A)
,

儿苯酚胺 ( CA) 的结构相似
,

皆为苯乙胺的衍生物
,

见下图
。

这种结构的相似性
,

可能说明致

幻药和神经介质作用于同一中枢神经系统的活性结构上
。

神 托介质

肋
( 甲九

H ,

〔互了飞
H

一

只 _
_

/
’

、
( ,一 H劝 “ c H , c H ,

O H
_ _

_

内价! cII,o
娜件

户 内、 C H,O

O H

势岁
。

黔
_

浑黔)
:

拿 i八一豺
’

豺
C H ’

I谊 } I

( LS D )

训
(N旧沙 (仙人掌称 )

产厂 ) 产丫、 一
`

’

丫
“

:

、
“ II,

(笨内桂醚 )

(减: H ,

(以) M )

(o ^ ) (苯丙桂 )

对于致幻剂的中枢作用原理
,

尚无圆满的阐述
。

随着认识逐渐深人
,

观察不同化学结构的各类致幻药的临床表现
,

可以看到
:

( 1) 种类致幻药所引起的主要临床症状彼此相同
,

都能引起兴奋反应
,

降低外界刺激反应及条件反射和行为的紊乱
:
出现严重的

“

恐怖

症
” ,

动作刻板
,

运动失调
,

甚木任
,

防御性回避条件反射破坏
,

并伴随着一系列的植物性神经系统反应
:

脉搏加快
、

血压升高
、

倾抖
、

消化腺

分泌紊乱和行动异常等
,

同时引起大脑皮层和皮层下结构的生物电泛化性激活
。

(2) 在不同化学结构的致幻药中
,

存在着交叉耐药性
。

\ 曰

(3) 酚公嗦类药物是各类致幻药的特异性拮抗药
。

根据以上 3 点
,

有些学者认为
,

各类致幻药作用于同一生化过程和神经结构
,

共同的

化学感受器
。

另外一些学者提出了
“

最终的共同通学说
” :

各种致幻药在作用的前几个阶段引起机体的不同变动
,

最后这些变动以不同的通

道导致中枢神经系统机能的同一变化
,

这些变化是病理心理状态的基础 ; 第三种观点认为
,

各种致幻剂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具有不同的作用

点
。
A HO XH H A 比较神经药理学

、

生物化学
、

组织化学的实验材料后
,

得出如下的结论
:

各类致幻药的中枢作用的原理是相同的
。

首先
,

致幻

药或其代谢物作用于对其特别敏感的并严格定位的神经结构— 中脑
。

在中脑的神经化学过程和机能变化是在中枢神经系统内广泛发展

病理变化的诱发机制
。

在病理过程中
,

中脑
、

下丘脑和边缘系统其他部位 N E 神经元的代谢和特性的改变是主要的
。

在脑干和边缘结构中
,

神经介质的代谢失调和互相平衡关系的破坏
,

导致大脑半球机能的变动
,

是发展病理心理状态的基础
。

附,
:

致幻桩物名录

无氮致幻剂 (N
o n 一 n i加罗

n o u 。 H na
u e in鳍

e n ic )

1
.

二苯毗喃衍生物 (Di be
n z

yo p
yor ns )

( l )大麻科 (C nna ba in ac
e
ea )

大麻 C
~ ba i。 。

ati va L (云南有栽培 )

LI 苯丙烯衍生物 (玲 ne yl p o pe ne
。
)

(2 )肉豆龙科 (M yri st ie ac
e
ea )

肉豆范 M州 sti ac 肠叮 na (s 我国有栽培 );

M
.

m al ba面
e a ; 州

.M yu
n

~ e8 (si 云南西双版纳有分布 )

111
.

多元醇 (几 ly hy面
。

^一e o h o l。 )

(3 )唇形科 ( I刀 b ia eat )

兔唇花 (巨脚 h ilu。 in e

M na
s

)

W
.

倍半枯 ( es
8

Pu eit 卿
n es )

~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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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

岭

翔卜
甲

(4)木兰科 (Ma
,

o
liac

e a e
)

莽草 I lli
e iu m a n is a t um L ;

红菌香 1
.

h
e n可 1 n ie l, ;

窄叶红茵香 1
.

l
a m e e o

l
a t u m A

.

C
.

Sm ith (我国有分布 )

含氮致幻荆 (N itm g e n o u s
H al lu e in o

,
n ie )

真菌类植物

V
.

异恶哇衍生物 ( I
s o x az o le s

)

( 5 )伞策科 (Am a n it a e e
ea )

毒绳草 (A m a n
i t

a m u s e

ari
a
) :

鬼笔鹅青 A
.

Ph all oi de
s
(我国有分布 )

Vl
.

色胺或 日
一

叫噪基乙胺类 (T卿 at m ine
。
)

( 6 )红褶菇科 ( s tor p h as iac
e a e

)

裸盖菇属
:

墨西哥裸盖菇 Ps il oc y be m xe ci na ;a

日本裸盖菇 p
.

h
o o g s

h鳍
e n ii:

蓝色裸盖菇 p
.

c a e ur le s c e n。
M

u t t:

阿兹毛特裸盖菇 P
.

a z te e o ur m H
e im :

p
.

m o z at e e o ur m H
e in (这些植物我国无记录 )

;

多毛裸盖菇 p
.

b
e p o

lyt ri e
h i (F

r
.

)B er ,
.

:

粪生裸盖菇 P
.

m e dr ari a( Fr
.

) B er ;s

西藏裸盖菇 P
.

州b
e n s is M

a s。
(我国有分布 ) ;

红裸菇属的糙环红褶菇 st ar pha ari ur go os na un al st (云南有分布 ;)

锥盖菇属的 e
o n o e y b e s ilig in o id

e s
(我国未发现 )

花褶菇属的紧缩花褶菇 、 p h in e t nr u s s一, p h i
n e

mt
u n

;Fr

钟状花褶菇 P
a , 。 a m p a n u la t u 。

K ii h n , . , t R
o n ;

网纹花褶菇 p
.

er t iur g is 而
e s ;

花褶菇 Pa
,

p an ed us 等我国有分布
。

成份未详的真菌类致幻植物

( 7 )锈伞科 ( C
o ri t n ari

a e e
ae )

笑菌 H e
b

e
l
o m a

osc
e
h

a ri od
e ,

o ie l (云南有分布 )
。

( 8 )牛肝菌科 ( B
o
l
e t a e e a e

)

小美牛肝菌 B o
l
e t u s s p e e io su s

F or s t ;

华丽牛肝菌 B
.

m ga ai uc
,
(这两种我国有分布 )

。

( 9 )马勃菌科 (Ly
e o p e记 a e e a e

)

梨形灰色菌 L y e o
哪 d

o n p y ri of mr
e :

小灰色菌 L
.

p u s ill
u m :

多形灰色菌 L
.

po yl m o印ha
;

棱边灰色菌 L
.

m ga gn at u

;m

芽边灰色菌 L
.

g e m m a t u n s ; L
.

p id of mr
e :

L
.

m毗 in at u m 以及 马皮包菌 L
.

m ix t e e o n im (前 6 种我国有分布 )
。

双子叶植物

( 10 )豆科 (肠四 m in o s e
)

^ n a
d

e n a n a n th e r
属的 A

.

伴 er g “ n a : ^
.

m ac ocr 帅
a ; A

.

e
xc

e ias : ^
. 。 ol u b ri n a

(我国未记录 )
。

金雀花属的 e y t is u , 。 a n a r ie n s i, (我国有栽培 )
。

含羞草属的 M im o s a
h

o s t i ll i
s : M

.

p u
d i

e a : M
.

s e p i面
a
(后两种我国有分布 )

。

槐属的 s
o p h

o ar s e e u n
d in o ar ; P

u d i
e a s e p ia ri a B e n山 : 5

.

砂ua ca : 5
.

砂即
e a v

.ar o lbe
s e e n s : 5

.

j
a
即

n ie a ; 5
.

v ie i of li a ; 5
.

衍hg 柱1
.

(后 7 种我国有分

布 )
。

肉豆落科 V ior la 属的 V
.

e al po y ll
a ; v

.

e al o p h y l l
o id e s : v

.

ht e Ud o

;ar v
.

川如 la : V
.

es beif 。 等 (我国未发现 )

( 1 1 )茜草科 (R
u
b ia e e

ea )

D s y c
h

o t ri a v i ri d i
s : ur d ar

,

(后者我国有分布 )
。

( 1 2 )爵床科 ( A
e a n t h

a e e
ae )

Ju s t i e ia p e e t o r a
l i

, v a r
.

s t e n o p h y l l
a
(我国未发现 )

。

妞
.

p 一 咔琳衍生物 ( B
e t a 一 e bar

o l in e s
)

( 13 )金虎尾科 (M 习p igh ia e e a e
)

B a n is t e “ o p s i s 属的 B
.

ur s
b y

a n a : B
.

叫 it。 , n s is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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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淑碳首衍的应月俞雳
一

’

.曹忠泉 曹宫衡
该产品是直接通过管内水液体

,

用液压促使换热装置管子与管

板的联结
。

本机广泛用于换热器
、

冷凝冷却器
、

锅炉 等管子管板的胀接
。

它

由控制箱
、

液压系统
、

高压软管
、

胀管枪
、

胀管头等组成
。

液压胀管具

有胀管效率高
、

联结可靠
、

无机械损伤
、

管子不产生轴向伸长
、

管束

受力小
、

费用低等优点
。

本机不仅适用换热器端面管子和管板的联

结
,

特别适用于深孔胀管和中间管板的胀接
。

液压胀管新技术
,

国外 70 年代开发
,

80 年代广泛应用
,

90 年代

我国引进 日本
、

德国生产制造的液压胀管机
。

本机采用液袋胀管法

促使管子与管板联结
。

实践证明这种方法
,

在未胀管前
,

胀管头插人

管内
,

保持液袋外径与管子内径有较大的间隙是可行的
,

因而对管

子尺寸精度要求低
,

完全满足我国 目前制造换热管的规格和尺寸偏

差 G B 8 13 6 一 8 7 和 G B 2 2 7 0 一 8 0 的规定
。

液压胀管法
,

适应性广
,

一

般化工设备制造厂都能使用
。

本机主要特性为
:
液压管压力 l oo M p。 一 400 M Pa ; 胀管速度 16

秒 / 次 ; 胀管程序
:
由控制箱内计算机控制

。

本机可胀接碳钢
、

不锈

钢
、

钢等各种材料的多种管子规格为 山 6 x l
.

5
、

0 19
x 2

、

O 25
x 2

、

必32 x 3
、

必3 8 x
3

、

0 5 7 x 3
.

5 等
。

完全满足列管式换热器制造中换热

管子与管板联结的多参数要求
。

本机自 199 9 年 2 月份正式开始投人小批量生产
,

已在南京
、

无

锡
、

杭州等化工设备制造 厂使用
。

一年多来的实际考验
,

已胀接的换

热设备有十多台套
,

经试压均以达到设计要求
,

得到用户的好评
。

其

中三台管壳式换热装置
,

经本机强度胀接后试压验收通过已出口并

投人生产运转
,

使用情况良好
,

国外用户特地来华参观胀管现场后

频频点头表示满意
。

由于液袋式液压胀管新技术比机械胀管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

使

换热器的制造质量上了一 个档次
。

使用本机的工厂一致反映
,

该机

效率高
,

胀管质量可靠
,

大大减轻劳动强度
,

改善了车间的生产环

境
,

得到了换热器制造厂的欢迎
。

而使用换热器的用户
,

由于换热器

质量提高及使用寿命延长而要求采用液压胀管新技术
。

设计换热器

的单位也由于有液压胀管新技术
,

而在图纸上明确规定技术要求
,

为今后规范设计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

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
推广应用液压胀管新技术的前景广阔

。

据调查
,

国内大型化工

设备于 90 年代已引进的三台液压胀管机
.

价格 昂贵
,

一般用户想用

而买不起
。

要求国产化的呼声愈来愈大
。

我们开发的同类产品
,

价格

约是进 口的 l / 6 左右
,

不仅买得起
,

也用得起
,

我们可提供配件
。

国

内需要该产品的化工设备制造厂
、

锅炉制造厂及大型化工设备机修

厂等约有几千家
,

对使用本机要求迫切
,

希望早 日投放市场
。

当前我

国已走向科技时代
,

采用新技术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途径
。

为满足市场需要
,

本机现在已投入批量生产
。

本公司于 199 9 年

通过 15 0 9 00 2 标准
。

大洋公司与产品质量共存是我们的宗旨
,

一切

为用户服务是我们的 目的
。

(作者
:
, 忠泉 浙江大洋衣车有 限公司

盆事长兼总经理
、

曹宫衡 教授 总工程师 )

B
.

in e
dd

a n s
(我国无分布 )

。

抽
.

麦角生物碱类 (E侣
o
li
n e

) 、 司映

( 14 )旋花科 (C
o n v o v u

l
a e e a e

)

番薯属的 I即 m e a v io一a e e a; 1
. 。

b
s e u ar (后者我国有分布 )

。

海鹤藤属的 R iv e。 e o叮 m b o as ; R
.

o s y e
h

s i s (B
o th

.

) e h
a isy v a r

.

e in e
er

aH 一 M
,

(后者我国有分布 )
。

银背藤属的 A r
罗er i。 n e

vr
e as : ^

.

w al l i
e h i i C h

o i s y : ^
.

c a p i t s t a ( v
a m ) (A mr

e x
) (C h

o s y ) : A
.

o s y er h
s
i
s
(
n ) th ) C h

a is y v a r
.

C in e
er

a H 一 M
,

(我

国有分布 )
。

XI
.

苯乙胺衍生物 ( P h
e n y一e th y一a m in e

)

( 15 )仙人掌科 ( C
a e t a e e a e

)

墨西哥仙人掌 肠p h
o p h

o r a w s ll i
a

nrs i i
,

(我国有栽培 )
。

仙人掌 T d e h oe er
u s m a e or g o m u s

,

T
.

w e dr e

mr
a n n in rs

·

X
.

异哇琳衍生物 ( I
s o q u in o

zi
n e s

)

仙人掌科 ( e
a e tac

e a e
)

豆科的 B尽 thri
n a

S p
.

Xl
.

伊波
一
叼l噪类 ( 一场g。 一 i n d

o
l
e s

)

( 一6 )夹竹桃科 ( ^ 即
e y n a e e a e

)

伊波竹桃 T ar 阮 nr a n t h
。 i
bog

a ; e a t h
a ar n th

u s
lan

e e n s ,

(我国未发现 )
。

.

粗
.

托烷衍生物 ( T m p an
e s

)

( 1 7 )茄科 (So l
a n a e e a e

)

曼陀罗属的 n a t u ar in n o x i a M il l; D
.

m e t e l
o L : D

.

t a t u la
.

L : D
.

s t ar m a m iu m
.

L
,

(我国有分布 )
。

成份未详的致幻植物

( 1 5 )无患子科 ( s
a p i n

d
a e e a e

)

小韶子 D im o e ar p u s
uf m a t u s

( B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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