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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武和揉质具有一些相似的理化性质而不易精

确分离〔1〕,

不但相互影响各 自的药理作用
,

而且

易使制剂变质浑浊
,

不易保存
,

严重地制约了它们

的开发利用〔2 , 3〕
。

我们通过对柱色谱分离过 程 中

各组分紫外光谱的分析
,

可以证实地榆中皂戒和 蹂

质在该色谱条件下得以完全分离
,

同时观察到地榆

中 2 类不同结构的蹂质
,

即缩合掀质和水解揉质的

吸收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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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1 ) 为皂贰显色剂
,

铁矾为靴质显色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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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地榆根块 14 9
,

粉碎为粗粉
,

加人乙醇一水 (2 :

3 )
,

浸饱1 ~ Zh
,

重复5次
,

合并浸出液
,

减 压 过

滤
,

真空浓缩至30 m l
。

经长颈漏斗将A I : 0 3

粉末缓缓地加入柱中
,

使

之松紧均匀
,

径长比1 : 7
,

排尽气饱后
,

将地榆浸出

液注人柱中
,

待其全部浸人固定相表面以下后
,

再

注人淋洗液
,

分段定量收集洗脱液
,

进 行显 色 检

验
,

并进行紫外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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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地榆漫出液各组分紫外吸收光谱

将 10 倍量冷水倾人皂戒浓液中
,

边加边搅拌
,

即有浅黄色固体物质析出
,

放置后吸滤
,

得 皂 戒

0
.

4 9
。

将纯蹂质溶液减压浓缩至10 m l
,

离心分离
,

固体置于干燥器干燥
,

得浅褐色无定形扮末0
.

7 2 9 。

3 讨论

在柱分离过程中
,

用皂武显色剂检验洗脱液时
,

呈皂武显色
,

至皂试全部洗尽
,

此过程中用糕质显

色剂检验无靴质显色
,

紫外检测亦无任何吸收 (图

A )
,

随着淋洗过程
,

分别在2 3 8
、

2 5 3
、

2 8 0
、

3 0 1

和3 6 2 n m 处出现未定性物质的吸收谱 (图A
、

B
、

C )
,

表明这些物质被洗脱
。

在收集 至22 0 m l时 洗

脱液初显装质色
,

至 3 5 0I n l时
,

揉质基本洗尽
。

从

以上可知
,

无紫外吸收的皂贰在收集 至钧m l时 即

已全部洗净
,

而具有紫外吸收的靴质在收 集 至 2 2 0

m l时才开始出现
,

这表明两者完全有效地分离开
,

并与其它未定性物质也达到分离
。

柱中呈现的黄色

谱带移至柱的下端时
,

明显分成2层黄色谱带
,

上层

略带一点褐色
,

它们的紫外吸收光谱分别为2 5 2 n m

和 2 7 0 n m (见图D )
。

这说明地榆中2 类结构 不 同

的揉质得以分离
,

揉质 l 分子中含有的斥电子基团

比蹂质 I 多
,

以至吸收峰相对红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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