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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渣中大量黄酮类化合物的分离

及甘草的综合开发研究

甘肃省嘉峪关酒钢医院(735100) 乔仲和
恢

胡 自如

摘 要 经煎煮过的甘草饮片和提取甘草膏
、

甘草甜素制品后的甘草渣中含有大量的黄酮类化合

物
,

其量超过甘草甜素 1倍以上
。

作者提供分离这些黄酮类化合物
,

并回收木质素和纤维素的工艺

方法
,

为甘草的综合利用开发研究打下基础
。

关键词 甘草 黄酮 木质素 纤维素

甘草是豆科甘草属植物的根和根状茎
,

是最常用 的中药品种
,

被 医药界誉为
“

国老
、

药王
、

软黄金
” 。

自 1964年荷兰 R ev er
S
发表

甘草提取物可医治胃溃疡 以来
,

对甘草化学

成分及药理的国内外研究十分活跃
,

然而现

代医药学对甘草中三菇皂贰类化合物 (甘草

甜素类)研究得较清楚
,

并把它们视为甘草的

主要药效成分
,

随之
,

甘草的医学应用及医药

工业开发都围绕这个中心
。

近年来医药界对

甘草中黄酮类化合物兴起了新的研究热潮
,

已发现了 10 大类
,

1
00 多个化合物[l.

’
,

5 」药效

作用优于甘草甜素[2
一司

。

日本 已有 F M
一

10
0

成药上市
。

因为黄酮类化合物与木质素纤维

素等分离方法的限制
,

一些研究报告报道黄

酮类化合物含量很少
,

以次要成分待之
。

同样

原 因
,

中医治疗和医药生产过程除了甘草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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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外的其他成分都随药渣弃之
,

作者拟就甘 2
.
1 分离转化剂选择

:
取甘草渣粉 2 kg

,

投

草渣中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
、

分离方法
、

木质 入反应釜 中
,

加 10 倍量水
,

夹套通蒸汽
,

启动

素
、

纤维素的提取 回收方法
,

进行试验性研 搅拌机
,

加入分离转化剂
,

当料浆近沸 (92
‘

U

究
。

一 95 ℃ )保温搅拌 l h
,

压滤
、

滤饼用热水洗

1 材料及设备 至近无色
,

滤液合并洗水
,

分离转化剂为重金

1
.
1 原料

:
新疆产甘草

、

甘肃产甘草的药渣
,

属
,

通 H
ZS ;碱土金属加入 N

aZC0 3, 离心分离

粉碎至 40 目以下备用
。

出硫化物或碳酸盐沉淀
,

减压浓缩至 I L 以

1
.
2 设备

:
50 I
J
塘玻璃类层反应釜

、

沉降离 下
,

盐酸沉淀
,

离心分离
,

冷水洗沉淀 1 次
,

真

心机
,
l m

“

压滤机
。

空干燥
,

即得黄酮类化合物
。

母液还可 回收
。

2 方法及结果 结果见表 1
,
2

。

表 1 分离转化剂选择试验

转转化剂 ,

嘉霖
反。 ,

篮纂
反。

艾霆篡 索霖
取舍舍

黑黑
。

翼翼 器
但不完全

’

也不很

霆慧臀
’“碱” 反

篡
不可取取

MMM
s(o
Fl)
2 生成络合物 (慢 ) 部分沉淀

黑雪橇
,

加氨反应
,

简单 利
取取

ccca (o H)
2 生成络合物反应快

、

彻底 沉淀完全
,

反应
。 豁罗

“
’

能 完全提取黄 成

票暴
, 可取取

SSSr( OH
)2 部分沉淀

,

部分络“ 沉淀较完全 反应快

翩
游离不完全

黑
不可取取

BBBa (O H)
2
部分沉淀

,

部分络合 沉淀较完全 反应快
,

黄酮游离不完全

黑
不可取取

表 2 C a(O H )2加人最试验

序序
一

号 甘草 渣处理 Ca( 0H )
2
(ca 。嘴酮类产 渣含黄酮酮

来来源 量(kg ) 加入量‘g) 量(kg ) 量(% )))

lll 新 120 439
.2 21.9666

222 疆 2. 0 240 555.6 27.7888

333 产 360 562.8 28.1444

lll 罗 120 468.0 23
.
4000

222 布 240 560
.0 28

.
0000

222
.000

333 泊 360 553
.
2 27

.
6666

444 产 480 568
.0 28

.4000

111 玉 120 497
.
0 24

,

8 555

222
f l

2
4 0

5 8 2

.

0 2
9

.

1 000

222 000

333 镇 360 571
.
2 28

.
5666

444 产 480 567
.0 28

.
3555

入饼中 C
a名+
等摩尔稍过量的 N

a
多0
3 ,

搅拌 1

h
,

压滤
,

滤饼用热水洗至近无色
。

滤液和洗

水 浓缩至原体积 1/10
,

用盐酸小心 中和到

pH 3
,

微沸 sm in
,

离心过滤
,

烘干
,

得沉淀木

质素(也可蒸干
、

粉碎
、

得碱木质素)
。

结果见

表 3
。

表 3 3 种甘草渣中木质素回收结果

2
.
2 木质素回收

:
将去除黄酮后的滤饼加入

反应釜 中
,

加 1 倍水
,

通蒸汽加热到近沸
,

加

序序号 原料名称 原料量 木质素回收量 渣含量量

(((kg ) (g) %%%

111 新疆甘草渣 2·

0
6 2

7

·

7 3 1

·

3 888

艺艺 2
。

0 6 6 8

.

8 3 3

.

4 444

111 罗布泊 2
·

0 6 0 4

·

9
3

0

·

2 444

222 甘草渣 2 ·

0 5 9 0

·

0
2

9
555

333 2

.

0 6 3 1

.

0 3 1

.

5 555

lll 甘肃玉门镇 2
·

0 4 9 1

·

2 2
4

,

5 。。

222 甘草渣 2
·

0 5
2 6

·

8 2 6

·

3
444

333
2

.

0
5 5 1

.

0
2

7

.

5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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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纤维素的回收

:
去除黄酮和木质素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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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饼投入 50 L 反应釜中
,

加 5 倍量石灰水
,

启动搅拌器
,

通入氯气 (1 L /m in) 直到纤维

变 白
,

加入盐酸至 pH Z 压滤
,

水洗至 中性
,

( 作纸浆或作 C M C 原料)烘干
,

测定重量
,

其

结果见表 4
。

表 4 3种甘草渣中纤维素回收结果

;
号 原料来源 渣处理量

(kg )

1 2
。

0

新疆甘草渣

纤维素回收

量(g)

791
.
2

774
.0

765
.0

罗布泊

甘草渣
2
.

2
-

甘肃玉门镇
2

甘草渣

2
.0

2
.
0

753
.4

737
。

6

7 7 3

.

8

7
9 6

.

8

7 5 1 2

渣中含

量 %

39
.
56

38 70

38
。

2 5

3
7

。

6
7

3 6

.

8 8

3 8

.

6 9

3 9

。

8 4

3 7

.

5 6

3 结果与讨论
3
.
1

、

甘草中黄酮类化合物除一部分是细胞

内溶物
,

而大部分则与化学活性很强的细胞

壁物质木质素结合一起
,

溶剂化作用 不能破

坏这种结合
,

所以提取的回收率很低
。

我们应

用化学分离转化法将二者转化为状态不 同
,

更稳定的化合物
,

进行分离
。

C h
a 一L ig + ZM X = M

eh a + M L ig + ZX
一 ”

C h
a
一

黄酮 M X
一

转化分离剂 Li g
一

木质

素

我们选择重金属和碱土金属的氢氧化物

进行试验
,

选择氢氧化物的原因是转化分离

必须在 pH > 7 的条件进行
,

否则二者都要沉

淀
。

最理想的分离转化剂是 C a( O H )
: ,

可把

甘草渣中各类成分很容易分离
,

工艺条件简

单
,

分离彻底
,

成本极低
。

3

.

2 转化分离发现甘草渣中含有大量的黄

酮类化合物
,

其量超过甘草甜素 1倍以上
。

为

此大量甘草黄酮的分离
,

为甘草黄酮从研究

阶段进入医学应用和工业开发提供了广泛的

前景
。

3

.

3 我们呼吁中医界改变 目前甘草饮片入

药方式
,

选择甘草甜素制剂
,

甘草黄酮制剂或

甘草全药效成分制剂(即除去木质素
、

纤维素

外的药效成分甘草霜)作为处方入药
,

增强疗

效
,

减少甘草资源的巨大浪费
。

3. 4 由于甘草渣中黄酮类的分离
,

为甘草中

余下工业成分
—

木质素
,

纤维素的回收创

造了方便条件
,

这也是甘草宝贵资源真正实

现了无渣加工综合利用
。

我国每年耗 6 x 10
4

t 甘草
,

可回收纯木质素 1
.
Zx lo‘一1

.
s x io‘

t
,

纤维素 1
.
8 火 1 0 ‘一2

.
o x lo4t ,

是一笔巨大

的财富
,

我们呼吁变甘草原草出口 为甘草各

制剂的出 口
,

增加附加值
。

在全国三大甘草产

区 (内蒙
、

新疆
、

甘肃和宁夏)建设规模化甘草

综合利用加工企业
。

3

.

5 随着黄酮类的分离
,

与木质素结合的甘

草多糖易于分离提纯
,

还须作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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