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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真菌中二菇类成分及其生物活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杨陵 7 121 0 0)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 物所植物化学开放实验室

高娜明
’

黄 悦 童泽军 谭建 文 吴 少华

摘 要 高等真菌 中含有许 多结构骨 架新颖 的次生代谢 产物
,

有些表现 出有意义的生物 活性
,

是

潜在 的新 天然活性产物的宝库
,

具有较大 的开发 和利 用价值
。

作 者详 细评述 了近几十年来有关 高

等真菌二菇 化合物的结构和生物活性以 及生物合成方面的最新研 究概况
。

关扭词 高等真菌 二枯化合物 生物活性

高 等 真 菌
,

主 要 是 指 子 囊 菌 纲 (A s-

c o 州ly c e te s )和担子菌纲 (B a s id io卿
c e te s )

。

近年

来研究表明
,

高等真菌能产生某些重要生物活

性
,

且含有结构变化大的次生代谢产物
,

这为

人类开发新医药
、

新农药
、

保健食品
、

化妆品提

供了重要的新资源
。

据统计 [1,
2〕

,

我国有药用策

菌达 4 00 多种
,

并研制开发出多种具有独特疗

效的新 药
,

如著名 中成药
“

舒筋丸
”

和
“

舒 筋

散
” 。

由于这些药物疗效稳定
,

副作用小
,

倍受

人们青睐
,

展示了该领域开发利用的前景十分

广阔
。

近十年来
,

该产业产值增长了几十倍
,

仅

云芝肝泰一项产品就创产值 3 亿多元 ;特别是

在已报道的 3 2 0 0 多种抗生素中
,

就有 14 0 多

种是来自担子菌中川
。

其中最重要的是从杯伞

属 Cl “ o cy be 的 3 个种 中分到杯伞块素 (d ia
-

t r e ty n e l 和 I ) ;从灰侧耳 P le u ro t u s g r is e u s

中分到灰侧耳素 (p le u r o t in )等
。

我国拥有丰富的高等真菌资源
,

对其化

学和 生物学 的系统研究较少
,

深入开展此方

面的研究
,

可为进一步的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

笔者对高等真菌中二枯成分及其生物活性研

究进展予以评述
,

l 二砧骨架类化合物

1
.

1 C ya t ha n e 骨架类型
: 2 9 6 5 年

,

加拿大学

者 B ro di e 首次发现鸟巢菌科黑蛋巢菌属伪
-

at hus 真菌 C
.

h el e n a 召 培养发酵液有 显著抗

菌活性闭
。

此后
,

A yer 等研究证实该属的活

性成分是新的独特二菇骨架 C yat h a n e 类型

化合物〔, 一 8 〕
。

8 0 年代 以来
,

相继从齿菌科肉

齿 菌 属 S a rc o d on 粗糙 肉齿菌 5
.

sca bro su m

子实体〔4一 “〕
、

猴头菌科猴头菌属 H er ic l’u m 猴

头 菌 11
·

e r in a c e u s〔, , 〕
、

珊 瑚 状 猴 头 菌

H
·

ra m o s , , m C L 2 4 2 4 0 二2‘]发酵培养液中不断

发现此骨架的新化合物 (表 1 )
,

特别是后者

可产生 C yat ha n e 型二褚木糖昔成分
。

也曾在

海洋生物海绵 H心g ins ia s p
.

中发现 [ls 〕
。

另外

3 个 有趣的化合物 s t r ia t in s A
,

B
,

C 来 自欧

洲 隆 纹 黑 蛋 巢 菌 C
.

: tr ia tus 菌 株 的 菌 丝

体 [1 ‘〕
,

其结构 特征是 Cya th a
ne 骨 架与 1 个

五糖单元以 3 个单键相接
。

其生物合成途径

是 由香 叶 基香 叶基焦 磷酸 醋 (G G PP )通 过

d o la b e lla d ie n e 阳离 子 C
S

与 C
‘

键形成 和 由

C
l ,

到 C
, :

甲基迁移而实现的 [3〕
。

1
·

2 T r ieh o a u r a n tia n e 骨架类型
:

从事多年

真菌化学研究的意大利学者 V 记a r i 于 1 9 9 5 年

首次报道担子菌纲中存在这类罕见的新二枯骨

架〔‘5〕
,

仅分布在伞菌目口蘑科 口蘑属 T ri ch ol 口-

m a 的 T
·

a u ra n t iu m
、

T
.

fra
e tic u m [ , 5一 ‘’〕和香

A d d r e s s :
G a o Jin n i in g ,

N o r t hw o s t U n 一v e r s
ity o f A g r ie u lt u r al a n d Fo r e s t Sc ie n e e a n d T e e h n o lo g y .

Y a n g lin g

高锦明 男
,

陕西 师范天学化学 学士
,

西北农业大学植物资源化学与开发利用方向硕士
。

现为中国科学院昆
_

明植物研究
所植物化学 开放实验 室博 士生

。

主要研究方 向为天 然产物化学和无公害农药
。

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
,

参编专

著两部
,

省部级教 学和 科研 成果 3 项
。

△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开 放实验室重点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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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属 五‘户ls t。 的 L
.

: or dl d彭
‘8 」中(表 2 )

,

其新颖 离鉴定 了具有 s p hae ro a ne 二枯骨架的 1 个

的生物合成途径比〕(图 l) 被认为是一个迄今未 新化合 物 t int in na d iol
,

但在 Y MG 培养 基的

发现的骨架 N eo d ol as ta n e (暂定名 ) 4
,

5
一

裂环 发酵液 中却未产生此成分呻」
。

迄今
,

报道过

的 衍 生 物
。

而 N e o d ol as ta n e 骨 架 可 能 由 这 一特 殊 类 型 的二 枯 骨 架 只 源 自海 藻和

D o la s t a n e 型二枯前体经过 C
: 。

甲基从 C
l ,

迁移 SP h a ero c oc c u s c o ro n
OP l’fo liu s 。

至 C 1 0

或从 N e o d o la s t a n e 中间体通过 C :

和 C
7 1

.

4 其他类型二菇
: 5 0 年代初期

,

从担子菌纲

间闭环产生
。

侧 耳属 p le u ro tu s m u tl’l is
,

p
·

P a s s e c k e r ia n u s

1
.

3 Sp ha er oa ne 骨架类型
: 1 9 9 8 年

,

瑞典真 和 D ro
s

oP h ila : u ba tra ta 中分到过对革兰氏阳

菌 化 学 家 St er ne
r 首 次 从 口 蘑 科 小 菇 属 性菌具抗菌作用的一新骨架化合物 p leu ro m u -

M yc e n a 真菌 M
.

tin tin n a 占u zu m 子 实体 中分 t ilin
,

从 cl iP top izu : Pse u

如
一

Pin sit u : 中也获得

表 1 C ya th a n e 骨架的二枯类化合物

名 称 分子式 分子量 熔点 (C ) 比旋光度 (
,

) 来源 文献

1 c y a thin A
3

C Z o
H 30 0 3 3 1 8 14 5 ~ 2 5 0 一 16 0 亡)瓦 i亡丽 ;一万万一一

2 ey a thin B 3 C Z o
H ZsO 3 3 1 6 一 10 5 C

.

h
.

5

3 a llo ey a rhin B 3 C Z o H ZsO 3 3 1 6 C
.

a
.

; C
.

h
.

4
,

7

4 e y a thin C 3 C Z o
H Zo 0 3 3 1 4 1 3 1一 1 3 3 C

.

h
.

5

5 e y a t hin A
;

C Z o
H 30 0

; 3 3 4 0 11 C
.

h
.

6

6 n e o a llo e y a th in A 4 C Z o
H 30 0

;
3 3 4 0 11 C

.

h
.

6

7 e y a t hin C S C Z o H Z‘0 5 3 4 6 2 2 5 ~ 2 2 6 C
.

h
.

6

8 a llo ey a t hin A 、 C Z o
H so O

; 3 3 4 C
.

h
.

6

9 e y a fr in A
;

C Z o
H 3 0

0 峨 3 3 4 2 0 0 ~ 2 0 1 一 12 5 C
.

a
.

7

10 e y afr in B ‘ C Z o
H ZsO

;
3 3 2

s yr u p 一 15 6
.

5 C
.

a
.

7

1 1 a llo e y a fr in B
‘

C Z o
H 28 O

‘
3 3 2 sy r u P 一 15 7

.

8 C
.

a
.

7

12 e y a fr in A S C Z o
H 3o o s 3 5 0 2 0 8一 2 0 9 一 7 7

.

9 C
.

a
.

7

1 3 e y a th a t r 一0 1 C Z o
H 32 O 3 3 2 0 17 2一 1 7 3 C

.

e
.

8

14 1 1
,

1 5
一

d ia e e t yl
一
ey a th a t r io l C : ‘H 3o o s 4 0 4 12 3 ~ 1 2 4 C

. 0 .

8

15 1 5
一 a e e tyl

一 e y a th a t r io l C 2 2 H 34 0
‘

3 6 2 0 11 C
.

￡
.

8

16 1 1
一

d ia e e t yl
一e y a th a t r io l C 2 2 H 3; 0 4 3 6 2 16 5一 1 6 6 C

.

e
.

8

1 7 e y a th in B Z C 2 2 H 28 0 2 3 0 0 sy r u p C
.

e
.

8

18 a llo e y a th in B Z C 2 2 H Zo O Z 3 0 0 + 8 7
.

1 C
.

e
.

8

1 9 s a r e o d o n in A C Z o
H Zs o s 3 1 6 s yr u p 5

.

5
.

9

2 0 s a r e o d o n in G C Z o
H ZsO 3 3 1 6 15 8 ~ 16 1 一 6 4

.

9 5
.

5
.

9

2 1 s e a b r o n in e A C 2 2 H 3 ; 0 6 3 9 4 9 3
.

5 ~ 9 4
.

5 一 15
.

0 5
.

5
.

1 0

2 2 s e a b r o n in e B C 3 3 H s‘0 5 5 1 2 0 11 + 14
.

6 5
.

5
.

1 1

2 3
s e a b r o n in e C C 3 ;

H 3‘0 7 5 5 6 0 11 一 4 0
.

8 5
.

5
.

1 1

2 4 s e a b r o n in e D C 2 7
H

3 2 0 6 4 5 2 0 11 一 5 8
.

4 5
. 5 .

1 1

2 5
s e a b

r o n in e E C 2 2 H 28 O s 3 7 2 0 11 十 8 7 2
.

7 5
.

5
.

1 1

2 6
s e a b r o n in e F C Z o

H Z‘()
‘

3 3 0 0 11 + 7 8 2
.

6 5
.

5
.

1 1

2 7 e r in a e in e A C 2 5 H
3 0 0 6 4 3 2 7 4 一 7 6 + 2 1 6 H

.

e
.

1 2

2 8 e r in a ein e B C Z s
H 3 6 O 6 4 3 2 12 5 ~ 12 7 一 3 4

.

9 H
.

e
.

1 2

2 9 e r
in a ein e C C 2 5 H 3 : 0 0 4 3 4 1 15 一 11 8 一 7 2

.

5 H
.

f
.

1 2

3 0 e r in a ein e E C 2 5 H 3 6 0 6 4 3 2 H
. r .

2 4

3 1 s t r ia t in A C 2 7 H 3 6 0
7

4 7 2 14 4 一 14 5 C
.

s
.

1 4

3 2 s t r ia t in B C : 7
H 3 6 O s 4 8 8 14 3 一 14 4 C

.

:
.

1 4

3 3 s t r ia t in C C 2 7 H 3 ‘0
7 4 4 6 14 4 一 14 5 C

.

s
.

1 4

3 4 C J
一 14 , 2 5 8 C 2 5 H 3 a o o 4 3 4 p o w d e r 一 7 3

.

4 H
.

r
.

2 4

3 5 C J
一

15
, 5 4 4 C 2 5 H 3 ‘()6 4 3 0 p o w d e r 一 7 8

.

6 H
.

r
.

2 4

一丛匕卫旦生丝
」

丝旦

一
丝日鱼述玉 盛旦旦 z )丝‘丝r 二 _

.

‘丝二 :..
.

⋯
兴 ⋯~ _

C
.

a
.

= 〔乡口 th u s a

fr ic a n u s ; C
.

h
.

二 C少a th u s h o le , a￡ ; C
.

e
.

= 仰
口th u s e a r

le i ; 5
.

5
.

= S a rc o d o ” sc a b ro s u 二 , H
.

e
.

=

H
e r ie iu m ￡ r in a e e u s ,

H
. r

= H e r ic iu 功
r a 从 o s u

阴 CI 2 4 2 4 0 ; C
. s

一Cy
a th u , , tr ia tu s

表 2 T r ie ho a u ra n tia n e 骨架的二枯类化合物

名 称 分子式 分子量 熔 点 ( C ) 比旋光度 (
。

) 来源 文献
1 t r ieh o a u r a n t ia n o li山 A C 之ZH Z ao o 3 8 8 0 11 + 2 7

.

5 T
.

a 15

2 t r ieh o a u r a n t ia n o lid e B C Zo H Z so s 3 4 8 2 0 6 ~ 20 7 + 4 4 T
.

a 16

3 t r ieh o a u r a n t ia n o lid e C C Zo H 2 8 O S 3 4 8 0 11 + 13
.

8 T
.

a 16

4 t r
i
e
h o a u r a n t ia n o lid e D C Z : H 3 0

0 6 3 9 0 了
’

.

a 16

5 t r ie h a u ra n t in C Zo H
: 5 0 5 3 4 8 18 5 + 3 3 T

.

a ; T
.

f
.

17

6 6
一
a e e t o x y 一 tr ie h a u r a n t in C 22 H 3 。()。 3 9 0 0 11 + 3

.

0 了
’ .

a ; T
.

f
.

1 7

7 le p i
s t a l C Zo H 2 6 ()

、
3 3 0 0 11 + 3 7 L

. s .

1 8

一卫 一 !绝旦鱼 !
一

〔盗坦
2,
旦

,

33 2 ⋯
_ _

迎k_
二 _ _ _ _ l

_ _ 口三色_
二~ 1.. 5.

.

几几
.

⋯
_

了
’ .

a
.

= T
r ie h o l

o
m a a u ra n t iu m ; T

.

f
.

~ 了
’

r ; c h o lo切 a

fr
a e t ie u m ; 1

. 、.

= 去
, )

P
; 5 2口 、。 ,

了 , d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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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岭 :性
’.

、材 /
““” “

“’““

娜
图 1 T r ie h o a u r a n tla n e

它的 2 个新类似物的抗生素
,

另从粗环射脉

菌 尸h le 沉a : tri g os oz on at a 中发现 2 个高度氧

化 的 贝壳杉 烷 (ka盯 a n e) 型 抗 菌 代谢 产 物

(p h le bia k a u r a n o l
、

p hle b ia n o r k a u r a n o l)仁
3〕

。

2 生物活性

2
.

1 神经生长 因子 (N G F )合成诱导 剂
:

从

结构上讲
,

有 Cya th a
ne 骨架类化合物都显示

刺激 N G F 合成之 活性
,

但 鸟巢菌 属产生的

此类成分未见有报道
。

1 3 2 1 N l 人星形细胞

瘤 (a s t r o e yt o m a )细 胞试 验表 明〔‘0 ]
, s e a b r o -

ni ne A 显示强 N G F 合成诱导活性
,

即 Z d 内

在 147 p g / m L N G F 的基本分 泌量下
,

其浓

度 为 1 0 0 拜m ol / L 时
,

N G F 的分 泌量 为 7 46

p g / m L ; 此 外
,

逆 转录 聚合 酶链 反 应 (R T
-

PC R )揭示 它 可增 加 1 3 2 1 N l 细胞 中 N G F

m R N A I
.

99 倍
。

大 鼠 星 形 神 经 细 胞 (as
-

t r o g lia l)试验表 明〔‘2〕
,

猴 头菌素 (e r in a e in e s )

A
,

B
,

C 是 N G F 合成 强刺激剂
,

在浓度均为

1
.

0 m m ol / L 时
,

N G F 的 分 泌 量 分 别 为

( 2 5 0
.

1 士 3 6
.

2 )
,

( 12 9
.

7 士 6
.

5 )和 (2 9 9
.

1 士

59
.

6) p g / m L
,

其活性均强 于 阳性对照 的强

刺激剂 肾上腺素 [ 1
.

0 m m ol / L 时为 (69
.

2 士

17
.

2) p g / m L 〕
。

具有低分子量的强 N G F 诱

导剂 如 s ca b ro ni n e A 将成 为治疗 严重神 经

元退行性疾病如 A lz he im e r ’S 疾病的有潜在

应用前景 的药物
,

且有助于 阐明 N G F 合成

和分泌的机制
。

2
.

2 抗菌活性
: tr ie ho a u r a n t ia n o lid e A 对枯

草芽抱杆 菌 B a c illu : : u b tili: 和金 黄色葡 萄

《中草 药》19 9 9 年第 3 0 卷第 1 0 期

山比. 一 t r阮如
一
”“一如“

碳骨架生物合成途径

球 菌显示 中等抗菌活性 [l5 〕
。

leP ist al 抗菌活

性要强于 le p is t o l(表 3 )
,

le p is ta l醛基的存在

对生物活性是重要的 [l8 〕
。

裹 3 一e p ista 一和 le pisto l抗菌活性

(M IC
,
“g / m L )

‘

化合物 5
.

,
.

B
.

,
.

R
.

g
.

s
.

c
.

尸
.

乐 矛 压 M
·

陈 N
·

‘
·

leP一s tal 5 50 5 19 19 19 50 50

lep is tol 100 100

书
5

·

sP ~ St r ePto 7叹y c e万 s p
.

A T CC 2 3 8 3 6 ; B
.

万

一 B a e il
-

lu s s u bt ilis ; R
.

9
.

= R hod
o tor u la 砂u t i二i: , 5

.

c
.

= S a c c h a -

r 。抓沙ce s c e r ‘I Jisia e 5 2 8 8e ; P
.

n
.

= P 亡n ic ill iu m n ot a t u m ; F
.

o
·

= F u sa r iu 从 o J ) sPor u 从 ;

M. 从
.

= 材“ c or 从ieh百 ; N
.

c
.

= N e -

。 a t osP o ra c o ry li

T o yo t a 等从牛肝菌科小牛肝菌 B o le t i
-

n us ca v iP es 子实体中首次分 到 5 个 由 1 6
一

经

基香叶基香叶醇与甲基富马酸或富马酸形成

新 抗 真 菌 的 链 状 二 枯 醋类 化 合 物
,

其 中

e a v ip e tin A 对 瓜 枝 抱 Cl
a d o sP o r iu m : u c -

u m e ri n “ m 抱子形成显示最强的抑制活性 (<

4 拼g )〔
, 。〕

。

据美 国专 利介绍 [ 2 ‘〕
, e r in a e in e s B ,

C 具

有抗菌活性
,

B 对 5
.

ce re v
isi ae 和 A.

, 心er 以

及 B
,

C 对 B a c illu : , u b tili: 表现 出抑制活性
,

可用于治疗细菌和真菌感染的疾病
。

2
.

3 抗肿瘤活性
:
le p is t a l(0

.

2 拼g / m I
J

)诱导

2 0 %H I
J

6 o 细胞分 化成粒性 白细胞
一

单核细

胞状细胞和 18 %U 9 37 细胞分化成单核细胞

状细胞
,

而 le p is to l诱导 3 0 %H L 6 O 细胞 (2 0

拼g / m L ) 和 1 4 %U 9 3 7 细 胞 ( 1 0 拼g / m L )分

化巨’‘〕
。

le p is ta l(z 拌g / m L )和 le p is t o l(5 0 拼g /

m L )有细胞毒性
,

它们是极有 开发价值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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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细胞分化诱 导剂
。

再 次证实 leP ist al

醛基是保持其生物活性的关键基团
。

T in tin a d io l对 H I
J

6 O(IC
Z。 1 0 拼g / m L )和

L 1 2 lo 细胞 株 (IC
S。 4 0 拼g / m L )显示 细胞 毒

性 [ ‘”〕
。

2
.

4 鳖烯合成酶 (SQ S )抑制剂
:

从裂褶菌科

裂褶菌 S c h iz OP 勺llu m c o m m u n e 分到新 的鳖

烯合成酶强效选择性抑制剂 s o hi z os tat in
,

可

用于治疗过脂症 [22 〕
。

并通过烯丙基澳与钡试

剂高度区域和立体选择性偶联反应实现了全

合成 [ 2 3〕
。

2
.

5 ‘ 阿 片样 物质 (o p io id )受体激动剂
:

阿

片样化合 物具有多种生理作用如抗伤害
、

神

经递质释放
、

呼吸抑制和 成瘾性
。

目前
,

所有

临床上重要的阿片样药物是通过 拼 受体起止

痛作用
。

如吗啡就是广泛使用的止痛剂
,

但也

引起难治的毒副作用如耐受性
、

依赖性 和中

枢抑制等
。

有证据显示
,

阿片样物质受体 (#
,

占和 ‘ )的激活能降低炎症性大鼠模型痛觉过

敏
。

因此
, ‘ 激动剂显示抗伤害 (a n t in o eie e p -

t iv e )活性
,

且使用 拼受体激动剂 (a g o n is t )时

未发现有副作用
。

日本学者 S a ito 等 [2’〕在从微生物次生产

物中寻找 Ic 受体激动剂中
,

首次证实 er ina ci ne

E 为 ‘ 阿片样物质受体高选择性强结合抑制

剂 (‘
,

IC
S。 0

.

8 拼m o l/ L ;拌
,

IC
S。

> 2 0 0 拌m o l/ L ;

a
,

IC
S。

> 2 0 0 拜m o l/ L )
。

初步构效关系研究表

明
,

所有官 能团和侧链都是活性所必需 的
。

er in a ci n e E 抑制兔输精管受电刺激引起的痉

挛反应 (E D
。。 1 4 拌m o l/ L )

。

通过加人选择性 :

阿片样物质受体拮抗剂 n o r bin alt o r p him in e

可恢复这种抑制作用
,

这说明该化合物是 ‘ 阿

片样物质受体激动剂
。

高等真菌中有生物活性

的部分二掂化合物如图 2 所示
。

综上所述
,

随着高效快速微量分离
、

鉴定

技术的广泛应用
,

以生物活性检测为导向
,

将

‘。 .”

、

, “ bro 山鹅 ^
e r认 . ‘运 . ^

e n一
‘山. .

二
, CHO

e r加 . ‘肠 . C n 州CH 』O “

皿 : 一时

氏 . “

t r i‘卜。一“ r一 。 I认二创一 人 t肠山旧“沁I
,P沙!
. p . , 口 .

n . 二. 0

民一 0 11

. 盆d 一 t场 A

川d . 肠二
时山血C

R 一11 皿 户人 .

氏叫)11 皿 .咭 .

皿 . 叫 )口皿 言一H

图 2 高等真菌中有生物活性的部分二菇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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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t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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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7 7
,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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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t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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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5

, 36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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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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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t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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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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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1 7 )
:

30 3 5

K n o Ps L
, 口t a l

.

L ieb ig s A n n ,

19 9 5
,
7 7

M a z u r X
, e t a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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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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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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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t a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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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8
, 4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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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t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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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t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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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S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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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 n im o t o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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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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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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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7

Ja n im o t o T
. e t a l

.

J A n tib io tie s ,

19 9 6
, 4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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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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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得到结构类型新颖的有显著生物活性的

高等真菌次生物质
,

同时结合 高等真菌培养

发酵液提供样品供药理研究
,

为人类合理利

用真菌资源提供依据
。

我国高等真菌资源十

分丰富
,

深人对其进行研究开发
,

无论从经济

价值还是从药用价值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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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化 学开放 实验 室刘吉开教授审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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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宝贵意见
,

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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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母及其制剂内在质量评价研究进展

中国药科大学生药教研室 (南京 2 10 0 0 9) 李松林
’

李 萍

摘 要 评价 贝母 及其制剂 内在质量 的有 重量法
、

酸碱滴定 法
、

安培滴定法
、

两相滴定法
、

酸性染

料 比色法
,

薄层 分离
一

紫外分光 光度法
、

薄层 扫描法和 高效液相 色谱法
,

其中酸性染料 比色法侧定

总生物碱和薄层扫描法测定单体生物碱应用最多
。

评价内容涉及 贝母 药材
、

栽培 品和组培物与野

生品 的比较
、

不同种间比较等
。

H P LC 法和 G C 法用于活性 单体化合物的评价值得深人研究
,

贝母

制剂质量评价和生物样品的测定有待加 强
。

关键词 贝母 质量评价 生物碱

贝母 是 常用止 咳 中药
,

来源 于贝母 属

F ri til la ri a L
.

多种植物地下鳞茎
。

业 已证明

贝母的主要活性成分为贝母生物碱及其昔
。

另外贝母 的皂昔
、

腺昔及脂肪酸也与贝母的

祛痰
、

平喘和降压等作用有关
。

多年来在贝母

的内在质量评价中主要将生物碱作为指标成

分
,

皂昔和腺昔等也有所涉及
,

笔者拟对近年

来的研究进展作一概述
。

1 生物碱的评价

1
.

1 总生物碱
:

至今可用 4 种方法测定贝母

总生物碱
。

l) 酸碱滴定法 [l1
:
以 甲基红为指示

剂
,

用硫酸标准液滴定
。

该法 为传统的容量

法
,

操作程序较繁
。

2) 安培滴定法 [2]
:
以硅钨

酸为试剂
,

以饱和甘汞电极为阳极
,

滴汞电极

为阴极
,

测定贝母生物碱和硅钨酸在硫酸钾

支持电解质 中的极谱曲线
。

该法底液的 p H

值对测定结果影响很大
。

3) 两相滴定法 [2j
:

根

据酸性染料澳察香草酚蓝在一定 p H 条件下

与贝母生物碱生成离子对并定量被抓仿提取

从而测定贝母总碱含量 (水相出现黄色即为

A d d
r e s s :

L i S o n g lin
,

D e p a

南 京军区 后勤部药检所工作

r t m e n t o f Ph a r rn a e o g n o s y ,

C h in a Pha r m a e e n t ie a l U n iv e r s it y
,

N e n jin g
,

现为 中国药科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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