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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蒡子为菊科植物牛蒡 Arctium lappa L. 的干

燥成熟果实。牛蒡子含有木脂素类化合物 ,主要是牛

蒡苷等 [1 ]。药理研究表明 ,牛蒡子对多种致病性真菌

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2 ]

,牛蒡子粗提物具有抗肿

瘤作用 [3 ]。牛蒡苷具有抗肾病变作用 [4 ] ,增强机体免

疫功能 [5 ] ,具有抗补体活性 [ 6] ,钙拮抗及抗高血压 [ 7]

等药理作用。

通过对中国商品牛蒡子中牛蒡苷的含量测

定
[8 ]

,以黑龙江木兰地区的牛蒡子为原料 (其牛蒡苷

的含量为 7. 58% ) ,采用大孔吸附树脂法进行分离、

制备。 方法简便、省时 ,适于工业化生产 ,收率为

9% 。在此基础上 ,欲要得到更纯的牛蒡苷 ,经 HPLC

检测 ,纯度为 99% ,可采用硅胶 H柱层析 ,收率为

11%。

1　牛蒡苷的制备

1. 1　牛蒡苷的提取:牛蒡子干燥后 ,磨成粗粉 ,经石

油醚、乙酸乙酯和 80%乙醇依次回流提取 ,分别回

收溶剂 ,取醇提物部分。将此提取物用水调至一定体

积 ,用正丁醇萃取 ,回收正丁醇 ,得正丁醇萃取物 ,冷

冻干燥。

1. 2　牛蒡苷的分离:取上述正丁醇萃取物干膏 ,进

行大孔吸附树脂柱层析 (干膏与树脂的比例为 1∶

30)。大孔吸附树脂以乙醇浸泡 24 h后 ,湿法装柱 ,

然后用大量的水洗去乙醇 ,上样。先用水洗至洗脱液

无色 ,然后改用 30%乙醇洗脱至其液无色 ,回收乙

醇后浓缩静置 ,继而出现灰白色粉末颗粒。

2　牛蒡苷的纯化

灰白色粉末通过硅胶 H减压柱 (干法装柱 ) ,以

氯仿 -甲醇 ( 9∶ 1)洗脱 ,回收溶剂后 ,得纯白色结晶

和粉末 ,经 HPLC检测纯度为 99% ,经 UV、 IR、
1
HNMR、

13
CNMR检测 ,数据与文献报道的牛蒡苷

一致。

3　讨论

本文采用系统溶剂提取法提取牛蒡苷 ,杂质少 ,

便于分离。采用大孔吸附树脂法分离牛蒡子苷 ,不同

于以往报道的分离 ,其特点是方便 ,快速 ,成本较低 ,

适于工业化生产。

灰白色粉末颗粒曾采用无水乙醇加热溶解后 ,

趁热过滤 ,静置 ,析出白色粉末后 ,弃去母液 ,收率为

50% 。采用无水乙醇纯化 ,粉末颜色不佳 ,一般需反

复纯化 2～ 3次。 不如硅胶 H减压柱层析纯化效

果好。

4　结论

采用大孔吸附树脂法分离制备牛蒡苷 ,方法简

便 ;采用硅胶 H减压柱层析法纯化牛蒡苷 ,纯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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