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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地喜树果实中喜树碱及lO一羟基喜树碱的差异

王自芬，刘文哲+

(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喜树Camptotheca acuminata Decne．为珙桐科

落叶乔木，我国特有树种，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及西南

各省n]。喜树全株含抗肿瘤生物碱喜树碱

(camptothecin，CPT)及衍生物瞳]。1966年美国的

Wall等首次从喜树中分离出喜树碱[3]，抗肿瘤实验证

明这种吲哚类生物碱具有抗癌活性[4]，但由于其副作

用较大，未能实现临床应用[5]。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

研究发现了喜树碱通过抑制拓扑异构酶I

(topoisomerase I)来发挥细胞毒性的独特抗癌机

制[4]，引发了喜树碱抗癌研究的新热潮。从喜树碱衍生

物中筛选与喜树碱具有相同抗癌机制且高效低毒的新

化合物，已成为获得新型抗癌药物的重要方法之一。

喜树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张

玉红等仅研究分析了中国境内7省区喜树果实中喜

树碱的质量分数，为了更全面地掌握我国喜树资源

品质，本研究采集到全国13个省区15个地区的喜

树果实，应用HPLC法研究分析喜树碱及10一羟基

喜树碱(10一HCPT)质量分数，以选择喜树碱及10一

羟基喜树碱质量分数均较高的喜树地理种源，为我

国喜树及喜树碱产业化提供理论依据。

1仪器、材料与方法

1．1仪器、材料：HPll00高效液相色谱仪，MA200

型电子分析天平(Az海第二天平仪器厂)，SENC0 R

系列旋转蒸发器(上海申生科技有限公司)，DL一

180超声波清洗器(浙江省象山县石浦海天电子仪

器厂)，色谱纯甲醇(中国上海陆忠试剂厂)，分析纯

甲醇(天津市化学试剂六厂三分厂)，去离子水。喜树

果实于2003年采自下列13个省区(表1)。喜树碱

和10一羟基喜树碱对照品为德国Boehringer

Ingelheim制药公司Bischoff教授所赠。

1一．2方法

1．2．1对照品制备：精密称取喜树碱对照品5．20

mg，置于50 mL量瓶中，加入甲醇，超声波助溶并定

容至刻度，摇匀，备用。精密称取10一羟基喜树碱对

照品5．50rag，置于50mL量瓶中，加入甲醇，超声

表1喜树果实产地

Table 1 Habitats of C．acuminata fruits

波助溶并定容至刻度，摇匀，备用。

1．2．2供试品溶液：于燥的喜树果经粉碎、过筛后，

准确称取其粉末100 mg，置于锥形瓶中，加入10

mL甲醇超声波提取20 min，重复3次，滤过，浓缩，

用甲醇定容至1 mL，用0．45 pm针头过滤器滤过，

即得供试品溶液。

1．2．3色谱条件：ZORBAX SB—C18(150 mm×4．6

mm，3．5肛m)色谱柱(美国)；流动相：水(A)，甲醇溶

液(B)；梯度洗脱程序：0 min(A—B，6：4)，40 rain

(A—B，3：7)；体积流量为1．0 mL／min；检测波长

为254．36 D_m；柱温为25℃；进样量为10弘L。该色

谱条件下喜树碱及10一羟基喜树碱对照品和供试品

的色谱图见图1。

2 结果

2．1 不同产地的喜树果实中的喜树碱及10一羟基

喜树碱：通过对13省区的15产地喜树果实中喜树

碱和10一羟基喜树碱分析，不同地理种群的喜树中，

其喜树碱和10一羟基喜树碱差异显著，其中福建产的

喜树果实中喜树碱质量分数最高，为0．190 2％；贵州

产喜树果实中喜树碱质量分数最低，为0．085 3％，

两者差异极显著(尸<o．01)(图2)。四川产的喜树果

实中10一羟基喜树碱最高，为0．057 3％；贵州产

喜树果实中10-羟基喜树碱最低，为0．0052％，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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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0一羟基喜树碱(A)和喜树碱(B)及喜树果实甲醇提取物色谱图(C一福建、D一湖南)

Fig．1 HPLC chromatograms of 10一HCPT(A)，CPT(B)，and methanol extracts

of C．acuminata fruits(C：Fujian，D：Hg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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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不同产地喜树果实中喜树碱

及10一羟基喜树碱含量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CPT and 10一HCPT in C·

acuminata fruits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差异极显著(P<0．01)(图2)。

2．2 同一省份内不同地区喜树果实中的喜树碱及

10一羟基喜树碱：在对不同省区的喜树果实中喜树碱

及10一羟基喜树碱比较分析同时，也以浙江省(杭

州、金华、磐安)为例对同一省份内不同地区的喜树

果实中喜树碱及10一羟基喜树碱做了研究分析。结

果表明，杭州、金华、磐安喜树果实中喜树碱质量分

数分别为0．158 1％、0．165 2％、0．140 4％，3者差

异不显著。杭州、金华、磐安喜树果实中10一羟基喜

树碱质量分数分别为0．028 9％、0．018 6％、

0．117 4％，3者差异不显著。

2．3新鲜喜树果实与放置一年喜树果实喜树碱及

10一羟基喜树碱：取2002年和2003年广西、湖南、浙

江(杭州)喜树果实各1份，比较新鲜与放置一年的

喜树果实中喜树碱及10一羟基喜树碱的差异。结果

表明，广西、湖南新鲜喜树果实与放置一年喜树果实

喜树碱差异不显著；而浙江(杭州)新鲜喜树果实与

放置一年喜树果实喜树碱差异极显著(P<0．01)。

广西、湖南新鲜喜树果实与放置一年喜树果实10一

羟基喜树碱差异不显著。而浙江(杭州)新鲜喜树果

实与放置一年喜树果实10一羟基喜树碱差异极显著

(P<0．01)。

2．4 果皮及种子中喜树碱及10一羟基喜树碱：果实

是众多木本药用植物的主要药用部位，它由果皮和种

子共同组成。以四川产喜树果实为对象将喜树果实的

果皮和种子分离，分别测定了它们的喜树碱和10一羟

基喜树碱。结果表明，种子中的喜树碱质量分数为

0．253 8％，而果皮中仅为0．028 5％，两者差异显著

(P<0．01)。种子中的10一羟基喜树碱质量分数为

o．057 4％，果皮中为o．043 0％，两者差异不显著。

3讨论

药用植物中某种次生代谢产物的高低与多种环

境因素有关，喜树作为药用植物其生物碱的量也同

样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7]。通过张玉红等口1和本次

实验研究表明，不同地理种群的喜树果实中，喜树碱

和10一羟基喜树碱差异较大；由于材料采集的年份、

地区不同，本研究所收集的各地喜树果实中喜树碱

与张玉红等人的实验结果不尽相同，但均认为不同

地理种群的喜树果实中喜树碱和10一羟基喜树碱差

异较大。这表明海拔、气候、土壤等因素对喜树中生

物碱的积累的确存在影响。

通过对同一省份不同地区的喜树果实中喜树碱

和10一羟基喜树碱进行研究分析表明其差异不明

显，即小范围内各种因素对喜树果实中喜树碱及

10一羟基喜树碱影响不大。对喜树碱及10一羟基喜树

碱含量的综合分析认为四川I喜树果实中喜树碱及

10一羟基喜树碱均较高，可以作为喜树及喜树碱产业

化的供选地理种源。

本研究还发现，部分产地新鲜与放置一年喜树

果实中喜树碱和10一羟基喜树碱差异不明显；而部

分产地新鲜与放置一年喜树果实中喜树碱和10一羟

基喜树碱差异明显。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

个：一是不同年份的气候因素及外界刺激对喜树果

实中次生代谢产物积累的影响；二是喜树果实中的

喜树碱和10一羟基喜树碱在放置过程中有可能分

解。所以，在提取时为了得到更多的抗癌活性物质应

当即采即提。

另外，对喜树果皮和种子中喜树碱和10一羟基

喜树碱进行分析，发现喜树碱主要存在于喜树种子

中，而10一羟基喜树碱在喜树果皮和种子中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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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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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HPLC法测定墓头回中的齐墩果酸

曹艳萍1，李翠芹2+

(1．榆林学院化学系，陕西榆林719000；2．西安交通大学药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墓头回别名箭头风、臭罐子等，系败酱科败酱属

植物异叶败酱Patrinia heterophylla Bunge或糙叶

败酱P．scabra Bunge，分布于陕西、河南、河北、山

西等地。根及全草入药口]。有消肿排脓、祛瘀止痛的

功效，临床上用于治疗急性阑尾炎初起、瘰疬、无名

肿痛、宫颈糜烂、跌打损伤、骨折等症[2]。现代药理研

究表明，该植物对体内、外肿瘤癌细胞有强大的杀伤

作用[3]。对该植物的生药学研究和化学成分研究表

明，有效成分主要是以齐墩果酸苷元和常春藤苷元

组成的三萜皂苷[4j。齐墩果酸具有降低谷丙转氨酶，

促进细胞再生，防止肝硬化，抗炎和强心作用，是治

疗肝炎的有效成分[5]。已有文献报道，用比色法和薄

层扫描法[6川]测定齐墩果酸。但用RP—HPLC测定

墓头回中齐墩果酸未见报道，本实验建立了用RP—

HPLC法测定墓头回中齐墩果酸的方法，并对5种

不同产地墓头回植物中齐墩果酸进行了测定，为墓

头回药材的质量控制及合理使用提供了依据。

1仪器、试剂与药品

日本岛津高效液相色谱仪(包括Lc一10 ATvp

泵、SPD--10AvP紫外检测器和SPD—M10Avp二

极管阵列检测器)，7725型手动进样阀(美国

Rneodyne公司)，ANASTAR色谱工作站(奥泰科

技有限公司)，KQ一250B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

超声仪器有限公司)；齐墩果酸对照品购自中国药品

生物制品检定所(批号0709—9803)，甲醇为色谱纯，

实验用水均为二次蒸馏水，墓头回药材购于各地药

店或直接从产地收集，均由西安交通大学药学院牛

晓峰教授鉴定。

2方法与结果

2．1色谱条件：Kromail ODS色谱柱(150 mlTl×

4．6 mlTl，0．5 um)；流动相为甲醇一0．05％冰醋酸水

溶液(88：12)；体积流量为1．00 mL／min；柱温为

室温(26℃)；检测波长为225 DID．；进样量20弘L；理

论板数按齐墩果酸峰面积计算应不低于2 000。在该

色谱条件下齐墩果酸的保留时间是11．3 min。

2．2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干燥至恒重的齐

墩果酸对照品50．0 mg，置于25 mL量瓶中，加甲醇

15 mL超声处理5 rnin，用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得

质量浓度为2 mg／mL对照品储备液。

2．3供试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干燥至恒重的墓

头回粉末(100目)1 g于150 mL三角瓶中，加入

10％硫酸30 mL，沸水浴中水解4 h，放冷后滤过，滤

渣用水洗至中性，45℃烘干，精密加入氯仿50 mL，

超声提取50 min，补足损失质量，滤过，精密量取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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