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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部分单体化合物的药理活性

Table 1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of some monomers

化合物m浓度变化对肝癌Hele 7404和宫颈癌

Hela的抑制率影响变化较大。质量浓度从0．001

／19／mL增加到0．005 tlg／mL时，对肝癌Hele 7404

和宫颈癌Hela的抑制率分别从85．68％、82．11％

提高到95．37％、96．84％；而化合物m浓度变化对

胃癌SGC 7901的抑制率影响却不是很大，质量浓

度从0．001／lg／mL增加到0．01 Ftg／mL时，对胃癌

的抑制率仅从91．73％提高到92．65％。

化合物11I在质量浓度低于0．001}tg／mL时对

胃癌SGC 7901的抑制作用最强；而当质量浓度高

于0．005 Fg／mL时对肝癌Hele 7404和宫颈癌

Hela的抑制作用较好。

化合物Ⅳ在质量浓度高于0．005弘g／mL时对

以上细胞株具有中等强度的抑制作用。

从蒲葵中分离出的单体化合物的抗肿瘤数据表

明，化合物Ⅲ具有显著的抗肿瘤活性。因此，化合物

Ⅲ应该是蒲葵籽中具有抗肿瘤活性的主要成分之

一，这为蒲葵的开发与利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另外，蒲葵中大极性部分化学成分的分离研究还在

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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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MS法分析海星中脂肪酸及脂溶性成分

吴 鹏，赵岩，李平亚。

(吉林大学再生医学科学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21)

海星学名海盘车，属棘皮动物门(Eehinoderma—

ta)海星纲(Asteroidea)。棘皮动物是海洋里常见的

大型无脊椎动物，是研究海洋药物的良好材料，现已

知1 500多种。我国沿海海域有100多种。药理研究

表明，很多海洋生物次生代谢产物对人类多种疾病

具有很好的疗效，主要生物活性表现在抗肿瘤、抗心

血管病、抗菌、抗病毒、抗放射、抗衰老、止血、镇痛和

消炎等方面。海星中含有大量结构独特的具有生物

活性的代谢产物，李国强等[11从海星中分离出17种

化合物，其中主要是甾体类成分。这些甾体类成分具

有细胞毒、溶血、抗病毒、抑菌等药理活性。许东晖

等[2]研究表明海星甾醇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

有关海星提取物中的油性成分尚未见报道，本实验

采用GC—MS法对其油性成分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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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部分

1．1仪器和试剂：美国Finnigan公司TRACE MS

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柱色谱用硅胶(200～300

目)、硅胶G，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石油醚、甲

醇、丙酮、乙醇(95％)均为分析纯，北京化工厂生产；

海星购自大连市医药药材公司，经吉林大学药学院

中药化学研究室张晋敏副教授鉴定为多棘海星As—

terias amurensis Lutken。

1．2样品处理：海星干燥后粉碎，称取500 g，常温

下分别加5倍量的甲醇依次搅拌提取3、2、1 h，每隔

15 min搅拌一次，滤过，合并滤液，减压浓缩，蒸于，

得51 g提取物。经硅胶柱色谱，石油醚一丙酮(5：

1～l：1)梯度洗脱，每份收集250 mL，共收集320

份(Fr．1～320)，将Fr．30～121段浓缩得油状液体

1．6 mL供GC—MS分析。

1．3 GC—MS条件：色谱柱为HP一5(30 m×0．25

mm，0．25弘m)石英毛细管色谱柱；进样口温度为

250℃；程序升温80℃(1 min)到280℃(维持15

min)，速率为20℃／min；载气为高纯氮气，体积流

量为1 mL／min；分流比为25：1；进样量为0．2 FL；

溶剂延迟3 min；气化室温度为280℃，EI电离源

70 eV；离子源温度为200℃；扫描质量范围为33～

640 amu，全扫描方式。

2结果与结论

从气相色谱图中共检测出47个峰，相应质谱通

过Xcalibur工作站NIST标准质谱图库进行检索，

认定了其中的35个色谱峰，通过Xcalibur工作站

数据处理系统，按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个化合物

在挥发油中的质量分数，结果见表1。

从海星油脂所鉴定出的35个成分中，有31个

脂肪酸和4个非脂肪酸类成分。主要成分为丁二酸

二(2一甲基丙基)酯(7．67％)、2一甲基丁二酸(1～甲基

丙基)酯(17．7％)、己二酸二(2一甲基丙基)酯

(11．16％)、十四酸(10．14％)、十六酸甲酯

(2．21％)、硬脂酸(3．85％)、(Z)一11一十六烯酸

(3．06％)、软脂酸(10．42％)、油酸(5．61％)、(E)一

11一二十烯酸甲酯(2．88％)、(z)一13一二十二烯酸

(11．7％)等。

所鉴定的35个化合物的量占样品总量的

96．41％，其中脂肪酸的量占96．15％。医学研究表

明，不饱和脂肪酸具有明显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作用，

进而降低高血压、心脏病及中风等疾病的发病

率[3“]。张利等[53研究表明软脂酸、硬脂酸能够诱导

人肝癌HepG 2细胞的凋亡，海星油脂中软脂酸、

表1海星中的脂肪酸及脂溶性成分

Table 1 Fatty acids and liposoluble components

in A．amurensis

硬脂酸的量高达14．27％。海星不饱和脂肪酸占总

脂肪酸的27．57％，主要为(z)一13一二十二烯酸

(11．7 oA)、油酸(5．61％)，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油

酸、花生四烯酸等是人体必需脂肪酸[6]，这些不饱和

脂肪酸具有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小板凝聚、减少

血栓形成等作用。试验结果表明，海星在医药、保健

品等领域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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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翠雀中生物碱成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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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翠雀Delp／cinjure grandiflorum L．为毛茛

科翠雀属Delphinium L．植物，又名大花飞燕草，生

于山坡、草地、固定沙丘，分布于云南北部、山西、河

北、宁夏、内蒙古、东北等地；蒙古、苏联西伯利亚地

区也有分布。民间多用于治疗风热牙痛、疥癣、头虱

等E1]。考虑到同一种植物生长的环境不同，所含化学

成分也不尽相同，本实验在前人[2～43研究的基础上

选择宁夏固原市寨科乡的大花翠雀进行提取分离，

从大花翠雀中首次分得4个去甲二萜生物碱；氨茴

酰牛扁碱(I)、牛扁碱(Ⅱ)、去氧牛扁碱(Ⅲ)、草地

乌头碱(1v)和1个生物碱：氮一肉桂酰一2一苯基乙胺

(v)。其中I、Ⅲ～V均系首次自该植物中分离

得到。

1仪器与试剂

1H—NMR、13C—NMR、DEDT、2D在Mercury

plus 400型核磁共振仪上测定，以溶剂CDCl。、TMS

为内标。色谱用硅胶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薄层

色谱及柱色谱溶剂系统：石油醚一丙酮。

2提取及分离

将风干翠雀(全草及根)2．6 kg，粉碎，用65％

乙醇浸泡，每次浸泡7 d，共浸泡提取3次。蒸去溶

剂，得抽提物浸膏。浸膏用1％盐酸溶解，调节pH 1，

静置，过夜，滤去不溶物。然后用石油醚脱脂3次。再

依次用浓氨水及NaOH调节pHll～12，用三氯甲

烷反复萃取4次，合并三氯甲烷萃取液，并将萃取液

用无水硫酸钠进行干燥，蒸干除去溶剂，得粗碱约4

g。用碘化铋钾试剂检测水溶液，不含生物碱。将4 g

粗碱用200～300目硅胶柱色谱，石油醚一丙酮梯度

洗脱，每份收集100 mL，蒸干溶剂，再进行柱色谱和

薄层色谱分离，共得到5种生物碱，其中4种为去甲

二萜生物碱。

3生物碱的结构鉴定

化合物I：白色无定形粉末，分子式

C3zH46N208。1H—NMR(100 MHz，CDCl3)艿：1．06

(3H，t，J=6．8 Hz，NCH2CH3)，3．23，3．33，3．35，

3．42(3H，S，4×OCH。)，3．61(1H，t，J一4．2 Hz，

14B—H)，5．74(2H，br S，NH2)，6．65～7．82(4H，m，

H—Ar)。13C—NMR(400 MHz，CDCl。)艿：84．O(d，C一

1)，26．1(t，C一2)，32．3(t，C一3)，37．6(s，C一4)，43．2

(d，C一5)，90．9(d，C一6)，88．5(s，C一7)，77．5(s．C～8)，

50．3(d，C一9)，38．3(d，C一10)，49．0(s，C一11)，28．7

(t，C一12)，46．1(d，C一13)，83．9(d，C一14)，33．6(t，C一

15)，82．6(d，C一16)，64．6(d，C一17)，68．6(t，C一18)，

52．4(t，C一19)，51．O(t，C一21)，14．1(q，C一22)，55．8

(q，OCH3一1)，58．0(q，OCH3—6)，57．9(q，OCH。一

14)，56．3(q，OCH3—16)，167．7(s，OCO—Ar)，110．3

(s，C一1 7)，150．7(s，C一27)，116．8(d，C一3’)，134．3(d，

C一4 7)，116．3(d，C一57)，130．7(d，C～6 7)。氢谱、碳谱

数据与文献值口3基本一致，故鉴定为氨茴酰牛扁碱

(anthranovllycoctonine)。

化合物Ⅱ：白色无定形粉末，分子式C。。H。，NO，。

1H—NMR(400 MHz，CDCl。)艿：1．04(3H，t，J一7．2

Hz，NCH2CH3)，3．24，3．35，3．42，3．45(各3H，S，

4 X OCH3)，3．60(1H，t，J一4．8 Hz，1413一H)。

13C—NMR(400 MHz，CDCl。)艿：84．3(d，C一1)，26．2

(t，C一2)，31．6(t，C一3)，38．1(s，C一4)，43．2(d，C～5)，

90．6(d，C一6)，88．5(s，C一7)，77．5(s，C一8)，49．6(d，

C一9)，38．5(d，C一10)，48．8(s，C一11)，28．7(t，C一12)，

46．1(d，C—13)，83．9(d，C一14)，33．6(t，C一15)，82．6

(d，C一16)，64．8(d，C一17)，67．8(t，C一18)．52．6(t，C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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