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用 石 油 醚
一

乙 酸 乙醋梯度洗脱
,

经 反 复 柱 层

析
,

得 2 个结 晶性化合物 l
、

vI
。

C 经硅胶柱层 析
,

用 C H 1C
3一

M
e 0 H 梯 度洗脱 得

化合物 V
。

将正 丁醇 提取后的水母液浓缩长 时间放

置后 析出蔗糖 班
。

3 鉴定

化合 物 I
:

白 色针 晶 ( C H C 13 )
,

C
2 9 H S。 O

,

m p

1 3 9 ℃ ~ 1 4 1 ℃
。

IR
、

M S 数据 与文献
〔 2〕
报道 的 件谷 出

醇基本一致
,

故确证 I 为 件谷 街醇
。

化合 物 l
:

白 色 片 晶 ( C H C 13 )
,

C
Z。

H
; 。 O

,

m p

17 0
`

C
,

其 R f 值 与豆 街醇标 准 样品相 同
,

IR
、

M S
、 ’ 3

C N M R 数据 与文献
〔 3〕
报道 一致

,

故确证化合 物 亚为

豆菌醇
。

化合物 皿
:

白色 粉末
,

C
3 5
H

。 。
0 6 ,

m p 2 9 5℃
,

IR
、

M S 数据与文献 (41 报道 的 胡 萝 卜昔基本 一致
,

故确

定 皿 为胡 萝 卜昔
。

化合物 W
:

白色块状结晶 (M
e
O H )

,

m p 3 o g C ~

31 O C
。

IR
、

M S 数据 与文献
〔们报道 的齐墩果酸 基本

一致
,

确证 I V 为齐墩果 酸
。

化合物 V :

浅黄 色针 晶 ( M
e O H )

,

C
19
H

18
0

1 1 ,

m p

2 5 8℃
,

其 IR
、

M S
、 ` 3

C N M R 光谱数 据与文 献
〔 3〕
报道

的芒果 昔一致
,

故确证 V 为芒果昔
。

化合物 vI :

无 色粒状结晶 (M
e O H )

,

m p 1 6 8 ℃ ~

1 7 0 ℃
,

F A B
一

M S m /
: :

3 4 1 ( M
+ 一 l )

。
2% H

Z
S O

`

水解

后
,

用纸 层析检出葡萄糖与果糖
,

与标 准蔗糖混合熔

点不下降
,

故确定 讥为蔗 糖

致谢
:

所 有光谱数据 均 由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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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眼三菇 B 的晶体结构

福建省樟州卫生学校 ( 3 6 3 0 0 0) 徐 坚
`

龙 眼学 名 D i m o c a

rP
u s l o n g a n L o u r ,

属无患子科

(S aP in d ac ae
` )龙 眼属 植物

。

其果壳 味 甘
,

性温
,

无

毒
,

水煎液外涂可 治皮 肤过敏
,

痈疖
,

止 痛等
。

1 9 8 9

年
,

我们用石 油醚冷 浸龙 眼壳 ( 干 )
,

提取液经浓缩
,

上硅胶柱
,

经 不 同比例 的石 油 醚
一

丙 酮洗脱
,

无水 乙

醉重结 晶先后得 到 2 种 晶体
,

一 种是无色平板状晶

体
,

命名 为龙 眼三赌 A
,

另 一种是无色 针状 晶体
,

命

名为龙 眼三菇 B
,

对两 者分别作了红外光谱
,

紫外光

谱
,

核磁共振
,

质谱
,

以及一 系列 的化学 鉴定反 应和

查阅有关资料
,

确定 了平 面结 构
。

为 了搞 清龙眼三菇

A 和 龙眼三掂 B 的空 间结构
,

经与中国科学 院福建

物质结构研究所陈元柱先生等合作
,

完成了对龙 眼

三菇 A 的 X 射线单晶结构 测 定
,

确定 了其 空 间结

构田
,

通过 比较龙 眼三菇 B 与龙 眼三菇 A 的红外光

谱
,

紫外光谱
,

核 磁共振 和质谱
,

确定龙 眼三菇 B 的

结构如图 l
。

图 1 龙眼三枯 B 分子的立体结构

1 光谱数据

1
.

1 高 分 辨 质 谱
:

龙 眼 三 菇 A : 4 1 ( 6 7% )
,

55

( 9 6写 )
,

6 9 ( 1 0 0 % )
,

8 1 ( 7 6 % )
,

9 5 ( 8 8% )
,

1 0 9

( 6 1 % )
,

1 2 3 ( 4 8 % )
,

1 25 ( 5 2% )
,

1 3 7 ( 2 3 % )
,

1 4 9

( 1 8 % )
,
1 6 5 ( 5 1 % )

,
1 7 9 ( 2 1 % )

,

1 9 1 ( 1 5 % )
,
2 0 6

徐 坚 男
,

1 9 8 1 年毕业于福建卫校药学 大专一班
。

1 9 8 2 ~ 1 9 8 3 年 在南京药学院中草药化学教研室进修
。

现工作在
漳 州卫校中药教研室

。

讲师
。

专 业特长
:

中药化学
。

主要科研成果
:

龙 眼三 菇
一
A 的晶体结构 《有机化学 》 ,

60 C 。 幅照对猴头菇
产 量 的影 响食用菌蒲 层层析和纸 层层析的 自动报警装置

, 《专 利 》 3 种炮 制方法对白芍化学 成分的影 响
, 《 中药材 》钩吻总碱

提取方法的 比较
, 《药学通报 》一种泡袋剂浸出速率 的测 定方法

一

减量法 《中成药研究 》

·

2 5 4
·



( 2 2 % )
,

2 2 0 ( 2 6 % )
,

2 3 1 ( 2 6 % )
,

2 4 8 ( 1 2 % )
,

2 6 1

( 7 % )
,
2 7 5 ( 2 2 % )

,

2 8 7 ( 2 % )
,
3 0 2 ( 6% )

,

3 4 1 ( 2 % )
,

3 9 5 ( 2 % )
,

4 1 3 ( 1 2% )
,
4 2 8 ( 1 3 % )

。

龙 眼三 枯 B
:
4 1 ( 6 7% )

,
5 5 ( 9 2 % )

,
6 9 ( 1 0 0 % )

,

8 1 ( 6 7% )
,
9 5 ( 7 6 % )

,
1 0 9 ( 5 3% )

,

1 2 3 ( 4 9 % )
,

1 2 5

( 4 8 % )
,

1 3 7 ( 2 2 % )
,

1 4 9 ( 1 3 % )
,

1 6 3 ( 2 3 % )
,

1 7 9

( 2 2 % )
,

1 9 1 ( 1 6 % )
,

2 0 5 ( 2 7 % )
,
2 1 8 ( 2 4 % )

,
2 3 2

( 1 9% )
,

2 4 6 ( 2 1% )
,

2 5 7 ( 5% )
,

2 7 3 ( 3 0% )
,

2 8 7

( 5 % )
,

3 0 2 ( 7% )
,
3 4 1 ( 4% )

,

4 1 1 ( 6 % )
,
4 2 6 ( 2 2% )

。

1
.

2 红外光谱
:

龙 眼三菇 A
:
3 4 75

c m 一 ’
强吸 收 ;龙

眼 三 菇 B
:

1 7 1 2 c m 一 `
强 吸 收

,
8 0 0 e m 一 ` ~ 1 5 0 0

c m 一 ’
两者极 为相似

。

1
.

3 核磁共振
:

两者极为相似
。

1
.

4 紫外光谱
:

两者在 200
n m 处 有微 弱地末 端吸

收
,

其余处无吸 收
。

2 讨论

2
.

1 从高分 辨质 谱 图上可 见大部分碎 片两 者都是

相 同的
,

不同的碎 片龙 眼三菇 B 比龙 眼三菇 A 少 2
,

即少 了 2 个 H
。

龙眼三枯 A 为 C
:

为
一

O H
,

故龙眼三

掂 B 的 C
3

为 = O
。

2
.

2 龙 眼三菇 B 有一个> 一 0
,

两者在指 纹区 吸收极

为相似
,

说明两者母核相 同
。

2
.

3 紫外 吸收光谱和核磁共振谱两者无太大 区别
,

说明两者母核相 同
。

2
.

4 参 照龙 眼三 菇 A 的立体 结构 图
,

龙 眼三菇 B

除在 C
3

是拨基 以外
,

其余均 同龙眼三菇 A
。

2
.

5 从生 物学来源推断
,

龙 眼三菇 B 应为龙眼三菇

A 的氧化产物
。

2
.

6 经 查 阅 有 关 资 料
,

龙 眼 三 菇 A 为 木 栓 醇

( f r ie d e
li

n o l ) 〔 2〕 ,

龙 眼三菇 B 为木栓酮 ( f r ie d e li n ) 〔 2〕 。

这两者对植物龙 眼而 言均为首次发现
。

2
.

7 龙 眼三菇 A 分子式 为 C 30 H 52 0
,

龙 眼三 枯 B 分

子式为 C
3o
H

5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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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泰治疗脑梗死 68 例疗效观察

天津市第二 中心医院 ( 300 1 20) 何 国英 张 颖

脑梗死 属于 常见病
、

多发病
,

具有 发病率
、

致残

率和死亡率 三者均高 的特征
。

我科采用络泰静脉点

滴治疗脑梗死并与血塞通 注射液对照观察取 得满意

疗效
,

现报道如下
:

1 一般资料

全 部为住 院患 者
,

诊断标 准符合全 国第二 次脑

血 管病学术 会规定 的脑梗死诊断标 准
,

按 住 院顺序

随机分 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
。

全部病例均 经头 颅 C T 证实 为脑梗死
,

除外脑

出血
。

1 39 例年龄均在 42 ~ 80 岁
,

平 均 61
.

2 岁
,

病

程 自发病 6 h一 2 年不等
。

络泰治疗组 68 例
,

男性 47

例
,

女 性 21 例 ; 对 照组 71 例
,

男 性 42 例
,

女 性 29

例
,

两组病情严 重程 度相似
,

即神经功 能致 损程 度
、

临床症 状
、

体征具有 可 比性
,

伴发疾病 相似
,

既往史

相近
,

C T 所见梗死病灶大小具有 可比性
。

2 治疗方法

治疗组 采用 昆 明制药 有限公 司 出品 〔滇卫药 准

字 ( 1 9 9 6 )第 0 0 3 2 2 2 号〕络泰 4 0 0 m g 溶于 5% 葡萄搪

注射液 25 0 m L 中 (糖尿病患 者用生理盐水 )
,

每 日 1

次
,

14 d 为一疗程
,

有 脑水 肿表现患 者加 用 2 0% 甘

露醇 2 50 m L 静脉点滴
,

每 日 2 次
,
口服药治疗组与

对 照组相 同
。

对照组应用血塞通 注射液 4 0 0 m g 溶于

5% 葡萄糖注 射液 2 50 m L 中 (糖尿病患 者用生理 盐

水 )
,

每 日 l 次
,
1 4 d 为一疗程

。

3 疗效判定

两组患者治疗 时间相同
,

根据 治疗前
、

后 神经功

能缺损 程度 积分
,

统一 评定标 准
,

即以 1 9 8 6 年中华

医学会第 2 次全 国脑血 管病学术会议通过 的对脑卒

中疗效评定为依据
。

4 结果

治 疗 组 显 效 55 例 ( 80
.

88 % )
,

有 效 12 例

( 1 7
.

6 5 % )
,

无 效 l 例 ( 1
.

4 7% ) ;
对 照组 显 效 4 0 例

( 5 6
.

3 4 % )
,

有 效 2 6 例 ( 3 6
.

6 2% )
,

无 效 5 例

( 7
.

04 % )
,

两 组 显 效率 比较
,

有 显 著 性 差 异 ( 尸 <

0
.

0 5 )
。

5 讨论

络泰为从云南特产 的名 贵药材 三七 中提取 的有

效 活性成分— 三七总皂昔 的新 一代制剂
。

三七 系

五 加科人参属植物
,

甘温
,

微苦
,

具有滋补 强壮
、

化痕

止血
、

活血定痛等功效
。

现代医学表 明
:

三七具有增

加脑血 流量
、

扩张血管
、

改善微循 环
、

降低 动脉血压
、

心脏耗氧量
、

抑制血小 板聚集
、

抑制红细胞及血管壁

粘附作 用
,

可有效地 改善梗死灶的供血状态
,

具有降

低血液 粘稠度
、

降血脂等作用
。

临床观察表 明
,

络泰

粉针剂较之血塞通注射液
,

改善了制作工艺
,

提高了

其 活性 成分的含量
,

治疗脑梗死效果更佳
,

未发现有

任何毒副作用
,

适 宜临床推广使用
。

( 1 9 9 8
一

1 2
一

2 5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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