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mL;②酒石酸钾钠结晶 34. 6 g与氢氧化钠 10 g

加水溶解至 100 mL) ,高锰酸钾液 ( 0. 004 mol /L ) , 6

mol /L盐酸 , 20%氢氧化钠 ,硫酸高铁溶液。

2　试验方法

2. 1　葡萄糖标准曲线: 精密量取分析纯葡萄糖 0. 2

g置于 200 mL容量瓶中 ,溶解稀释至刻度为对照

品。分别取对照液 10. 0, 15. 0, 20. 0, 25. 0, 30. 0 mL

置于 150 mL三角烧瓶中 ,加水至 30 mL,加裴林试

液①、②各 20 mL,摇匀 ,加热 4～ 5 min,用冷水冷

却 ,产生氧化亚铜沉淀 ,滤过 ,用 50℃水洗涤沉淀 ,

至洗液中性 ,弃去滤液 ,沉淀用硫酸高铁溶液 50 mL

溶解 ,滤器用水洗涤 ,将滤液和洗液合并于三角烧瓶

中 ,用高锰酸钾液滴定至粉红色。

回归方程: Y= 0. 66X - 0. 41, r= 0. 999 9。

2. 2　人参多糖含量: ①单糖的测定: 精密称取 0. 2 g

人参多糖置 100 mL容量瓶中加水至刻度 ,振摇 ,精

密量取 10 mL,同上法操作 ,得高锰酸钾消耗毫升数。

②多糖的测定: 精密称取 0. 2 g人参多糖置三

角烧瓶中 ,加水 15 mL、 6 mol /L盐酸 10 mL,加热

回流 40 min,用 20%氢氧化钠溶液调 pH值为中

性 ,置 100 mL容量瓶中加水至刻度。 精密量取 10

mL,同上法操作得高锰酸钾消耗毫升数。 以毫升数

查标准曲线可得葡萄糖毫克数。含量计算:

单糖 (% ) =
葡萄糖毫克数×样品稀释倍数

样品重量
× 100%

多糖 (% ) =
样品水解葡萄糖毫克数×样品稀释倍数

样品重量
× 100%

人参多糖 (% ) = 多糖 (% ) -单糖 (% )

③回收率试验: 分别量取 0. 5, 1, 2, 4, 6, 8, 10

mL上述葡萄糖对照液置多糖水解液中 ,同上法操

作 ,平均回收率 99. 00%。 RSD= 0. 24%。

2. 4　样品结果: 8批测定结果多糖含量为 64. 05% 。

3　讨论

3. 1　在测定葡萄糖标准曲线时 ,由于没有葡萄糖标

准品 ,所以用分析纯葡萄糖 (含量在 99%以上 )。

3. 2　在实验过程中 ,采用多组平行试验 ,确保了数

据的准确性 ,但由于各批人参根渣原料来源不同 ,前

期处理略有不同 ,会使多糖数量不同 ,但差异不大 ,

多糖含量达到 64% ,具有很高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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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红豆杉各部位紫杉醇含量分析

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 ( 518060)　　张　鸿

云南大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杨明惠

　　紫杉醇 [1～ 3 ]目前国内的来源仍主要是从红豆杉

树皮中提取 ,资源十分短缺。 本文对云南红豆杉

Taxus yannanensis和南方红豆杉 T. chinensis的

皮、根、叶、嫩枝、木和种子及东北红豆杉 T .

cuspidata的皮、木、嫩枝和叶中紫杉醇含量进行了

分析比较 ,为合理开发红豆杉 ,提供了实验数据。

1　实验部分

1. 1　仪器:岛津 LC-10A高效液相色谱仪 , SPD-6V

紫外检测器 ,大连化学物理所产 C18柱 ( 4 mm× 250

mm) , CX-250型超声振荡器及 80-2型离心机。

试剂、试药:紫杉醇为 Sigma公司出品 ,其它试

剂均为国产分析纯试剂。

1. 2　样品采集及制备: 所有样品于 1997年 4月分

别采集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和黑龙江省穆棱县 ,样品

采集后在阴凉通风处干燥 ,冰箱内避光保存。

1. 3　样品溶液制备:干燥样品粉碎后过 40目筛 ,准

确称取粉末 2 g ,置于 50 mL磨口具塞三角瓶中 ,以

20 m L甲醇超声萃取 30 min,留上清液 ,沉淀复加

20 m L甲醇 ,重复操作。合并上清液 ,过滤除渣 ,滤液

于 50℃水浴减压蒸干 ,残留物溶于 10 mL水 ,并加

入 10 mL二氯甲烷 ,超声萃取 5 min,离心 ,分离二

氯甲烷 ,水层复加 10 mL二氯甲烷 ,重复操作。合并

二氯甲烷层 ,室温下减压蒸干 ,剩余物定溶于 0. 5

mL甲醇。叶、嫩枝样品的甲醇液 ,上氧化铝柱 ,用氯

仿洗脱至无色 ,然后用甲醇洗脱 ,收集甲醇液于 50

℃水浴减压蒸干 ,残留物溶于 0. 5 mL甲醇 ,制备液

均经 0. 45μm过滤器过滤 ,滤液供 HPLC分析。

1. 4　分析方法:采用文献
[ 4]
报道的方法。 流动相:

M EOH-H2O( 65∶ 35) ;流速: 1 mL /min;检测波长:

225 nm;灵敏度: 0. 16AUFS;进样量: 40μL,室温下

外标法进行定量分析。

2　结果

测定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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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藤黄细球菌及大肠杆菌均未显示出抗细菌和抗

真菌活性 [3 ]。 由此可见 ,与具有优良抗病毒、抗菌活

性的大蒜烯 ( ajoene)、大蒜素 ( allicin、 aricine)、大蒜

新素 (al li t ridin)等非极性单体相比 , SACS等含硫氨

基酸是明显与之区别的活性物质 ,它们的药理活性

贡献值得单独研究。

4　化学结构对药理活性的影响

存在于大蒜中的含硫氨基酸之一 ,蛋氨酸

( methionine, 2-氨基 -4-甲硫基 -丁酸 )目前已被开发

成制剂在临床应用。从结构上来看 ,蛋氨酸比 SMC

多一个亚甲基 ,二者应属同系物 ,但在药理活性上二

者有无区别目前尚无研究。除蛋氨酸外 ,以 SACS

为代表的大蒜及其他百合科植物中目前已知的含硫

氨基酸的结构母体都是 L-半胱氨酸 ,区别主要在于

不同的 S -取代基和有无亚砜基团。

Moriguchi等已证明了 S -烯丙基基团是产生神

经营养活性的必须基团 [20 ]。 Sheela等研究结果表明

亚砜基团是降血脂药理活性的必要结构
[ 23]
。 Song

等报道 SACS不能抑制大鼠乳房组织中 7, 12-二甲

基苯并蒽诱导的 DNA加合物的形成 ,而 SAC却有

很强的抑制作用 ,说明亚砜基团对这一活性是无效

的
[17 ]
。 Kawada等研究了一系列的大蒜中的含硫有

机化合物 ,试图寻找烯丙基基团与药理活性之间的

关系 ,发现二烯丙基二硫化物、二烯丙基三硫化物和

SACS均能显著增加小鼠体液中肾上腺素和去甲肾

上腺素的含量 ,而不含烯丙基的二硫化物、二烯丙基

单硫化物和 SAC则无效 ,但所有的烯丙基硫化物

都可增加小鼠肩胛间脂褐质中解偶联蛋白质含

量 [13 ]。 这说明了烯丙基基团、硫链长度和亚砜基团

对于表现不同活性和体现同一活性致关重要。

5　小结

虽然对大蒜药理活性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

年 ,但对其单体的研究目前为止大多集中在 ajoene、

allicin、 al li tridin等几个早已合成或分离的化合物

上 ,这对于阐明大蒜诸多的药理活性机制是不够的。

SACS的活性在 80年代才受到少数国外学者的关

注 ,目前对大蒜及其他百合科植物中的含硫氨基酸

的研究仍然集中在国外 ,还不够系统和丰富 ,它们的

潜在价值仍有待发现。但一个已经证实的结论是: 含

硫氨基酸的确是大蒜的活性成分之一 ,它们的研究

成果对有效开发大蒜药用成分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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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红豆杉各部位紫杉醇含量 (% )

云南红豆杉 南方红豆杉 东北红豆杉

皮 根 木 嫩枝 叶 种子 皮 根 木 嫩枝 叶 种子 皮 木 嫩枝 叶

0. 018 0. 0082 0. 0034 0. 0019 0. 0011 0. 01 0. 016 0. 017 0. 0025 0. 0022 0. 0025 0. 012 0. 042 0. 009 0. 0042 0. 0039

　　树皮中紫杉醇含量最高 ,叶中紫杉醇含量最低。

3　讨论

实验结果 ,东北红豆杉中紫杉醇含量高 ,植物中

各部位分布规律同文献
[5 ]
。

枝叶中紫杉醇的含量虽仅有干皮的 1 /10左右 ,

但由于枝叶的总量远远大于干皮 ,加之枝叶中含有

重要的紫杉醇半合成前体 baccatinⅢ或 10-去乙酰

baccatinⅢ ,其在枝叶中的含量与树皮中的紫杉醇

含量相当 [6 ] ,由此可见 ,利用红豆杉枝叶分离紫杉醇

是保护红豆杉资源的良好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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