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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揭示药材产地不同
、

生态环境变迁

对植物体内的积累代谢及化合物形成与转化都会有

不同程度的影响
。

笔者认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崛县当

归做为道地药材是有物质基础的
。

日本 当归与国产当归为同属不同种植物
,

但临

床上当作一药用
,

和 当归不仅挥发油得率与 国产当

归相差悬殊
,

油 中的主成分革本 内醋明显低于 国产

当归约
。

特别提出的是和 当归含有较多国产 当

归所不含 的蛇床内醋和新蛇床内醋
,

可能与 日本 的

土壤和气候有关
,

也表明用挥发油组份分析 的指标

可以为当归与 日本当归的鉴别提供重要参数
。

国产当归与 日本当归是两种不同的药材
,

实验

结果表明两者在成分
、

含量上有较大的差异
。

中国学

者 曾对 当归与和 当归进行药理学研究
,

两者 的水煎

剂对 大 鼠离体子宫平滑肌 的作用上存在 明显 的差

异
,

当归的水煎剂主要表现为抑制作用
,

和当归则 以

兴奋作用为主川
。

也充分证明国产当归与 日本 当归

有区别
,

不能混用
,

与本研究结果相吻合
。

对 日本当

归及其制剂销售至 中国市场
,

导致 中药贸易逆差暂

且不论
,

就 中医临床用药 的疗效与安全能否保证本

身就值得商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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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黄化学成分研究

莫顺 燕
,

杨 永春
,

石 建功
‘

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物研究所
,

北京

火木层孔菌

又名桑黄
,

属于木层孔菌属 针层孔属 真菌
。

该

真菌寄生于杨
、

桦
、

栋树等树干上
,

在我国东北
、

华北
、

西北及西南等地区均有分布
。

作为药用真菌的一种
,

桑

黄在我国传统医药中主要用于治疗血淋
、

脐腹涩痛
、

脱

肛泻血不止
、

妇人劳损及凛痈溃烂等症
。

有关桑黄成

分的前期研究表明该真菌中含有黑色素 〕、

街体和菇类成分
,

包括麦角街醇
、

芳樟醇和三菇酸
,

以

及脂肪酸类
、

落叶松覃酸和芳香酸等
。

本实验对桑黄

乙醇提取物的醋酸乙醋萃取部分进行了较系统的

化学成分研究
,

从中分离得到 个化合物
,

并通过
、

、 、

和 方法鉴定了结构
,

分别为
一 ,

一

二轻苯基
一 , 一

己二烯
一 一

酮
、 一 , 一

二轻苯

基
一 一

丁烯
一 一

酮
、

原儿茶醛 皿
、

丁香酸
、

原

儿茶酸
、

咖啡酸
、

异麦角街酮 和阿魏酸

二十八醇醋 珊
。

除化合物皿 外
,

其余化合物均为首次

从针层孔属真菌中发现
。

仪器与材料

显微熔点测定仪 温度未校正

型傅里 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

核磁共振仪
,

一 质谱仪 高效液相色谱仪

公 司 制 备 柱
,

, 拼 ,

型检测器

凝胶 公 司生产 柱色谱硅胶

目 和薄层层色谱硅胶 ”、

型 青 岛海洋

化工厂生产
。

桑黄 尸 心 采 自辽 宁丹东
,

由中国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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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物研究所王淑芳教授鉴

定
,

标本现存于中国医学科学 院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

药物研究所植物标本室
,

标本号为
。

提取和分离

干燥 的桑黄
,

粉碎
,

乙 醇 回流提取

次
,

每次 提取液合并
、

浓缩后得到浸膏
。

将浸膏

用 蒸馏水悬浮
,

再依次用醋酸 乙 醋和正 丁

醇萃取
,

减压 回收溶剂后分别得到醋酸乙醋萃取物
、

正丁醇萃取物 及水相浸膏
。

醋酸乙

醋萃取物 进行硅胶柱色谱分离
,

以氯仿
一

丙酮

氯仿
一

甲醇 乙

醇为洗脱剂进行梯度洗脱
,

以薄层色谱进行检测
,

合

并相似洗脱部分并减压 回收溶剂
,

最终得到 个洗

脱部分 一
。

经过硅胶柱色谱
、

柱色谱
、

一

柱色谱
、

反相柱色谱
、

重结晶以及

纯化等分离手段
,

分别从 一 中得到化合

物 和化合物姗 从 中得到化

合物 和 从 中得到

和 班 一 从 中得到 和
。

结构鉴定

化合 物 橘红 色柱 晶
,

一
,

「
,

「 一 」
,

, , , , 。 丫凳黑
一 ’ , , , , , ,

。 ’ 一 ,

己

, , 一 , , , 一 , , ,

一 , , , , 一 , ,

, , 一 , , , ,

, , ,

一
, 一 , , ,

, , 一 , , , ,

, ,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一 , 一 , 一 , ,

一 。

以上波谱数据 与文献 〕报道 〔
,

二经苯基关
一

轻基
一 , 一

己二烯
一 一

酮 的相关

数据一致
,

故确定化合物 的结构为
一 , 一

二经苯

基
一 一

经基
一 , 一

己二烯
一 一

酮
。

化 合物 亚 橘黄色柱 晶
,

℃
,

「
,

一
,

, , 。

笼靠 一 ‘ , ,

, , , , , , 。

‘ 一 , , ,

, , , , 一 , , ,

, 一 , , ,

一
, 一 ,

, , , 一 , , , ,

, 一 ’“ 一 ,

台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 一 , · 一 。

化合物 的实测波

谱数据与文献闭报道 的数据一致
,

故确定化合物

的结构为
一 , 一

二经苯基
一 一

丁烯
一 一

酮
。

化合物 白色针 晶
,

℃
, 一 、

、 ’ 一

光谱数据与文献川报道 的原儿茶醛数

据一致
,

故确定化合物 址 的结构为原儿茶醛
。

化合物 无色针晶
,

℃
, 一 、

、 ‘ 一

光谱数据与文献闹报道 的丁香酸的波

谱数据一致
,

故确定化合物 为丁香酸
。

化合物 白色针 晶
,

一 ℃
, 一 、

、 ’ 一 、 ‘ 一

光谱数据经与文献 〔
, ’〕报道

的
, 一

二轻基苯 甲酸 原儿茶酸 比较
,

二者波谱数

据一致
,

故确定化合物 为原儿茶酸
, 一

二经基苯

甲酸
。

化合物 白色针 晶
,

℃
,

经与文

献
, “〕报道 比较

, 一 、 、 ‘ 一 、 ‘ 一

的

光谱数据一致
,

故确定化合物 为咖啡酸
。

化合 物 议 白色针 晶
, ‘ , 一 、

、 ‘ 一 、 ‘ 一

波谱数据与文献〔, , ‘。〕报道的

异麦角菌酮波谱数据一致
,

故确定该化合物为异麦

角街酮
。

化合物姗 白色无定形粉末
,

℃
, 一 、

、 ‘ 一 、 ‘ 一

波谱数据 与文 献〔川报道 阿

魏酸二十八醇醋的数据一致
。

因此
,

确定化合物姗为

阿魏酸二十八醇酉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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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药用植物黄梅木果实挥发油成分的
一

研究

魏圣淑
‘ ,

刘 向前
‘ ,

吴世旭
‘ ,

陆 昌沫
‘ ,

李建昊‘ ,

朴相 勇‘

韩国庆熙大学 药学系
,

韩国 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系
,

湖南 长沙

黄 梅 木 别名檀 香

梅
,

为樟科钓樟属 的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

东北亚各

国均有分布
,

生于山谷溪边
、

杂木林中或林缘的暖地

山区
。

性味辛
、

温
,

有活血舒筋
、

散癖消肿之功效
。

韩

国用小枝人药
,

具有解热
、

祛痰
、

清肝作用
,

民间还用

其种子油作灯油
、

头发油用
,

嫩叶可人茶食用
,

称为
“
雀古茶

’

心
, “ 〕。

该植物在中国的辽宁
、

山西
、

陕西
、

甘

肃
、

山东
、

江苏
、

安徽
、

江西
、

湖北
、

四川等省亦广泛分

布
,

名为三钻风
、

甘姜
、

香丽水等
,

以树皮人药
,

主治

跌打损伤
、

疲血肿痛 外用鲜树皮捣烂敷患处图
。

中

国产黄梅木化学成分研究表明 树干含谷街醇
、

豆 街

醇及菜油 幽醇 枝 叶含 以 乌药 醇为主 的芳香油
,

约

一 种子含癸酸
、

月桂酸
、

亚油酸
、

天台乌

药酸 及 白达木酸 。 等脂

肪油闭
。

长期 以来 由于药用植物资源市场流通 比较

混杂
,

再加上 因国家
、

地 区和用药习惯上的不 同
,

特

别是东北亚各国常存在同名异物
、

异名同物的现象
,

造成资源使用上的误用等问题
。

为此世界卫生组织

于 年 月 成 立 了 专 门机 构

简称 负责协调亚太

地区药用资源的统一标准化
。

作为这项研究工作的

一部分
,

本实验通过水蒸气蒸馏
一

乙醚萃取法首次对

韩 国产黄梅木果实提取挥发油
,

采用毛细管
一

法分离并分析鉴定 了其成分
,

并采用气相 色谱面积

归一化法测定了 个成分 的体积分类
,

并按照《大

韩 药典 》方法对其挥发油成分进 行 了定量
,

旨在 为

的工作提供研究材料
,

为黄梅木原植物 的综

合开发应用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

材料与仪器

黄梅木 的果实 年 月采集于韩 国江原

道外雪岳 山一带
,

由韩 国庆熙大学校药科大学生药

学研究 室 陆 昌沫教授鉴定 为黄梅 木 。

的果实
,

标本陈列于该校汉药博物馆
。

所有试

剂均为分析纯
。

仪器条件 水蒸气蒸馏装置符合《大韩药典 》

, 一

柱
, 拌 美国 公司

。

条件 柱温 ℃ 维

持 维持
,

℃
。

进样 口

温度 ℃
,

载气为氦气
,

扫描范 围

一
。

方法与结果

挥发油提取 取黄梅木 果 实 阴千 。。 ,

粉

碎
,

水蒸气蒸馏
,

得蒸馏液
,

乙醚萃取
,

浓缩 乙醚

萃取液得淡黄色油状物
,

进行
一

分析
。

样 品处理方法 样 品用 拜 醋酸 乙 醋

加热 溶解
,

作 为供试 品原 液
。

取供试 品原 液

拌 ,

用 醋酸乙醋稀释后
,

作为分析用溶液
。

实验结果 从黄梅木果实中分得 个挥发油

成分
,

通过
一

分析和标准图谱对照
、

质谱裂解

规律确定了结构
。

采用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出体积

分数见表
。

挥发油的定量 取黄梅木果实 阴干
,

粉

碎
,

按《大韩药典 方法阁进行
,

体积分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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