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草地上部分的活性成分和资源利用
“

内蒙古医学院药学系 � 呼和 浩特 。工� � �。� 贾世 山 �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 郁桂芬

摘翼 概述了甘草属地上部分主要活 性成分黄酮类化合物的种类
、

分布以及种间成分的差别
。

同

时
,

还指出了
一

甘草地上部分资源可以利用的可能性
。

一

甘草是互科廿草属‘勿。户 从穿以�
植物

。

其根和根茎是最常用的中药
,

主产于内蒙古和 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
,

年产近 � 。。。。吨
。

除用作药品外
,

还广泛用在食品
、

酿造和化妆品工业上
,

有着越来越广的应用前景
。

尤其
二决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成功地在治疗艾滋病等重要疾病上

,

更

引起人们对甘草进行诸多方面研究的极大兴 趣
。

而非药用部分的地上部分是否有利用价值
,

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

现就 甘草属地上部分的活性成分和 资源利用前景作一综述
。

� 甘草地上部分活性成分的化学研究
�

�

� 黄酮类成分
�
刘勤等曾对甘草属黄酮类成分做过综述〔�〕

。

但未包括非药用的地上 部分
。

甘草属地 上部分黄酮类成分 的化学研究
,

前苏联学者早在本世纪 �� 年代就着手了
。

� � � �年

月� � � 二 � � 二 � � 等
一

泞先从原苏联产 光果 甘草�
�

�� �� �� 叶 的热水提取物中分离到 �个黄 酮 类 化

合物〔幻
。

后来
,

又从光果 甘草的叶
,

用聚酞胺柱层析分离到 �� 个黄酮类化合物��,
�〕

。

同时指

出在不同地 区所生长的甘草叶所含黄酮类成分的种类是不同 的
。

并测得总 黄 酮 的 含 量 为

�
�

� � �〔� 〕
。

�� � �年 �
� � 。二 �

中等从原苏联产光果甘草地 上部分的氯仿提取物
,

用硅胶柱层析分

离到 �个黄酮类化合物
,

其中� �� �
� � � � � �� 和光甘草宁 �� �� �

� �  地 � 分别占千 植物 物 料 重

的�
�

� � �
, �

�

�� � 〔�〕
。
几 � � � � �� � 御。�

等又对�
�

州此
。� �� 艺“的地上部分用双向纸层 析 法检识

出�个黄酮类化合物〔�〕
。

在欧州
, � � �� 年英国 �

� � � � � 报告了从欧甘草 �光果甘草变 种 � 叶

中分离到�个异黄烷衍生物〔�〕
。

西班牙学者� � � ��
� �
等报告了从 �

�

�� � � � � 。物
, �
的地

�

� 部 分

分离到 �个黄酮类化合物〔�〕
。

伊朗学者�
�

�“� �� 等从伊朗产变种光果甘草得到 �个黄酮类化合

物
,

从果实中得到 �个〔�的
。

� � � �年 日本学者�� � �� 等从上耳其产的变种光果甘草叶的 甲 醇

提取物
,

用硅胶柱层析分离到�个〔抖〕
。

� � � � � �� �� 年 日本学者� ��  !
�
从我国黑龙江省 肇州县

产乌 拉尔甘草 �
� � �� �� �� 话的花期地上部分的 乙醇提取物

,

用硅胶柱层析分离到 �� 个黄 酮类

化合物〔�� 一� � 〕
。

�� � � 一 � � � �年我们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 区产乌拉尔甘草的花期 叶 的

乙醇提取物
,

用聚酞胺柱层析分离到 � �个〔巧一� �〕
,

并测得总黄酮约为 ��
。

李强用高效液相

层析检识出 �介〔�� 〕
。

工
�

� 其它化合物
� �� � �年 � �� ��

。
从黑龙江省产乌拉尔甘草的地 上部分分离到 �个香豆素类成

分〔� “〕
。

后来 又分离到�个其它酚类衍生物〔扭〕
。

我们从 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区产的乌拉尔甘

草的叶分离到 �个酚酸贰类成分〔�� 〕
。

迄今为止
,

己从甘草属地上部分分离到 � �个黄酮类化合物和 �个其它酚类成分
。

现将 �个

主要品种 的 黄 酮类 成分主要特征列表
。

迄今为止
,

从甘草属地上部分共分离到�� 个黄酮类化合物
,

其中以黄酮醇类为最多
。

从根

及根茎共分离出�� 个化合物
,

比文献〔幻综述的 �� 个还多 � � 个
,

,

并以异黄酮和二氢黄 酮类为最

多
。

甘草的地上部分和根及根茎共分离到 ��� 个黄酮类化合物
。

地上和地下部分相互 交 叉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切 � � �
,
�� � � � � � � � � ��扭 � � � �。取� � � ��� � �

,

� � � � � � � � 。

△本文为内蒙古自治区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只有�� 个
,

� � � � � �� �

� �� � � �� 一 �
,

相 互重复的 �� 个化合物是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乌拉尔甘草和光果甘草地上部分

黄酮类成分的存在形式
� �� � � � � � � ��

,

抽 皮贰
,

甘草 一
素 � ��� � �

� ���� � � �� �
,
��� � � �� � �  ,

光甘

草宁
,

异甘草素
。

这些化合物只在光果甘草

中发现重复
,

而在乌拉尔甘草 中尚未 发现重

复
。

因此
,

不但 � 个主要品种光果甘草和乌

拉尔甘草在地上部分黄酮类成分有所不同
,

而
�

且在地 上和根及 根 茎 �种部位上也是不同

的
。

相同种乌拉尔甘草地
�

�部分产地不同
,

成分也差别较大
。

这为 �个品 种甘草 和同品

种不 同产地甘草的地上部分的利用和根及根

茎的开发提供了依据
。

� 甘草地上部分的资源利用

解决甘草地上部分能否利用问题
,

应考

虑以下几点
� � 采集地上部分 �花期 �对其药

�
。 “� � �� 入�犷�

游离形式 结合形式

连异戊 不连异 碳贰 氧贰

烯 基 戊烯基

�
� � �� � � �

游离形式 结合形式

连异戊 不连异 碳试 氧贰

烯 基 戊烯基

�

计 工� � � � � �� �

注 � � 一

� 个品种同时存在 � 个不连异戊烯基的游离形

式黄酮类化合物
。

�
· � 个品种同时存在 � 个氧试化合物

。

用部分根和根茎中的有效成分 �主要是甘草酸类 �的含量和蓄积水平的影响 � � 采集地 上部分

是否可以保护地下药用部分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 活性成分在地上部位各部分 � 主要是

茎和叶 � 的含量和分布情况 � �活性成分的有效性 � 药效学 � 和安全性 � 急
、

慢性毒性 � 的

检验 , � 植物部位及其所含活性成分的质量控制方法 � �活性成分 � 总成分和主 要 单体 成

分 � 提纯制备工艺的可行性 � � 活性成分的结构特征
、

理化性质 以及地
�

上部分和根及根茎中

活性成分在结构上的异 同点等等
。

近�� 年来
,

经我们研究和调查认为
,

甘草的地上部分是可以利用的
,

特别是以提制甘草

浸膏及其相关制品为 目的的
。

可以预期
,

采收花期地上部分既可利用资源
,

又可保护根及根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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