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及 �� � � �贰键的葡聚糖肤
,

肤链中以丝氨酸及苏氨酸以�
一
贰键与糖基相连接

。

�
�

� � � ��云为自色片状结晶
,

分子量 �� � ��
,

红外光谱在 � � �� �
一 ’

处存吸收峰
,

表明 有 日一

贰键
,

而不存在 � 一贰键吸收峰
。

业在 � � � �
、

� � � �
, � � � � � �

一 ’

处有酞胺基特征峰
。

完全酸水

解仅检出葡萄糖
,

过碘酸 盐 氧 化
, �� �� 完成

,

业有甲酸生成
,
�� �� �降解产物检出丙 三

醇和赤醉醇
,

说明含有 � � , � �及 � �、� �贰键的糖基组成
,

肤链的氨基酸组成 �� �� � �

以谷氨酸 � � �
�

� �
、

撷氨酸 � � �
�

� �
、

亮氨酸 � ��
�

� �
、

丙氨酸 ��
�

� �
、

甘氨酸��
�

� �
、

天冬

氨酸 ��
�

� � 等为主
,

亦有丝氨酸 ��
�

� � 及苏氨酸 ��
�

� � 存在
,

肤含量占总糖肤的 � �
�

��
。

卜消去反应证明
,

除在紫外光谱� � � � � 处 出现吸收峰外
,

氨基酸定量分析结果
,

丝氨 酸 由
�

�

��  降到 �
�

�� �
,

苏氨酸由�
�

��  减少到微量
。

� � � �。按改 良的 � � �
� � �� �法甲基化

,

全

甲基化多糖产物经水解
、

还原
、

乙酞化
,

进行气相层析及气质联用分析
,

与标准品对照
,

可

见 有�
, � , � ,

� ��� �‘一� �� �质谱碎片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及 �
, � , � 一�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要产物
,

业以峰面积校正后计算其摩尔质量比为�
� � � �

。

以 上 证 明

� � � � �为含有卜 � � , � �及 � � � � � 贰键的葡聚糖肤
, � 种贰键糖基组成比例为�

, � ,

且有

分枝存在
。

肤链与糖的连接方式为以丝氨酸及苏氨酸以�
一
贰键方式相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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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李荣芷
,

等
�

北京医科大 学学报
,
�。, �

,
� � � � �

�
通� �

� 张翼伸
,

等
�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

� �  � �� � � �

� 方积年
�

药物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戈苏 国
,

等
�

微生物学报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一� �收稿 �

辛 夷 花 有 效 成 分 研 究

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 �北京 �� � � � �

辛夷为木兰科植物辛夷 � � � � � �‘� ���‘��� ��

� �� �
�

的花蕾
,

具有祛风通窍的作用
,

用 于 治疗

头痛
,

鼻渊
,

鼻塞不通等症
。

化学成分主含挥发油

�江苏新医学院
�

中药大辞典
�

下册
�

��   
�

� �� � �
。

早在洲年代
,

国外曾对木兰属植物的树皮及根皮进

行生物碱成分的研究
,

近年来对辛夷花蕾中木脂素

成分的研完
,

国内外报道较多
。

但对该花蕾水溶性

成分的研究
,

国内外未见报道
。

作者从辛夷花蕾的

乙醇提取物中分出一种水溶性生物碱
,

经紫外
、

红

外
、

氢谱
、

碳谱
、

质谱等光谱分析
,

确定其为水溶性

季钱碱一木兰碱 �� � � � � � �� � �� � � 〔N akan o
.

顾 国明 周 宇红 于桂华 贾 玲

C hem P harm B ull
,

1 9 5 4
,
2

(
2

)

:
3 2 9 〕

。

药理

实验表明
,

该化合物具有显著的肌肉松弛的作用
。

1 提取和分离

辛夷花蕾粗粉
,

以乙醇回流提取
。

提取液减压

浓缩后
,

用2纬酒石酸溶解
。

酒石酸提取液以 氨 水

碱化至p H g~ 10
,

乙醚萃取
。

母液减压浓缩至小体

积
,

加乙醇至醇浓度为90 %
,

得醇溶和醇不溶 2 部

分
。

取上清乙醇溶液
,

减压浓缩至千
,

水溶后经反

复硅胶柱层析 〔溶剂为甲醇一氨水 (洲
,

6
) 〕

,

制

备性 纸层 析 〔溶 剂为正丁醇一冰醋酸一水 ( 4
: 1 :

5 ) 〕最后将制备液冷冻干燥得类白色粉状物
。

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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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部位白屈菜生物碱侧定结集(纬)

tqU了nJ孟任.工�匕n�1二,‘一心口音110J.1nU�11�
.
魂,工n
�nU八“

..

…
j.�“�八nn曰n�nn�nU

O甘�艺

微0624

n�0

生屯物 碱

原鸦片碱

白屈菜碱

黄 连 碱

四氢黄连碱

6一 甲氧基二 孤

血根碱
小 樊 碱

6一甲氧基二氢
白屈菜红酸

二氢血根碱

总生物碱

0。 0 0 9

��R目才O甘
,立,U口.二,二�”

0
。

1 3 6

0

。

0 0 7
0

。
0 1 6

微

0。 0 0 7

微

0
。

0
1 6

0

。

0 0 3

0

。

4 7 0

0

。

0 1
0

0

。

4 0 1

0

。

0 0 6

0

。

7
6 0

0

。

0
1 9

0

。

7
0 9

0

。

1 8 7

0

.

0
4 2

0

。

0 7
1

0

。

0
1

6

0

。

0 7
2

0

。

0 3
1

1

。

1
4

1

6

.

2 除四氢黄连碱外
,

其它各生物碱都是地下部含量大于地上部的含量
。

地上部分生物碱总

量为0
.3%~ 0

.8%
,

地下部分生物碱总量为1
.5%~ 2

.5 %
,

这与文献记载的总碱量基本一致
。

6

.
3 不同地区采集的白屈菜

,

其生物碱含量相差悬殊
。

白屈菜的不同植物部位
,

各个生物

碱含量也不相同 , 四氢黄连碱和黄连碱在花中含量最高
,

其它生物碱都是在根中含量最高 ,

除四氢黄连碱和黄连碱外
,

叶中生物碱含量最低
。

白屈菜中各生物碱的含量随贮存时间而降

低
。

总之
,

白屈菜在不同生长时期
,

不同产地及植物部位其生物碱含量有所不同
。

通过本文的

实验
,

证明文献记载〔3〕的白屈菜采收期为夏秋两季是合理的
,

但笔者认为更合理的 采收期应

在 7 月份
,

这是由于 7 月份植物生长茂盛
,

产量比 10 月份高
,

采收更为合理
。

本文为充分开

发利用白屈莱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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