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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叶多糖的化学研究

广西医科大学(南宁 530021) 黄桂宽
今

曾麒燕

摘 要 从银杏叶水提液中
,

得到两种多糖
,

经凝胶过滤
、

高效液相色谱
、

过碘酸钠氧化
、

S m i th 降

解
、

红外光谱等方法
,

证实一种银杏叶多糖的分子量为 1
.
7 x 10

5,

含葡萄糖
、

鼠李糖
、

木精
,

其摩尔

比为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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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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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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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基以 卜(1‘6) (l”3)(z‘4)连接 ;另一种多糖是葡聚糖
,

分子量为

1. 4x 10 ‘ ,

糖基以
。一

(1
~

4 ) (1
~

3 ) (1 ~
6 ) 连接

。

抗氧化效果试验表明银杏叶多糖对O 子有一定清除

作用
,

关祖词 银杏叶 多糖 抗氧化

延缓衰老
,

健康长寿
,

为人们日益期盼
。

现存的古老中生代子遗植物之一的银杏树
,

素有裸子植物活化石之称
,

因而近年来银杏

叶药品及保健品已遍及国内外
。

天然多糖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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