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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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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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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
,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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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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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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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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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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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盆草中的黄酮类成分

中国药科大学(南京 210009) 何 爱民
生

王 明时

摘 要 从 景天 科药 用植物 垂 盆草 的全 草 中分离 到 13 种 黄 酮 类 成分
,

经鉴定 为
:
首 楷素

(triein ) ,

首楷贰(triein 一
7

一
g l

u e o s
i d

e
)

,

木 犀草素(luteolin ) ,

木犀草素
一

7
一

葡萄糖贰 (luteolin
一

7
一

g l
u e o -

s
i d

e
)

,

甘草素(liquiritigenin ) ,

甘草贰 (liquiritin )
,

异甘草素(isoliquiritigenin ) ,

异甘 草贰 (isoliquir
-

itin )
,

异 鼠李 素
一

7
一

葡萄糖贰 (isorham netin 一
7

一
g l

u e o s
i d

e
)

,

异 鼠李素
一

3
,

7
一

二 葡萄糖贰(isorham netin-

3 ,
7 勺iglueoside) ,

柠檬素(lim oeitrin ) ,

柠檬素
一

3
一

葡萄糖贰 (lim oeitrin
一

3
一

g l
u c o s

i d
e

)

,

柠檬素
一

3
,

7
一

二

葡萄糖贰(lim oeitrin一
3

,
7

一

d i g l
u e o s

i d
e

)

。

关键词 垂盆草 黄酮类成分

垂盆草 S edum sa
o

entos u爪 B u n g e 为景

天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

在我国广泛分布
,

民间

用于治疗各种肝炎
、

咽喉肿痛
、

水火烫伤
、

虫

蛇咬伤
。

临床应用表明
,

能显著降低患者血清

谷丙转氨酶
,

且无副作用
。

1 9 7 9 年方圣鼎等

从其水溶性部位分离到一氰贰类成分
:2一

氰

基
一

4
一

O

一

件D 一

葡萄糖反丁烯
一

2

一

醇
,

命名为垂盆

草贰
,

并指出其为抗肝炎活性成分川
。

因此
,

各种垂盆草制剂均 以垂盆草贰的含量作为质

量控制的指标
。

垂盆草贰为一水溶性氰贰
,

极

不稳定
,

致使各种制剂中垂盆草贰的含量相

差很大
,

有些相差十几倍
,

甚至有些产品中检

测不出垂盆草贰的存在
。

于是人们提出这样

的问题
:
垂盆草贰是否为垂盆草 中唯一 的抗

带
A d d

r e s s :
H

e
A im i

n ,
C h i n a

P h
a r

m
a e e u t i

e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N

a n
j i n g

现工作单 位
:
上海 医科大学药学院

,

2 0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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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活性成分? 它能否客观地反映垂盆草制

剂抗肝炎的活性? 垂盆草贰以外的成分是否

也有抗肝炎活性? 所以有必要对垂盆草的化

学成分作进一步研究
。

作者报道从垂盆中分

离鉴定的 13 种黄酮类成分
。

从垂盆草 中分离并 鉴定的黄酮 类成分

有
:
首蓓素 (triein

,

X )

,

首楷贰 (triein
一

7
一

g l
u

-

e o s
i d

e
,

x x
)

,

木 犀草 素 (luteolin
,

x v l
)

,

木犀草

素
一

7

一

葡 萄糖贰 (luteolin
一

7
一

g l
u e o s

i d
e ,

x x x l l l )

,

甘草 素 (liquiritigenin
,

x l x l )

,

甘 草 贰 (liquir
-

itin ,
x x l )

,

异甘 草素 (isoliquiritigenin ,
x x l )

,

异

甘 草贰 (isoliq uiritin
,

x x v l )

,

异 鼠李素
一

7

一

葡萄

糖贰 (isorham notin 一

7

一

g l
u e o s

i d
e

,

x x v )

,

异鼠李

素
一

3

,

7

一
二二葡 萄 糖 贰 (isorham n etin一

3
,

7
-

d i g l
u e o s

i d
e

,

x x z l l )

,

柠檬 素 (lim oeitrin
,

x x l l
)

,

柠檬 素
一

3

一

葡萄搪 贰 (lim oeitrin
一

3

一
g

l
u e o s

i a
。 ,

x x x )

,

柠 檬素
一

3

,

几
’

一 葡 萄糖贰 (lim oeitrin 一

3
,

7
一

d i g l
u e o s

i d
e

,

x x v l l l )

。

1 仪器和材料

熔点用 X T ;型显微熔点仪测定
,

温度未

校正
。

红外 光谱用 PE 叨3
I R

一

40
0 型红 外仪

,

K B
r 压 片法 测 定

。

紫 外 光 谱用 Sh im ad zu

U V
一

2 0 0 0 型仪器测定
。

核磁共振谱用 Br
u k er

B Z H 一
4 0 0 及 B ruker A C F

一

3 0 0 型核磁共振仪

测 定
,

T M S 作 内标
。

质谱 EI
一

M S 和 JE O L

JM SD 一
3 0 0 和 N ieolet F T

一

M S

一

2 0 0 0 等质谱

仪 测定
;F A B

一

M S 用 ZA B
一

H S 型 质 谱仪 测

定
,

薄层和柱层析用硅胶 由青岛海洋化工 厂

生产
。

植物原料垂盆草采 自浙江勤县金峨和

慈溪龙南 的栽培种
,

由中国药科大学 生药学

教研室赵显国博士鉴定
。

表 1 化合物 x 和

卜薰一薰箭贡

2提取和分离

70 kg 新鲜全草(相当于干重药材 6 kg )

先后用 95 % 和 80 % 工业乙醇回流提取 2 次
,

得流浸膏 800 9 ,

加适量水和少量 乙醇热溶后

用乙酸乙醋萃取得乙酸乙醋部分 22 0 9 ,

再用

正丁醇萃取得正 1
一

醇部分 150 9 ,

另得水部分

409 9 。

乙酸乙醋部分用硅胶柱层析和 SeP h a一
dex LH 一

2 0 柱层析得到 21 个单体
,

其中属于

黄酮 类 成分 的有
:
晶 X (s m g )

,

晶 、11( 2 0 0

m g )
,

晶 xlll(2 50 m g )
,

晶 xvll(50 m g ) ,

晶 xlx

(100 m g ) ,

晶 xx(20 m g )
,

晶 xXI(20 m g )
。

正丁

醇部分经 硅胶柱层析
、

D
l。 ,

型大孔树脂柱层

析
、

聚 酞胺柱层析
、

S 即had ex L H
一

2 0 柱层析

得到 15 个单体
,

其中属于黄酮类成分的有
:

晶 X ( 12 m g )
,

晶 xlx (20 0 m g )
,

晶 xx (120

tn g ) ,

晶 xxl(120 m g ) ,

晶 xxll(25 m g )
,

晶 xxlll

(50 m g )
,

晶 xxv(2
.
0 9 ) ,

晶 xXvl(30 rn g )
,

晶

xxvlxl(4 00 m g ) ,

晶 xxxlll(30 m g )
。

3 鉴定

3
.
1 化合物 X 和 xx 的结构鉴定

:
化合物 x

为 黄 色 针 状 结 晶
,

m p 2
90

℃ 一 292 C

(M eO H )
。

化合物 xx 为黄色绒毛状结晶
,

m p

2 4 0 ℃ 一242 (aq
.
M eO H )

。

盐酸
一

镁粉反 应均

为 阳性
,

M ol is h 反应前者为阴性
,

后者为 阳

性
,

提示化合物 X 为黄酮
,

而化合物 xx 为黄

酮贰
,

二者的 U V 谱数据见表 1。

从 U V 谱提示化合物 x 为含有 5 ,

7

,

4
‘-

O H 的黄酮
,

而化合物 xx 为其 7一
O H 与糖结

合的贰
。

二者的
‘
H N M R 谱数据见表 2 。

xx 的 U V 谱教据

化合物 xx 的 硫
二

2 4 8
,

2 6 8

,
3 5 0

2 6 0
,

2 9 8
s

h

,
4 2 0

+ A I C I
s

h
,

2 7 5

,

3 0 6

,

3 6 0
s

h

,

3 9 3 2 7 5

,

3 0 5
s

h

,

3 7 2
s

h

,

3 9 5

提示

黄酮

4 , 一
O H

5
一

O H

十 A IC ls/H C I

258

257 sh ,

2 7 7

,

3 0 3

,

3 5 9
s

h

,

3 8 6 2 7 6

,

3 6 2

,

3 8 8

+ N
a

O A
e

2 6 6

,

2 7 6
s

h

,

3 2 0
,

4 1 0 2 5 9

,

2 9 8
s

h

,
4 2 1

+ N
a

O A
e

/ H
:

B O
3

2 7 0

,

3 5 0

,

4 2 2
s

h 2 6 8

,

3 5 2

无 3一
O H

7
一

O H
,

或成贰

无邻二经基

·

5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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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化合物 x 和 xx的‘
H N M R 数据

门根据
IH N M R 可知化 合物 x 为 5 ,

7
,

4
‘ -

t r
i h y d

r o x y
一

3
‘ ,

5
‘一

d i m
e t

h
o x

y f l
a v o n e

,

其理化

常数与波谱数据与文献报道 tr ici n比3〕一致
,

故推定其为首楷素(triein)
。

化合物 xx 用 l m o l/L 圣IC I 水解
,

得 贰

元
,

与 triein 共 T L C ,

R f 值一致
,

混合 m p 不

下降
,

水溶液中仅检出葡萄糖
。

经文献检索
,

其 理化 常 数与 波谱数据 均 与 tr ici
n一

7
一

各D
-

g lu eoside 一致[‘」,

故确证化合物 xx 为 5 ,

4
‘-

d i h y d
r o x

y
一

3
’ ,

5

‘ 一

d i m
e t

h
o x

y f l
a v o n e

一

7

一

O

一

件

D
一

g l
u e o

P y r a n o s

i d
e

。

表 3 化合物 Xll,
X l l l

,
X x l 和 XXvl的理化性状

化合物 xlxx和 xxl的 U V 谱数据见表 4 。

表 4 化合物 xllr和 xxl的 U V 谱数据

溶剂 Xlll Xx一 提示

M eo H 2 74 ,
5 1 了 275 ,

3 1 2 二氢黄靡

+ N aO M e 300 sh ,

3 3 5 2 2 1 s
h

,

2 5 3

,

3 3 5 7

一
O H

+ A I C 1
3

2 7 5
,

3 1 0 2 7 5

,

3 1 1

+ A I C 1
3

/ H C I 2 7 5

,

3 1 0 2 7 5

,

3 1 1 无 5一

( ) H

+ N
a

O A
e 2 8 3

,
3 2 6

,

3 3 4 2 5 5
,

2 7 8
,

3 2 4 s
h

,
3 3 4

+ N
a

O A
e

/ H
3

B ( )
3 2 7 6

,
3 1 1 2 7 7

,

3 1 2 无邻多清

化化合物 针 晶 m p (℃ ) 盐醉镁粉 M
olis

“ 初步步

反反应 反应 到断断

xxxll 黄色 200~ 201 + 一 黄酮酮

xxxlll 无色 207~ 208 + 一 黄酮酮

xxxxl 无色 220~ 211 + + 黄酮贰贰
xxxx.l 黄绿色 284~ 256 + + 黄酮贰贰

3
.
2 化合物 xll,

x l l l
,

x x l 和 xxvl的结构鉴 定
:

化合物 xll,
x l l x

,

x x l 和 xxvl的理化性状见表 3 。

U V 提示化合物 xll l为含有 7一

O H 的二

氢黄酮
,

而化合物 xx l为含有 7一
O H 的二氢黄

酮贰
。

化 合 物 xlll 的
’
H N M R ( d

‘一
D

M S O )
a

:

1 0

.

5 8
(

I H
, s ,

C

7 一

O H )

,
9

.

5 7
( I H

, s ,

C

4 , -

O H )

,
7

.

6 4 ( I H

,

d

,

J ~ 8

.

5 )

,
6

.

5 0 ( I H

,

d d

,

J

~ 8

.

5

,

2

.

4 )

,

6

.

3 3 ( I H

,

d

,

J = 2

.

4 )

,

以上兰氢

组成 A 环 的 A BX 系统
,

示 A 环 只有 7一

O H

取代
。

7

.

3 2 ( Z H

,

d

,

J = 8

.

6 )

,

6

.

7 9 ( Z H

,

d

,

J =

8

.

6 )

,

示 B 环 只有 4 ‘ 一
O H 取代

。

5

.

4 4 ( i H

,

d d

,

J = 1 3

.

0

,

2

.

8 )

,

3

.

1 4 ( I H

,

d d

,

J = 1 6

.

7

,

1 3 )

,
2

.

6 2 ( I H

,

d d

,

J = 1 6

.

7
,

2

.

8 ) 以上二氢为

c 环 2 ,

3 位上 A B x 系统
。

从而导 出化合物

xlll的结构为 7 ,
4

’一
d i h y d

r o x
y f l

a v a n o n e
。

根据

C :位 H 的 J 值 (J= 13
.
0 ,

2

.

5
) 可推定 C:上

的氢为直立键
,

从而判定其为 2 5 构型
。

与文

献[‘j推导的 liquiritigenin 的数据一致
。

化合物 xll,
x x l 和 xxvx 的结构

,

根据下面

的沟通反应给予判定
:

一

昏一半
IH

种
一

沙
H

oH
一}
H+ ”

一砂u 】业边坦鑫。

水解

o x抓 丫
一

伽
从而确证化合 物 xll 为 异甘草 素

,

与文

献川 数据 一致
。

化合物 xll l为甘草 素
,

与文

献[e] 数据 一致
。

化 合物 xxI 为甘草贰
,

与文

献[8j 数据一致
。

化合物 xx vl 为异甘草贰
,

与文

《中草药》1 9 9 7 年第28 卷 第 9 期

迎 粗

献图数据一致
。

3

.

3 化合物 xrx ,
x x l l

,
x x v l l l 的结构鉴定

:
化合

物 xll 为 黄 色 针 晶
,

m p 2 7 2 ℃ 一 275℃

(M
eO H )

,

盐酸镁粉反应 阳性
,

Z
r

O C I

:

试剂

. 519 .



呈黄色
,

加拘椽酸后不退色
,

说明是黄酮醇类

化合物
。

E l

一

M S 提供分子量为 346
。

U V 谱的

数据见表 5 。

表 5 化合物 xx ll 的 U V 谱数据

梢兮域淤剑+AICI 5一O H

+ A I C 1
3

/ H C I

2 7 0
,

3 0 6
s

h
,

3 7 0
,

4 3 8

2 6 8
,

3 0 2
s

h
,

3 6 6
,

4 3 9 3
一

O H

+ N
a

O A
e

2 8 2
,

3 2 7
,

4 1 5 7

一
O H

I

+ N
a

O A
c

/ H
3

B O
3 “5 7

,

“7 0 s h
,

3 4 ‘s h
,
“8 0 无邻二 O H

}

根据
,

H
一

N M R a 3

.

9 6
(

3 H

,
s

) 和 3
.
98 (3

H
,

s
) 表明 化合 物 xxlz含有 2 个 O C H 3,

经文

献检索所有数据均与文献报道的 lio oc itri n

一致
〔‘。

·

“」,

故推定 x、Ir 的结构为 3 ,

5
,

7
,

4
‘一

t e -

t r a
h

y
d

r o x y
一

8

,

3

‘
d i

,
n e t h

o x y
f l

a v o n e
。

化 合物 从、 力 黄 色 针 晶
,

m p 2
43

℃一

245℃ (a q
.
M

e O H )
,

定性反 应示为黄酮贰类

化合物
。

用 1 m ol /L H CI 水解常法处理后
,

证

明贰元与化合物 xx lI’ 一致
,

糖部分为葡萄糖
,

文献检索 其与 lim oeitrin 一
3

一

O

一

件D
一

g l
u e o s

i d
e

的 m p 、

I R

、

U v

、 ‘
H

一

N M R 数据一致[, ,
,

, 3
j

。

故

确定化合物 xlx为 5 ,

7

,

4
‘ 一

t r
i h

y
d

r o x y
一

8

,

3
‘-

d im
e t

h
o x

y f l
a v o n e 一

3
一

O

一

各D 一
g l

u e o
p y

r a n o s
i
-

d
e

。

化合 物 xxvlxl 为黄色 针 晶
,

m p 2 6 3 ℃一

265 ℃ (H
Z
O )

。

盐酸镁粉反应和 M o lish 反应

均为阳性
,

示为黄酮贰类成分
。

离子喷射质谱

(Ion spray M S)提供分子量为 670 ,

离子喷射

串联质谱 (Ion spray M S 一

M S ) 连续脱 2 个六

碳糖序列碎片
:67〔M + H 〕

+ ,
5 0 9

[ M + H 一

g lu〕
+和 34 7 [M + H 一Z x 一 glu 〕

,

从而推定

其为贰元分子 量为 346 的黄酮双六碳糖贰
。

化合物 xxvlxl用 1 m o l/L H C I水解
,

常法处理

后
,

其贰元部分同化合物 xx n 共 T L C
,

R f 值

一致
,

水部分与葡萄糖共 P C
,

R f 值一致
。

文献检索 xxvlxl与已知化合物 lim oeitrin
-

3 ,

7
一

d i g l
u e o s

i d
e

的 m p 、

I R

、

U V

、 ‘
H

一

N M R 基

本一致[‘3 ] 。

故确定化合物 xxvll[为 5 ,

4
’ 一

d i h y
-

d
r o x y

一

8
,

3
‘ 一

d i m
e t

h
o x

y f l
a v o n e

一

3
,

7

一

d i

一

O

一

俘
-

. 520 ·

D

一
g l

u e o
p y

r a n o s
id

e 二

3
.
4 化合物 xxv xxlll的结构鉴定

:xxv 为淡黄

色针状晶体
,

m P 2 4 7 ℃ 一24 9oC (aq
,

M

e

O H )

。

x x l l l 为黄 色粉末状结 晶
‘ ,

m p 2 4 0 ℃一 24 3℃

(aq
.
M

eO H )
。

盐酸镁粉反应和 M olish 反应

两者均呈阳性
,

说明均为黄酮贰类化合物
。

用 1 m ol /L H CI 水解后
,

两者 的贰元相

同
,

经 u v 和
‘
H

一

N M R 鉴定为 3 ,
5

,
7

,
4

‘一
t e

-

t r a
h y d

r o x y
一

3
‘ 一

m
e t

h
o x

y f l
a v o n e ,

即异 鼠李素

(isorham netin )
。

两者的水解液 中均只检出

葡萄糖
。

从其13C N M R 谱提示化合物 xx v 只含

有一个葡萄糖
。

经文献检索[l4 〕,

其理化常数

和光谱特征与 isorham netin
一

7

一

o

一

卜D
一

g l
u e o -

s
i d

e

一致
,

故定化合物 xxv 为 3 ,

5

,

4
’ 一

t r
i h

y
-

d
r o x y

一
3

‘ 一

m
e t

h
o x y f l

a v o n e 一
7

一

O

一

卜D 一
g l

u e o
P y

-

r a n o s
id

e
。

化合物 xxlll的离子喷射质谱(Ion spray

M S )给出分子量 640 ,

示 xxlll为双糖贰
,

离子

喷射串联质谱 (Ion spray M S一

M S ) 给出系列

离子峰
:641〔M + H 〕

+ ,

4 7 9
[ M + H 一 gle〕

+ ,

3 1 7 〔M + H 一 Z x glej
+ ,

进一步说 明xxlll为贰

元分子量为 316 的黄酮双葡萄糖贰
。

经文献

检索
,

其 m p ,

I R

、

U V

、 ‘
H N M R 与 已知化合物

isorham netin 一
3

,
7

一

d i

一

O

一

g l
u e o s

i d
e

一致[, ”
,
‘“〕,

故确 定 化 合 物 xxlll为 5 ,
4

‘一

d i h y d
r o x

y
一

3
‘-

m
e t

h
o x y

f l
a v o n e

一

3
,

7

一

d i

一

O

一

件D
一

g l
u e o

p y
r a -

n o s
i d

e
.

3

.

5 化合物 xvxx,
x x x l l l 的结构鉴 定

:
化合物

xvxl 为 淡 黄 色 粉 末
,

m p 3 2 7 oC 一 329℃

(M
eO H )

,

盐酸镁粉反应阳性
,

示为黄酮类化

合物
。

根据其紫外吸收光谱以及加位移试剂

后的变化提示 xv n 为含 有 5 ’ ,

7
,

4
’

经基 的黄

酮
。

‘
H

一
N M R ( d

。一
a e e t o n e

) 台
: 7

,

2 1
(

I
H

,

d

,

J

~ 9

.

0 )

,
7

.

2 0 ( I H

,

b
r

.
s

)

,

6

.

5 3 ( I H

,

d

,

J 一 9
.

o )
,

该三组数据组成 B 环的 A B X 系统
,

示 3 ‘

位还有一取代基
。

古 6
.
2 6 ( I H

,

d

,

J 一 2
.
0 )

,

6

.

0 3
(

I H

,

d

,

J = 2

.

0
)

,

应归属于 A 环的 6一

H

和 8一
H

。

6

.

3 6 ( I H

,
s

) 为 C 3一
H

。

综上所述
,

推定化合物 xvll为 5 ,
7

,
3

’ ,



‘一
t e t r a

h
y

d
r o x y

f l
a v o n e

,

与文献推导的 lute
一

水解
,

所得贰元 与化合物 xvlx一致
,

即 It, t e -

ol in 的数据一致[lv 〕。

ol in

。

水液中仅检出葡萄糖
。

文献检索其与 lu
-

化合物 xxx川 为黄 白色绒毛状结晶
,

具有 teolin 一
7

一

月
一

O

一

D

一
g l

u e o s
i d

e

的 m p 、

U V

、

N M
R

双熔点
:155℃ 和 252℃ ~ 2 5 4 ℃

,

盐酸镁 粉反 一致[, 8
,
‘, 〕

。

从而确定化合物 xxxlll为 luteolin-

应和 M o lish 反应均为阳性
,

示为黄酮贰类成 7一
O

一

件D
一

g l
u e o

p y
r a n o s

i d
e

。

分
。

I
o n s

p
r a

y
M S

一

M S

:
4 4 9

[ M + H 」
+ ,

2 5 7
[ M 垂盆草中黄酮类化合物 的

‘,
C N M R 数据

+ H +
一gl

c
]

卜 。

提示化合物 xxil n 的分子量为 见表 6 。

4 4 8
,

其贰元的分子量为 286 ,

经 1 m ol八
J
H C I

表 ‘ 垂盆草中黄酮类化合物的
‘3

C N M R 数据(ppm ,

王00 M H : ,
D

M s O

一

d
。

中)

CCC 位 盆x xxlll x盆v xx王11 xzx xxvll X Xr 资
C 位 xll xxvxxx

222 164
.
2 164

.
4 147

.
2 146

.
9 146

.
9 146

.
9 78

.
5 1 12 5

.
9 128

.
333

333 10 3
.4 103.1 136

.
4 133

.
2 133

.
0 133

.
2 45.4 2 131.4 130

.777

444 18 1
.
8 181

.
8 176. 3 177.5 177.5 177 7 193

.6 3 116
.0 116

.444

555 15 6.8 16]
.1 ]60

。

5 1 6 0 8 1 5 6

.

0 1 5 5 9 1 3 0 3 4 1
6

0

‘

5
0 5 9

.

111

666 9 9

‘

4 9
9

5 9 9 0 9 9

‘

3 9
8

.

9
9 8

.

6
1 1 2

.

3 5 1 1 6

.

0 1 1 6 444

777 1
6

5
1

1 6 2 9 1 6 2

.

9 1 6 2

.

8
] 5 6

.

8
1 5 6

.

3 1 6 7 3 6 1 3 1

。

4 1 3 0

。

777

888 9 5

.

2 9 4

.

7 9 4

.

8 9
4

,

5 1 2 7

.

4
1 2 9

.

0 1 6 5

.

8 1

,
1 1 3

.

2 1 1 3

.

111

999 1 6 1

.

3 1 5 6
.

9 ] 5 5
.

, 1 5 6
.

0 15 5
.

8 15 5
.

6 1 0 2
.

8 2
,

1 6 5

.

1 1 6 4

.

888

111 0 1 1 8
,

0
1

0
5

.

3
1 0

4

.

9 1
0

5 5 1
0

3

.

8
1 0

5

.

3
1 1 5

.

5 3

‘
1 0 2

.

8 1 0 2

.

444

111
’

1 4 1
.

0 1 2 1
.

4 1 2 2

.
1 1 2 2

.
艺 1 2 1

.
7 12 2

.
0 1 3 5

.
0 4 ,

1 6 6
.

0 1 6 5
.

444

222
‘

1 0 4
.

6 1 1 3

.

5 1 1 1

,

9 1 1 3

.

5 1 1 3

,

3 1 1 3

,

3 1 2 9

.

2 5

’

1 0 8

.

3 1 0 7

.

888

333
’

1 4 8

,

3
1

4 5

,

7 ] 4
9

.

2 1
4 9

.

5
1 4 9

.

4
1

4 9

.

6
1 1

6

.

4
6

,
1 3 3

.
1 1 3 2

.

666

444
,

1 6 2

.

8 1 4 9

.
8 1 4 7 6 1 4 7

.

8 1 4 8

.

5 1 4 8

.
0 1 5 9

.

7
a

1 1 7

.

6 1 1 8

.

666

555
‘

1 4 8

.

3 1 1 5

,

9 1 1 5

.

8 1 1 5

.

2 1 1 5

.

3 1 1 5

.

3 1 1 6

.

4
p

1 4 4

.

5 1 4 3

.

555

666

,
1 0 4

.
6 1 1 9

.

1 1 2 1

.

1 1 2 0
.

9 1 2 1
.

2 1 2 1

.
0 1 2 9

.

Z C 一0 1 9 1
.
7 1 9 1

,

777

111

仰
1 0 0

.

2 9 9 9 1 0 0
.

2 9 9

.
7 1 0 0

.

3 1 0 4
.

4 1
即

9 9
.

999

ZZZ
n

7 3
.

1 7 3
.

1 7 3
.

3 7 3

.
0 7 3

.

2 7 弓 4 2
即

7 3

.

222

333
“

7 6
.

4 7 6

.
4 7 6

.
6 7 6

.

4 7 6

.

4 7 8

.
7 3

即
7 6

.

弓弓

444
11

6 9
,

6 6 9

,

5 6 9

,

8 6 9

.

6 6 9

.

6 7 1

.

9 4

即
6 9

,

777

555

1,
7 7

.
3 7 7

.

1 7 7

.

5 7 7

.

2 7 7

.

2 8 1

.

1 5
即

7 7

.

111

666
“

6 0

.

6 6 0
.

8 6 0
.

8 6 0
.

6 6 0

.

6 6 3

.

1 6
”

6 0

.

888

111
加

1 0 0
.

6 1 0 0
.

8 1 0 0
.

888

222
口 7 4

.
3 7 4

.
3 7 4

.
333

333 加
7 6

.
4 7 6

.
4 7 6

.
444

444
廿

6 9
.

8 6 9
.
8 6 9

.
888

555 命
7 7

.
4 7 7

.
4 7 7

.
乞乞

666尸
6 0

.
6 6 0

.
6 6 0

,

666

333
’ 一

O M
e 5 6

.
3 5 5

.

8 5 5

.

7 5 5

.

6 5 5

.

666

888
一

( ) M
e

6 1

.

0 6 1
.

333

555
’一

O M
e 5 6

.
333

益

1 0 0 M Z

.

C D

,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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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渣中大量黄酮类化合物的分离

及甘草的综合开发研究

甘肃省嘉峪关酒钢医院(735100) 乔仲和
恢

胡 自如

摘 要 经煎煮过的甘草饮片和提取甘草膏
、

甘草甜素制品后 的甘草渣 中含有大量 的黄酮类化合

物
,

其量超过 甘草甜素 1倍以上
。

作者提供分离这些黄酮类化合物
,

并回收木质素和纤维素的工艺

方法
,

为甘草的综 合利用开发研究打下基础
。

关键词 甘草 黄酮 木质素 纤维素

甘草是豆科甘草属植物的根和根状茎
,

是最 常用 的中药品种
,

被 医药界誉为
“

国老
、

药王
、

软黄金
” 。

自 1964年荷兰 R ev er S
发表

甘草提取物可医治胃溃疡 以来
,

对甘草化学

成分及药理的国内外研究十分活跃
,

然而现

代 医药学对甘草中三菇皂贰类化合物 (甘草

甜素类)研究得较清楚
,

并把它们视为甘草的

主要药效成分
,

随之
,

甘草的医学应用及医药

工业开发都围绕这个 中心
。

近年来医药界对

甘草中黄酮类化合物兴起了新的研究热潮
,

已发现了 10 大类
,

1
00 多个化合物[l. ’

,
5 」药效

作用优于甘草甜素[2一司
。

日本 已有 F M
一

10
0

成药上市
。

因为黄酮类化合物与木质素纤维

素等分离方法的限制
,

一些研究报告报道黄

酮类化合物含量很少
,

以次要成分待之
。

同样

原 因
,

中医治疗和医药生产过程除了甘草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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