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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芝与赤芝挥发性成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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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芝 为 多 孔 菌科真 菌 灵 芝 (赤 芝 )G a n o d er m a

lu c id u m (W
.

C u r t
.

F r ) K a r s t
.

及紫 芝 G
.

声p o n ic u m

(F r
.

)L fo y d 的干燥子 实体
〔门 ,

是一种珍贵的 中药材
,

临床 主要治疗肝病
、

胃溃疡
、

高血压
、

神经衰弱等
。

在

过去 的 20 年里
,

灵芝的研究 在药理作 用
、

化学成分
、

临床应 用等方 面取得 了很大进 展
,

其中所含化学成

分较为复杂
,

目前较 明确地认为灵芝多糖是灵芝 扶

正 固本 的主要成分之一
〔2〕 。

此外
,

尚含有 150 多种三

菇类化合物
〔3“ ,

生 物碱类
、

多种 酶类
、

多肤
、

当类
、

树

脂
、

氨基酸等
〔4

·

5
,

“〕
、

非极性部分
〔7〕。

另外
,

还有一些文

献
〔5

,

“〕
报道灵芝含有挥 发油

,

尚未见具体报道灵 芝所

含挥发油 的内容
。

为此
,

我们在进行根木栽培灵 芝及

其 产 品开发 过程中
,

对 此 内容进行 了研究
,

并对 不 同

产地根 木栽培 的赤芝 进 行 了对 比
,

现将研究结果 报

道 如下
。

1 样品

紫芝 G a n o d e r m a
jaP

o n ie u m (Fr
.

) Llo yd l 个样

品
,

为 市 售 ; 赤芝 G
.

lu e id u m (W
.

C u r t
.

Fr )K a r s t
.

3

个 样 品
,

分别 为 广 州 (广 州 中 医药大学实验地 )
、

浙

江
、

广东 揭阳 以根木栽培 的灵芝 子实体
,

共计 4 个样

品
,

以上 样品经徐鸿华教授鉴定
。

药材粗粉经水蒸气 蒸馏
、

乙 醚提取
、

无水硫 酸钠

脱水后得到 挥发性成分
,

为 白色 至浅黄色 固体物
。

2 G C
一

M S 实验条件

仪 器
:
In e o e 一

5 0 G C
一

M S
一
D S (美 国 F in ig a n 公

司 )
,
D B

一
5 石英 毛细管柱 (3 O m X O

.

s m m )50 ℃ 恒温

2 m in 后
,

以 5 ℃ / m in 速率程 序升温至 2 20 ℃
,

再恒

温 2 0 m in
,

载气
:

H e ,

柱前压 9 8 k Pa ,

线速 度 3 0 e m /

m in
,

分流 比 4 0
:

1
。

电离方 式 E l
,

电子能 量 7 0 e V
,

离 子源 温度 170 ℃
,

加 速 电压 4 0 k V
,

扫描速度 1
.

5

s
/ d

e c ,

扫描范 围 3 0 一 5 0 0 质量 单位
。

3 结果与讨论

3
.

1 4 个样 品
,

按 样品来 源不 同得到 4 类 不 同气 相

色谱图
,

共得到 45 个峰
,

鉴 定了 31 个成分
。

用归一

化法计算出有关组 分的含量
,

结果见表 1
。

表 1 紫芝及不 同产地赤芝挥发性

成分含 t 测定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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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首 次对紫芝 及赤 芝挥发性成分进行 了分析
,

从

紫芝 中检 出了 31 个成分
,

赤 芝 中检 出 27 个成分
,

其

中紫芝和赤芝 中含 量最高的成分均 为十 六碳酸
,

以

广州产最高为 49
.

70 %
。

3
.

3 以 上样 品经水蒸 汽蒸馏所得 为 白色或 浅黄 色

固 体状挥 发性成分
,

非 油状 物
,

含 量 均在 0
.

02 % 左

右
,

多为小量脂肪 酸类化合物
〔9 〕 ,

少部分 为菇类化合

物
。

3
.

4 对 不同产地 以报木栽培的赤芝进行 了比较
,

其

中主要成分 为 十六碳 酸
、

十 五碳 酸
、

9
一

十六 碳 烯酸
、

十 四碳 酸
、

壬酸
、

十二碳 酸
,

其余成分
,

则 因产地 不

同
,

相差 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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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人参的化学成分研究 ( 五 )

第二 军医大学药学 院 (上 海 2 0 0 4 3 3) 许 颂 梁华清

前 己 报道
〔‘〕 ,

从 五 加科植物 刺人参 OP I吵an
a x

el at u 、 N a k al 中分得 4 种蕙醒类化合物
。

我们继续报

道从本植物 中分得 的另外 7 个化学成分
,

经理化性

质 和 光谱分析鉴定为 紫 丁香昔 (s yr in g in
, V )

、

豆 街

醇
一
3
一

O
一

件D
一

毗 喃 葡 萄 糖 昔 ( s tig m a s t e r o l
一
3
一

O
一

归
一
D

-

g lu e o p yr a n o s id e ,
VI )

、

谷 山醇
一
3
一

O
一

各D
一

毗 喃 葡萄 糖

昔 (s it o s te r o l
一
3
一

O
一

日
一
D

一
9 1、; e o p y r a n o s id e ,

议 )
、

豆 街醇

(s tig m a s t e r o l
,

恤 )
、

日
一

谷 幽醇甲
一s it o s t er o l

,
IX )

、

二十

二烷 酸 (b e h e n ie a e id
, 入 )

、

二十 四烷 酸 (t e tr a e o s a n o ie

ac id
,
” )

,

其中 矶
、

孤和 x 为首 次从该植物 中分 得
。

1 仪器与试剂

ZM D 8 3
一
1 型 电 热 熔 点 测 定 仪 及 Boe ti us

-

PH M K O S 显 微熔 点测定仪 (温 度计均未 校 正 ) ; H i
-

ta e h l :
2 7 5

一
5 0 红 外分析仪 ; B r u ke r 一 sP e e tr o s Pin A C

-

3 0 0P 型 核 磁 共振仪
; V a ria n M A T 2 1 2 型 质谱仪 ;

H PL C
:

W
a te r S 5 1 0 型 高效液相色谱泵

;
W

a t e r P A D
-

9 9 6 ; B o n d a p a k C l 。
反相 高 效柱

;
薄层 层析 和柱 层析

用硅胶
:

青岛海洋化工厂 出品 的硅 胶 H
。

2 分离和提取

刺 人参原生药 采 自吉林省长 白山地 区
,

系 当年

采收 的新鲜 干燥药 材
,

经本 院生药教研室毖 鹤 呜副

教授 鉴定 为五 加科刺人参 属植物 OP loP an
a x ‘lat us

N a k ai
。

取干 燥茎
、

根 12 kg 粉碎
,

分别用 80 % 乙醇 回

流提取 (薄层层析显示 两者成分斑点 的数目与 R f 值

大致 相同 )
,

合并后
,

回收溶 剂得 浸膏
,

加水溶解
,

依

次以 石油醚
、

氯仿
、

水饱和正 丁醇萃取
。

石 油醚提 取

一

5 8 6
·

物 1 1 0 9 经碱 提酸沉淀后
,

沉淀过滤 经 甲醋化
,

运用

G C
一

M S 鉴定 12 种脂肪 酸 (略 ) :

氯仿部分 36 0 9
,

经

硅胶 柱层 析反复分 离
,

得到珊 264 m g
,

仄 35 6 m g
,

X

75 m g, 笼 58 m g
,

正 丁醇提取物经大孔 吸 附树 脂层

析
,

硅胶 反 复 柱 层 析
,

高 效 液 相 纯 化
,

得 到 v 3 45

m g, ” 8 5 m g, 皿 1 3 8 m g
,
5 个 木脂体昔 正在 鉴 定

中
。

3 鉴定

化合物 V :

白色粒状 晶体 (无水乙 醇 )
。

m p lg o

仁 一 192
一

C
,

易溶于 甲醇
、

水
。

M ol is h 反应 阳性
,

酸水

解
,
T L C 检识 到 葡萄 糖

。

U V 入m a二

(M
e O H ) n m

:
2 1 0

,

27 7 说 明苯 环 与 双键相 连
。

IR 谱显 示 经基
。
oH (3

5 9 0
,
3 3 3 8 em 一 ‘)

, , e H (2 9 8 8
,

2 8 9 6 e m
一 ’)

,

C
一

C (1

6 6 0 e m 一 ‘)
,

芳 环骨 架振动 (1 6 0 0
,

1 5 1 9 c m 一 ‘)
, 夕S (e -

o 一 e ) (1 0 9 8
,
1 0 2 6 e m 一 ‘)

。

F A BM S
:
3 7 2 (M

+ )
,
2 1 0

(M
+ 一 G le )

,

1 8 2 (2 1 0 一 C O )
,

1 6 7 ( 2 1 0 一 M
e 一

C O )
。
‘H N M R (C D 3 O D )示 有 2 个 甲氧基 3

.

7 8 (G H
,

s )
,

侧链上
一

C H 。一 (4
.

2 1
,

Z H
,
d

,

J= 4
.

7 H z )与芳 环乙

烯基 上一个氢质子偶合
,

C H = C H (6
.

3 4
,

I H
, td

,

J=

4
.

7 H z ,

J= 1 5
.

9 H z ; 6
.

5 4
,
I H

,

d
,

J= 1 5
.

9 H z )说明

乙烯基上 2 个氢 为反式
,

两个孤立芳 氢 (6
.

74
,

Z H
,

S )
,

糖的端基 H l

(4
.

8 6
,

I H
,

d
,

J一 7
.

S H z )
,

糖上质子

(3
.

2 ~ 3
.

8
,

IO H
,

rn )
。
’3 C N M R 谱显示 1 7 个碳

:
6 2

.

5 7 (a 一
C )

,
1 3 0

.

0 3 (p
一
C )

,

1 3 1
.

2 6 (7
一

C )
,

1 3 5
.

2 4 (C
l
)

,

1 0 5
.

4 4 (C Z )
,
1 5 4

.

3 3 (C 3 )
,

1 3 1
.

2 6 (C 、)
,
1 5 4

.

3 4 (C S)
,

1 0 5
.

4 4 (C 。)
,

5 7
.

0 1 (
一

O C H 3 )
,

5 7
.

0 1 (
一

O C H 3 )
,
1 0 5

.

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