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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 西洋参果中分得 6 个配糖体
。

经理化常数和波谱分析分别鉴定 为人参皂昔 20( S 卜R g 3

( I )
、

2 0 (尺卜R g 3 ( l )
、 一

R e ( l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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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R b 3 ( v )和胡萝 卜昔 ( VI )
。

化合物 I ~ VI 均为首次从该

植物分得的已 知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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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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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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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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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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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1
.

8 5 1
.

4 5 1
.

4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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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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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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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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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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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为胡萝 卜昔
。

4 结果与讨论

西洋参为名贵滋补药材
,

在我国栽培面

积广
,

资源丰富
。

目前
,

人们对其化学成分及

活性的研究 已 比较深人
,

但对西洋参果中配

糖体成分 的分离鉴定研究 尚未报道
,

在抗病

毒活性方面的研究更为少见
。

本实验首次从

西洋参果中分离鉴定 了 6 个 配糖体
,

并 且研

究 发 现
:

西 洋 参 果 总 皂昔 具 有 抗 H SV
一
1

、

A d y
一

l
、

P o l i o V
、

C B
3
V 及 V SV 活性 (待 发

表 )
。

本研究弥补了西洋参果研究的不足
,

为

《中草药 》 1 9 99 年第 3 0 卷第 8 期

开发新 的保健品及药用产品提供了科学的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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