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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种植高山红景天中抑制脯酰氨内酞酶化学成分的抑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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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从人工种植高山红景天中分出具有抑制脯酰氨内酞酶 ° 2 °∞° 活性的化合物 测定它们的

°∞°抑制率 ∀方法  通过柱色谱和薄层色谱等分离手段对具有较高 °∞°活性抑制的人工种植高山红景天乙酸乙酯萃取物进

行分离 得到八种化合物 通过 ≠ 建立的方法测定这八种化合物的活性抑制率 计算 ≤ ∀结果  在八种化合物

中 有两种化合物显示较好的 °∞°活性抑制 它们是表儿茶素没食子酸和表儿茶素 ∀结论  人工种植高山红景天中含有较好

的 °∞°活性抑制的化合物 ∀

关键词 人工种植高山红景天 脯酰氨内酞酶 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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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脯酰氨内酞酶 ° °∞° 是在人的子

宫中被发现的 它是一种催产素降解酶 能切断脯酰氨端羰

基侧的肽键 ∀脯酰氨内酞酶广泛地分布于各种器官 特别是

在人脑中 ∀研究结果显示 °∞°水解的酶都参与了学习和记

忆过程 当 °∞°含量过高时 人体就会产生一些阻碍记忆和

学习功能的疾病 ∀同时还发现了一种能切断老年痴呆病人

较大前体蛋白质 肽的酶 这种酶被证实是 °∞° 因此人们

认为人体不正常的 °∞°水平与神经病理的紊乱如抑郁 !躁

狂 !精神分裂和老年痴呆等 类疾病有关 ≈ 2 ∀近

年来 人们已经合成了许多供这类神经疾病使用的化学药

品 ≈ 2 为了扩大药源 研究人员也对中草药用于抑制 °∞°

的活性进行了研究 ≈ 2 ∀在利用天然物筛选 °∞°抑制剂的

过程中 本研究发现人工栽培的高山红景天的甲醇提取物有

很强的 °∞°抑制活性 ∀为此 笔者对甲醇提取物用氯仿 !乙

酸乙酯 !正丁醇进行萃取 对具有较强 °∞°活性抑制的乙酸

乙酯萃取物进行分离 把所得到的化学成分进行 °∞°活性抑

制率测定 ∀结果显示 从人工栽培高山红景天分离得到的化

合物中表儿茶素没食子酸 和表儿茶

素 显示较好的 °∞°活性抑制率 ∀

1  仪器与材料

° 2∞ ×≥ 生物分析仪 ∀

人工种植高山红景天为门田重利教授购于河北 经富山

医科药科大学生药研究室鉴定 ∀

°∞° ƒ √ ∏ ∏ 购自日本

≥ ∏公司 2≤ 2 2 2° 2°2 × ⁄∞ 购自

ƒ ≤ ≤ ≥ 两种正性对照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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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和 2 2 由范文哲合成 ∀

2  方法与结果

2 1  提取与分离

取人工种植的高山红景天地上部分 切碎 甲醇回

流提取 ≅ 回收甲醇 得到提取物 ∀把甲醇

提取物悬浮于水 依次用氯仿 ≅ !乙酸乙酯

≅ 和正丁醇 ≅ 进行萃取 各萃取物及水层干

燥 得到氯仿萃取物 乙酸乙酯萃取物 正丁醇萃取

物 水溶物 ∀其中 乙酸乙酯萃取物显示显著的抑

制 °∞°活性 为此对乙酸乙酯萃取物进行分离 ∀取 乙酸

乙酯萃取物在 的硅胶柱上进行柱色谱 用 2≤ ≤

Β ψ Β 进行洗脱 每份 共收集 份 ∀经薄

层色谱检识合并相同流份 得到 个组份 ƒ

ƒ ƒ ƒ ƒ

ƒ ƒ ƒ ƒ

ƒ ∀其中 ƒ 经甲醇反复重结晶

得到化合物 ∀取 ƒ 组份 在 ≥ ¬

上进行分离 用 2 Β ψ Β 进行洗脱

得到化合物 !化合物 √ 取 ƒ 已经

过 ≥ ¬ 分离所得的一组份 过硅胶柱 用

2≤ ≤ Β ψ Β 进行洗脱 得到化合物

!化合物 !化合物 ¬ ∀组份 ƒ

以 ≤ ≤ Β 为展开剂 经制备硅胶薄层色谱分

离 得到化合物 ∀组份 ƒ 以

Β 为展开剂 经制备硅胶反相薄层色谱分离 得到化合物 ∏

∀它们的结构如下 2 2  °∞°活性抑制率分析

用 ≠ 等 ≈ 建立的方法对人工种植高山红景天萃

取物和由乙酸乙酯萃取物分离得到的 种化合物进行 °∞°

活性分析 ∀具体操作是 分别吸取 # × 2 ≤

Λ °∞° Λ Λ # Λ 和试样 Λ

提取物浓度是 Λ # 化合物浓度见表 在 孔

的 上混合 在 ε 下保温 加入 Λ

# Ζ2 2 2 ¬ 使反应开始

通过 自动读数仪测定反应所释放出的 2 2

在 处的吸光度 ∀通过下式计算抑制率

抑制率 ≈ ≅

式中 表示没有抑制剂时由酶降解所得的 2 2

表示有抑制剂时由酶降解所得的 2 ∀

人工种植高山红景天萃取物的 °∞°活性抑制率结果见

表 ∀

表 1  人工种植的高山红景天萃取物的 °∞°活性抑制率结果

Ταβ 1  × √ °∞° ¬

∏ √ Ρηοδιολα σαχηαλινενσισ

萃取物
浓度

Λ

°∞°活性抑制率 ≤

Λ

氯仿萃取物 ?

乙酸乙酯萃取物 ?

正丁醇萃取物 ?

水溶物 ?

  人工种植高山红景天乙酸乙酯萃取物分离得到的化合

物的 °∞°活性抑制率结果见表 ∀

表 2  化合物的 °∞°活性抑制率结果

Ταβ 2  × √ °∞° ∏

化  合  物
浓度

Λ

°∞°活性

抑制率

≤

Λ

没食子酸 ?

?

?

红景天苷 ?

2 2Β2⁄2葡萄糖 2 . 2四
羟基黄酮 . 2 2

¬ √ 2 2 2Β2⁄2 ∏ 2 ?

红景天黄酮苷 √ ?

表儿茶素 ?

?

?

表儿茶素没食子酸
?

?

?

红景天氰苷
?

2 2Β2⁄2葡萄糖 2 2二甲基 2
2辛二烯 2 2二醇 2 2

2 2 2 2 2 2 2
Β2⁄2 ∏

?

2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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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从表 化合物的 °∞°活性抑制率结果来看 从人工种植

高山红景天中分得的没食子酸 !表儿茶素和表儿茶素没食子

酸均具有显著 °∞°抑制活性 ∀根据这三种化合物都含有 2

取代 2 2连苯三酚的化学结构 可推测它们的 °∞°活性

抑制部位为 2取代 2 2连苯三酚结构片断 ∀该结构片断

的 位取代基团的大小对它们的 °∞°活性抑制有重要影响

位取代基团愈大 其 °∞°活性抑制越大 并且 含有 2取代 2

2连苯三酚结构片断的个数越多 其 °∞°活性抑制越

强 ∀这一结论从表 没食子酸 !表儿茶素和表儿茶素没食子

酸的 ≤ 可知 由于表儿茶素没食子酸含有两个该结构片断

而显示出最强的 °∞°抑制活性 表儿茶素次之 没食子酸则

最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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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酸提取新工艺及优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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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使用无机碱性水溶液代替有机溶剂从药材大黄中提取大黄酸的新工艺 ∀方法  采用正交试验法对该提取

方法的工艺条件进行优化组合 ∀结果  影响提取大黄酸收率的因素顺序为 提取温度 提取剂用量 提取时间 本工艺的最

佳条件为 提取时间 提取温度 ε 每次提取剂用量为大黄质量的 倍 浸提 ∗ 次 收率为 左右 产品纯

度大于 ∀结论  这种提取大黄酸的新工艺是可行的 具有减少环境污染 降低生产成本 易实现工业化生产的优点 ∀

关键词 大黄 大黄酸 提取工艺 正交试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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