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5  正交实验直观分析表

Ταβ 5  ∏ ¬

实验号 ≤ ⁄ 洗脱率

均值

均值

均值

极差

表 6  方差分析表

Ταβ 6  ∂

方差来源 方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Φ值

≤

误差项

ƒ

3 7  验证实验

根据试验结果 按最佳优化条件进行 次试验 测得洗

脱液中三七总皂苷平均含量为 与预测值接近 总皂苷

转移率达到 证明此方法可行 ∀

4  讨论

4 1  洗脱溶媒选择过程中 同类文献 ≈ 一般只绘制了洗脱

曲线 便得出了最佳洗脱溶媒 但是这步工艺是在同一根色

谱柱上进行的 由于上柱液中总皂苷是定量的 不同浓度乙

醇洗脱存在先后问题 很难判定 乙醇 ! 乙醇的洗脱

效果 ∀因此 本研究采用两根色谱柱 把 乙醇 ! 乙醇

单独分开洗脱进行比较 从三七总皂苷洗脱量 !洗脱率及洗

脱速度等方面进行考察 ∀这样 工艺条件的选择更加具体 !

直观 !科学 明显优于同类文献 ∀

4 2  文献报道 ≈ 三七总皂苷的纯化多用 乙醇洗脱 而

本实验采用 乙醇洗脱更完全 总固物中总皂苷含量约为

洗脱率大于 优于同类文献报道结果 而且洗脱速

度明显加快 利于工业大生产 故选择 乙醇洗脱 ∀

4 3  文献报道 ≈ 不同上柱液浓度对三七总皂苷得率的影

响结果表明 随着上柱液浓度的降低 三七总皂苷的纯度下

降 但其得率开始增加 达到一个最大值时却开始下降 因

此 在吸附分离时 上柱液浓度宜适中 在 ∗ 生药

比较合适 ∀

4 4  本实验室前期参考文献报道及对不同类型树脂进行筛

选 同时考虑生产成本和污染问题 最后选择 ⁄2 型大孔

吸附树脂作为纯化树脂 ∀本研究结果也证明 ⁄2 型大孔

吸附树脂具有吸附快 解吸率高 吸附量大 洗脱率高 再生

简便等特点 适合三七总皂苷的分离 !纯化 可为建立可控性

的生产工艺流程提供参考 ∀

4 5  本研究首次采用洗脱液在硅胶板上点样 不用展开剂

展开 直接用显色剂 酸酐 Β浓硫酸 Β 喷雾显色的方法

全程检测三七总皂苷的洗脱情况 防止总皂苷成分的流失 ∀

该方法简便 !灵敏 !快速 适用于定性检测 ∀

致谢 感谢浙江大学药学院药物分析和代谢研究室姚彤炜教

授在药物含量测定上提供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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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鉴定中 ∀结论  所有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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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Στυδιεσ ον τηε Χηεµ ιχαλΧονστιτυεντσοφ Σωερτια δελαϖαψι

÷ ∏ ∏ 2 • ∏ ≥ 2 ∏ • ÷ 2 (∆επαρτµ εντ οφΠηαρµ αχψ, ∆αλι Χολλεγε, ∆αλι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 Σωερτια δελαϖαψι ∏ ≤ ΜΕΤΗ 2

Ο∆ Σ ×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2 ¬ 2 2 ¬ ¬ 2 ¬ 2 2

¬ ¬ √ • ∏ ΧΟΝΧΛΥ2

ΣΙΟΝ  × ∏ ∏

ΚΕΨ Ω ΟΡ ∆ Σ: Σωερτια δελαϖαψι; ¬ ∏

  丽江獐牙菜 Σωερτια δελαϖαψι 系龙胆科

獐牙菜属 Σωερτια 植物 民间用以治疗病毒性肝炎 主要

分布于我国云南西北部和四川南部 ≈ ∀獐牙菜属植物多具

有清肝利胆 !清热除湿等功能 在民间应用广泛 ≈ ∀该属植

物主要成分包括口山酮及其苷类 !黄酮及其苷类 !三萜及其苷

类 !环烯醚萜类 !甾体类 !有机酸类等 其中的口山酮类化合物

具有多种生理活性 ≈ ∀

通过查阅近十年的中外文献 尚未见有关丽江獐牙菜的

化学成分及药理等方面的报道 ∀为寻找该植物的有效物质

我们对其进行化学成分的系统研究 从中分离得到 个化合

物 通过特征化学反应 ∂ ! ≥以 等手段 鉴定了其中

个化合物的结构 分别为 2二羟基 2 2二氧基口山酮

! 2三羟基 2 2甲氧基口山酮 和齐墩果酸 它

们都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到 ∀另 个化合物的结构还在

鉴定中 ∀

1  仪器与原料

仪器 • °≥ 数字熔点仪及 ÷ 型显微熔点测定仪

岛津 ∂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 ⁄ ÷ 型核

磁共振仪 申光 • 自动旋光仪 ∀

试剂 实验所用溶剂 !试剂为分析纯和化学纯 部分为工

业纯 柱色谱所用硅胶 ∗ 目 ∗ 目 及薄层

色谱硅胶 ƒ 皆为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 ∀

原料 实验所用药材为 年 ∗ 月植物花期采自

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 由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何

廷农教授鉴定为 Σωερτια δελαϖαψι∀

2  提取与分离

植物全草 风干 !粉碎 称取 用 乙醇冷浸提取

次 第一次 后两次每次 提取液浓缩成浸膏

∀浸膏混悬于水中 先用石油醚洗 次除去脂溶性成分

再分别用不同极性溶剂萃取 得氯仿部分 !乙酸乙

酯部分 !正丁醇部分及水部分 ∀氯仿部分经硅胶色

谱柱色谱 用氯仿 2乙醚梯度洗脱 所得各组分根据 × ≤薄层

检测 !合并 ∀其中 ∗ 合并浓缩后经硅胶色谱柱色谱 用石

油醚 2氯仿梯度洗脱 × ≤薄层检测 !合并 !浓缩后重结晶得

化合物 ! ! 和 ∏

∗ 合并 经硅胶色谱柱色谱 以石油醚 Β氯仿 Β 洗脱 浓

缩 !重结晶后也得化合物 ∀

乙酸乙酯部分经硅胶色谱柱色谱 以氯仿 2甲醇梯度洗

脱 其中 ∗ 份合并 再经硅胶色谱柱色谱纯化得化合物

∗ 份合并 经硅胶色谱柱色谱纯化也得化合物

√ ∀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黄色针晶 紫外灯 下显亮黄色 ∀与

ƒ ≤ 及 试剂反应呈阳性 ∗ ε 氯仿 Β甲

醇 ∀ ∂ Κ ¬

2 ∀ 2

≤⁄≤ ∆ 2 2

ϑ 2 ϑ

2 2 2 和 各

2 ∀ ≤ 2 见表 ∀

化合物 的结构鉴定为 2二羟基 2 2二甲氧基口山酮

即 其 2 数据与文献 ≈ 报道基本一致

熔点相同 但处于间位的 个氢 2 2 信号未显示偶合

而文献中有偶合 ∀我们进一步测定了 ≤ 2 结果与文

献 ≈ 报道相符 ∀

表 1  化合物 的 ≤ 2 ≤⁄≤ 数据

Ταβ 1  ≤ 2 ≤⁄≤ ∏

≤ ∆≤ ≤ ∆≤ ≤ ∆≤

2

2

  化合物 为黄色片状晶体 与 ƒ ≤ × 试剂及

试剂反应呈阳性 ∗ ε ∀ ∂ 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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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Σ) 2萘普生甲酯的上述释放过程将延长萘普生在体

内的作用时间 提高生物利用度 降低用药剂量 同时改善其

对胃肠道的不良反应 ∀

致谢 人环氧酶 2 ≤ ÷ 2 活性抑制实验由国家新药筛选中

心药物筛选部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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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2 ≤ 2 ≤ ∀ 2

≤⁄≤ ∆ 各 2

ϑ 2 ϑ 2

ϑ 2 ϑ 2

2 2 ∀

与文献 ≈ 对照 的 ∂数据与 2三羟基 2 2甲氧基

口山酮 数据基本相符 相近 ε 2

数据也与文献 ≈ 数据基本相符 ∀化合物 的结构确定为

2三羟基 2 2甲氧基口山酮 ∀

化合物 无色针晶 2 ε 乙醇 ≈Α ⁄

≤ ≤ × ≤板喷浓 ≥ 显紫红色 2

2 ∏ 反应呈紫色 ∀ 2 ≤⁄≤ ∆

ϑ 2 ϑ

2 ϑ 2

各 ≤ ≅ ∀样品与

对照品齐墩果酸 × ≤结果 值相等 Β混

合测得熔点不降低 ∗ ε 说明化合物 为齐墩果

酸 ∀

4  讨论

我们首次对獐牙菜属植物进行化学成分研究 从其低极

性部位分离鉴定出 个口山酮化合物和 个三萜化合物 它们

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到 ∀其中三萜化合物齐墩果酸的

量较多 该化合物具有保肝活性 可能为该植物民间应用的

主要活性成分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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