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 ƒ∏ ∏ ∞ ≥ εταλ 2 ∏ 2

∏ ∏ ≈

≤

≈3 × √ ∂ ≤

∏ ≈ ≤

≈4 杨小明 谢吉民 陈钧 银杏聚戊烯醇同系物的提取及其

°× ≤法的初步分析 ≈ 镇江医学院学报

≈5 × ≤ ≥ ετ αλ ≥

√ 2 ∏

∏ ≈

≈6 王成章 沈兆邦 谭卫红 等 银杏叶聚戊烯醇的化学 !纯化和

药效研究 ≈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7 张永洪 王敬勉 廖德胜 银杏叶聚戊烯醇的分离与鉴定 ≈

中草药

≈8 杨小明 陈钧 银杏聚戊烯醇提取技术研究 ≈ 基层中药杂

志

≈9 杨克迪 陈钧 欧阳臻 等 高效液相色谱 大气压化学电离质

谱分析银杏叶中聚戊烯醇化合物 ≈ 分析化学

收稿日期 2 2

作者简介 王丽薇 浙江大学药学院硕士研究生 现为杭州师范学院教师 ∀
通讯作者 赵昱 × ∞2 ⁄ ∏

北五味子化学成分研究

王丽薇 周长新 ≥ 赵昱 3
杭州师范学院 杭州 浙江大学药学院中药与天然药物研究室 杭州

× ∏ ¬2° 2 ∏ ≤ ; ×

摘要 目的  对北五味子进行进一步化学研究 ∀方法  采用色谱和光谱法分离鉴定北五味子的化学成分 ∀结果  分离得到

四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甘五酸 ∏ 富马酸单乙酯 2 ∏ 二十四烷酸

内消旋二氢愈疮木酸 2 ∏ ∀结论  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的 ≤

数据为首次报道 ∀

关键词 北五味子 甘五酸 富马酸单乙酯 二十四烷酸 内消旋二氢愈疮木酸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Στυδιεσ ον τηε χηεµ ιχαλχονστιτυεντσφροµ τηε φρυιτ οφ Σχηισανδρα χηινενσισ

• 2 ≤ 2¬ ≥ ≠∏
3
( . Ηανγζηου ΤεαχηερσΧολλεγε, Ηανγζηου , Χηι2

να; . ∆επαρτµ εντ οφ ΤραδιτιοναλΧηινεσε Μεδιχινε ανδ Νατυραλ∆ρυγ Ρεσεαρχη, Χολλεγε οφΠηαρµ αχευτιχαλΣχιενχεσ, Ζηεϕιανγ Υνιϖερσιτψ,

Ηανγζηου , Χηινα; . Βιοσψντηεσισ/ΝΜΡ Γρουπ Μαξ2Πλανχκ2Ινστιτυτ φ ρΧηεµ ισχηε ; κολογιε, Τενα Γερµ ανψ )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Σχηισανδρα χηινενσισ ×∏ ΜΕΤΗΟ∆ Σ

 ≤ ∏ Ρ ΕΣΥΛΤΣ  ƒ ∏

∏ ∏ 2 ∏ 2 2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Σ. χηινενσισ ≤ 2

2 ∏ ⁄

ΚΕΨ Ω ΟΡ ∆ Σ: Σχηισανδρα χηινενσισ ×∏ ∏ 2 ∏ 2 ∏

  五味子为五味子科北五味子属植物五味子 Σχηισανδρα

χηινενσισ ×∏ 的果实 习称北五味子 具有收敛固

涩 益气生津 补肾宁心之功效 ∀临床用于治疗肺喘虚咳 心

悸失眠等病 ≈ 近年来发现五味子具有抗氧化 抗肿瘤 抗衰

老等多种生物活性 ≈ 2 ∀为了进一步了解该植物生物活性的

物质基础 笔者对北五味子进行了深入的化学研究 除了前

人已分离到的一些化合物以外 我们还从其乙醇提取物中分

离得到 个化合物 ∀通过对它们的理化性质及光谱数据进

行分析 ≥ 2 ≤ 2 ⁄∞°× ∞≥≠ ± ≤ 及

≤等 确证了它们的结构 其中化合物 ∗ 为首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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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笔者还首次报道了内消旋二氢愈疮木

酸 的 ≤ 2 数据 ∀结构见图 ∀图 1  

化合物 ∗ 结构图

1  仪器和药品

÷ 2 数字显微熔点测定仪 温度计未校正 ∏ 2

型核磁共振仪 2 ƒ型质谱仪 薄层色谱和柱色谱硅

胶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 ≥ ¬ 2 采用瑞典 2

公司产品 ∀试剂均为分析纯试

剂 药材购于辽宁省药材公司 经浙江中医约研究院孙静云

教授鉴定为 Σχηιαανδρα χηινενσισ ×∏ ∀

2  提取分离

取北五味子 粉碎 用 的乙醇渗漉三次 提取

液减压浓缩得粗浸膏 依次用石油醚 乙酸乙酯 正丁

醇萃取 !浓缩 分别得到石油醚层浸膏 乙酸乙酯层浸

膏 和正丁醇层浸膏 ∀石油醚与乙酸乙酯层浸

膏分别经反复硅胶柱色谱及 ≥ ¬ 2 纯化 从前者得

到化合物 与 后者得到化合物

及 ∀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白色针晶 石油醚 2乙醚 Β ∗

ε 溴甲酚绿试验显阳性 ≥ ∞ 加热反应显紫

色 ∀ ∞ 2 ≥ µ / ζ

∀ 2 ≤⁄≤ ∆ ϑ

2 2 2

2 ϑ 2

ϑ 2 2

ϑ 2 2 2

≥ 2 2 2

∀ ≤ 2 ⁄∞°× ± ≤ 及 ≤ 数据见表 其 2

≤ 2 数据经与文献对照 ≈ 鉴定为甘五酸 ∀通过

⁄∞°× ∞≥≠ ± ≤和 ≤谱 本实验对文献 ≈ 中 2

2 2 2 的 2 及 ≤ 2 ≤ 2 ≤ 2 ≤ 2 ≤ 2

≤ 2 ≤ 2 的 ≤ 数据进行了修正 ∀

表 1  化合物 的 ≤ 2 ⁄∞°× ± ≤ ≤数据 ≤⁄≤

Ταβ 1  × ≤ 2 ⁄∞°× ± ≤ ≤ ≤ 2

∏ ≤⁄≤

∆ ± ≤ ≤

  化合物 无色片状结晶 丙酮 ∗ ε 溴甲酚

绿试验显阳性 ∀ ∞ 2 ≥ µ / ζ ≈ 2

∀ 2 ≤⁄≤ ∆ ϑ 2

ϑ 2 ϑ 2

ϑ 2 ∀ ≤ 2 ≤⁄≤

∆ ≤ 2 ≤ 2 ≤ 2 ≤ 2

≤ 2 ≤ 2 ∀其 2 ≤ 2 谱数

据与标准谱图库中的富马酸单乙酯数据一致 ∀

化合物 白色粉末 氯仿 ∗ ε 溴甲酚绿试

验显阳性 ∞ 2 ≥ µ / ζ

∀ 2 ≤ ⁄ ∆ ϑ

2 2 ϑ 2 ∀ ≤ 2

≤ ⁄ ∆ ≤ 2 ≤ 2

≤ 2 ≤ 2 其 ∞ 2 ≥ 2 ≤ 2 数据与

文献报道的二十四烷酸基本一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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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浅黄色针状结晶 石油醚 2丙酮 Β

∗ ε ≥ ∞ 加热反应显紫色 ∞ 2 ≥ µ / ζ

∀ 2 ≤⁄≤ ∆

ϑ 2 . . 2

≅ ϑ 2 .

ϑ 2 . ϑ

2 Α . Α ϑ 2 Β .

Β 2 . ϑ 2

. ∀ ≤ 2 ≤⁄≤ ∆ ≤ 2 .

≤ 2 . ≤ 2 . ≤ 2 .

. 2 ≅ ≤ 2 . ≤ 2 .

≤ 2 . ≤ 2 . ≤ 2 . ∀其 2

数据与文献报道的内消旋二氢愈疮木酸数据一致 ≈ ∀本实

验通过 ⁄∞°×及 ± ≤谱 首次归属了该化合物的 ≤ 2

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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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宁颗粒提取工艺的研究

闵炜 潘观根 吴丽红 杭州天诚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优选妇宁颗粒的提取工艺 ∀方法  以芍药苷浸出量为评价指标 采用正交试验法对妇宁颗粒的提取工艺进行优

选 ∀结果  提取条件确定为加水浸泡 提取 次 加水量分别为 倍 ! 倍 提取时间分别为 ∀结论  试验结果为确

定妇宁颗粒的提取工艺提供了实验依据 ∀

关键词 妇宁颗粒 提取工艺 正交设计 芍药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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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τυδψ ον εξτραχτιον προχεσσοφΦυνινγ γρανυλεσ

• ° ∏ 2 • 2 (Ηανγζηου Τιανχηενγ Πηαρµ αχευτιχαλΧο. , Λτδ. , Ηανγζηου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ƒ∏ ∏ ΜΕΤΗΟ∆ Σ × ∏

∏ ¬ ƒ∏ ∏ ∏ Ρ ΕΣΥΛΤΣ  × ¬

¬ 2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ƒ∏ ∏

ΚΕΨ Ω ΟΡ ∆ Σ: ƒ∏ ∏ ¬

  妇宁颗粒是由益母草 !当归 !白芍等 味中药组成 ≈ ∀

临床用于月经不调 腰腹疼痛 赤白带下 精神倦怠 饮食减

少等症 ∀笔者以芍药苷浸出量为评价指标 对其提取工艺进

行了研究 ∀

1  仪器与材料

≤ 2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2 型检测器 日本

岛津公司 ⁄ 型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 德国赛多利斯公

司 芍药苷对照品 浙江省药品检验所提供 纯度

乙腈为色谱纯 水为重蒸馏水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中药材

均购自广东省汕头市欣欣医药公司 并经本公司主管中药师

童列波鉴定 ∀

2  方法及结果

2 1  浸膏制法

按处方取 味中药共 其中白芍 除阿胶外

其余 味照正交试验设计表 表 的安排加水浸泡后煎煮

两次 其中沉香 !香附 !紫苏叶于水沸时加入 ∀合并煎液 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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