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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提取分离藤茶 Αµπελοσισ γροσσεδεντατα 中的双氢杨梅树皮素 和杨梅素 ∀

方法 采用新的水提取和溶剂分离的方法 经化学和光谱鉴定确定结构 ∀结果 提取产物经确证为双氢杨梅树皮素

和杨梅素 平均收率分别为 和 ∀结论 该提取法经济 !简便 易于操作

并且提取率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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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τυδψ ον τηε νεω εξτραχτιον µ ετηοδ οφ τηε φλαϖονοιδσιν Αµ πελοπσισ γροσσεδεντατα

± ± ° ÷∏÷∏ ÷∏÷ ⁄ ⁄ ( Γυανγξι Χολλεγε οφ Τραδιτιοναλ Μεδιχινε ,

Ναννιν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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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ΧΟΝΧΛΥΣΙΟ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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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 ΟΡ ∆Σ  Αµπελοπσισ γροσσεδεντατα ¬

  广西瑶族藤茶系葡萄科蛇葡萄属植物显齿蛇葡萄

Αµπελοσισ γροσσεδεντατα 2 • × • 的嫩

茎叶经传统加工揉制 !干燥而成 ∀该植物又名藤茶 广

泛分布于广西各地以及云南 !广东 !湖南等地 具清热

解毒等功效≈ ∀瑶族山乡百姓常将其制成保健茶 用

于治疗感冒 !发热 !中暑 !头晕 !心烦等症 ∀经研究 其

主要成份为双氢杨梅树皮素 并含少量杨梅素≈ ∀药

理实验表明 双氢杨梅树皮素能明显拮抗肾上腺素

和高 所致的兔主动脉条收缩反应 毒性低≈

并有祛痰止咳 !降血脂和保肝等作用≈ ∀杨梅素有抗

菌 !抗癌 !止咳 !祛痰 !利尿等作用≈ ∀由于其药用价值

高 对其黄酮类成份的提取分离工艺研究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我们通过系统研究该茶主要化学成份的性

质 反复研究探索 找到了一种既经济 !又简便易行的

提取方法 该法双氢杨梅树皮素平均得率为 杨

梅素平均得率为 以生药计 ∀现详细报道如

下 ∀

1  仪器与材料

熔点用柳本 2 微量熔点测定仪测定 未校正 ∀

紫外光谱用岛津 ∂2 紫外光谱仪测定 ∀红外光谱

用岛津 2 型红外光谱仪测定 压片 ∀ ∞ 2

用 ° 型质谱仪测定 ∀ ƒ 2 ≥用 ≥°∞≤ 型质

谱仪测定 ∀核磁共振谱用 ∏ 2 型核磁共振

仪测定 室温 内标为 × ≥ ∀薄层层析用硅胶 青岛

海洋化工厂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或化学纯 ∀

藤茶于 年 月采自广西恭城县 由本院药用

植 物 教 研 室 刘 寿 养 副 教 授 鉴 定 为 Αµπελοπσισ

γροσσεδεντατα ∀实验用其嫩茎叶 按传统方法加工干燥

后备用 ∀

2  提取分离方法

2 1  提取  取藤茶 加水煎煮 次 趁热过滤 合

并滤液并浓缩后 放置 析出浅黄色颗粒状结晶 抽

滤 干燥 得粗结晶 收率为 以生药计 ∀

2 2  分离精制

取上述粗结晶 加丙酮回流提取 次 第 次

加丙酮 第 次加丙酮 每次回流 ∗ ∀

合并 次提取液 浓缩至小体积后 加水至 放

置 析出大量白色结晶 过滤 ∀所得结晶再依上法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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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 最后得白色细针晶或粉末状结晶 结晶 ∀

取上述 粗结晶经丙酮提取后的不溶性残渣 加

乙醇 水 Β 回流提取 趁热过滤 然后浓

缩至小体积 放置 数日后慢慢析出棕黄色簇状或小颗

粒状结晶 结晶 ∀

将提得的粗结晶分 次按上述方法进行分离精

制 每次取 得到结晶 分别为 和

平均收率为 得到结晶 分别为

和 平均收率为 以上提取率均按生药

计 ∀

3  鉴  定

3 1  薄层色谱分析

将上述提取分离得到的各产物结晶 和结晶 分

别取少量用乙醇溶解后 点于硅胶 薄层板上 以乙酸

乙酯2氯仿2甲酸 Β Β 或苯2乙酸乙酯2甲酸 Β Β

展开 以 三氯化铁乙醇液为显色剂 可见各产物用

以上两个不同溶剂系统展开后均为单一斑点 并且结

晶 和结晶 的 Ρφ 值分别与已知双氢杨梅树皮素和

杨梅素对照品的 Ρφ值一致 ∀

3 2  鉴定

结晶 为白色细针晶 ∗ ε 易

溶于丙酮 !热乙醇 !热水 溶于甲醇 !乙醇 不溶于氯仿 !

石油醚 ∀盐酸镁粉反应呈玫瑰红色 三氯化铁反应呈

紫黑色 与三氯化铝反应呈强黄绿色荧光 Α2萘酚反应

阴性 与锆盐2柠檬酸反应 鲜黄色不褪 ∂Κ ¬

Ε 带 和 ∀

∗ Α , Β2不饱和 ≤

芳环 ≤ ≤ 所得光谱与已知双氢杨

梅树皮素对照品的光谱一致 ∀质谱 测得分子

量为 主要裂解碎片有

符合二氢黄酮

醇的裂解规律 ∀综上 确证新方法 提取所得到的结晶

为 χ χ χ2六羟基二氢黄酮 即双氢杨梅树

皮素 ∀

结晶 为棕黄色颗粒状结晶 ε 溶于热

乙醇 !甲醇 不溶于丙酮 !氯仿 !石油醚 ∀盐酸镁粉反应

呈玫瑰红色 三氯化铁反应呈紫黑色 与三氯化铝反应

呈强黄绿色荧光 Α2萘酚反应阴性 与锆盐2柠檬酸反

应 鲜黄色不褪 ∂Κ ¬ 带

带 ∀

Α , Β2不饱和 ≤ 芳环 ≤

≤ 所得光谱与已知杨梅素对照品的光谱完全一致 ∀

ƒ 2 ≥ ∀

乙酰化物 ∗ ε ≤⁄≤ ∆

≤ χ χ2 ∆ ≤ 2 ∆ ≤ 2

∆ ≤ ≤ ∆ ≅

≤ ≤ ∀根据以上理化性质和光谱数据分析 确证

新方法提取得到的结晶 是杨梅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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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正交试验法优选石榴的提取工艺

安  明  赵国君  冯伟华  武晓丽  朝洛蒙 包头 包头市药品检验所 包头 包头市第四医院

呼和浩特 内蒙古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药局

摘要  目的 研究石榴中有效成分熊果酸的最佳提取条件 ∀方法 采用正交试验法 以溶剂用量 !提取时间和提取

次数 个因素 每个因素选取了 个水平进行实验 ∀结果 因素 对熊果酸的含量有显著影响 ∀因素 和因素 ≤

则有一定的影响 ∀结论 最佳工艺 ≤ 即用 倍量 ∞ 提取 次 每次 ∀

关键词  正交试验法 石榴 熊果酸 提取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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