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总� � � � 药学情报通讯� , � �年第 , 卷第 � 期

白魔芋是国内学者从魔芋中分出的一个

新种 内
。

白魔芋和魔芋外形相近
,

是否应作

为一个新种处理
,

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

无机成分的吸收和植物的遗传有密 切 的 关

系
,

因此无机成分也应具有化学分类学的意

义 �� 
。

我们从表中可以看出
,

魔芋和白魔芋

所含无机成分的种类和数量 比较相近
,

而上

述两者和疏毛魔芋则相差甚远
。

提示魔芋和

白魔芋的亲缘关系非常接近
。

有趣的是
,

上

述实验结果和这三种植物中游离氨基酸和多

糖类成分的分析结果吻合
,

都不支持将 白魔

芋订为一个独立的新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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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 沙 提 取 叶 绿 酸 铜 钠 盐
、

江西省玉山县人民医院 徐辉德

叶 绿 酸 铜 钠 盐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叶绿酸铜钠

�
与叶绿酸铜

钠 �两种盐的混合物
,

蓝黑色有金属光泽的粉

末
,

有类似氨化合物臭气
,

易溶于水
,

微溶

于 乙醇
、

氯仿
,

几乎不溶于乙醚和石油醚
。

� �水溶 液 显 深 绿 色
,

碱 性 � � � �
�

� �

��
�

��
。

本品水溶液或软膏用作除臭剂
,

可

促进正常组织的恢复
,

解除 创 面 发 痒
、

溃

疡
、

烧伤
、

皮炎
,

作用温和
,

无刺激性
。

��

年代末开始用于治疗肝炎
,

目前市售的
“
肝

宝” ,

每粒胶囊含叶绿酸铜钠 �� � �
,

据认为

对肝脏网状内皮细胞有赋活作用
,

使肝功能

恢复
,

并能增强肝细胞的抵抗力
,

加速受损

害的肝细胞的修复与再生
。

本品又是安全无

毒的天然食用色素
,

有着广泛的用途
。

提取叶绿素的原料有多种
。

首猜等植物

富含叶绿素
,

可从中获得纯度较高的成品
,

但原料消耗大
,

不易推广
。

松针
、

黄麻叶也

可用作原料
。

提取叶绿素的价廉易得的原料

是蚕沙
,

这是变废为宝
、

综合利用的理想途

径
。

蚕是冷血动物
,

吞食桑叶后
,
其中的叶

绿素不受破坏
,

随粪便排出体外
,

据报道第

三
、

第四
、

第五龄蚕的蚕沙
,

顺次提出粗叶

绿素为 �
�

�
、

�
�

�
、

�
�

��
。

�一� 蚕沙的处理
�

陈旧的蚕沙经过长

期堆积发酵
,

叶绿素大部分已破坏
,

所剩无

几
,

得率甚低
。

宜采用新鲜蚕沙
,

收集后立

即摊开凉干或低温 ��� ℃下� 烘干
,

再包装

备用
。

有条件的地方
,

最好派专人到养蚕单

位现场收购处理
,

以减少叶绿素的损失
。

�二� 溶剂的选择
�

选用 乙 醇 或 丙 酮

等
。

可考虑新鲜原料用无水 丙 酮
,

干 料 用

�� �丙酮
,

这种浓度之不同是根据叶绿素与

色素粒 �� � � � �� 分离叶的需要来确定 的
,

不仅需要用非极性的溶剂来溶解叶绿素与卵

磷醋结合的部分
,

还需要水解叶绿素与蛋 白

质结合的部分
,

当叶绿素离开叶绿体之后
,

易溶于非极性溶剂
。

�三� 脱镁 �
叶绿素经稀酸处理

,

其中

心环镁原子极易为氢置换
,

生成去镁叶绿素

而脱镁
,

这时溶液由绿色转变为黄褐色
。

�四� 接铜
�

叶绿素脱镁后极不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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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快接铜
。

市售叶绿素多制成铜复合物
,

使耐光性增强
,

易于贮存
。

常用新鲜配制的

氢化铜
、

醋酸铜或硫酸铜溶液
,

一般在酸性

条件下接铜
,

并时时振摇
,

以便 使 接 铜 加

速
。

�五 � 皂化
�

用醇制 �
� � � �乙醇的浓

度为 ��  
,

�� �
,

�� � � � � 三种 � 而 不 用

无水乙醇
,

皂化前无需脱水
,

皂 化 温度 在

�� ℃以下
,

皂化后静置 �� 小时
,

目的是使生

成物充分沉淀
,

以提高成品得率
。

日本的提取流程如下
�

取蚕 沙� �
,

丙酮

提取
,

提取物经盐酸处理
,

沉淀物皂化
,

得

碱液 � � �  �
,

含叶绿素 �脱 镁 � � � �
,

加 入

� �� � �
�
� � � � � �

,

搅拌
,

再加入� � � � ��
� 一

� � 为溶媒 的�
� � �

�

溶液 � � � �
,

酸化
,

过滤
,

水洗
,

用丙酮碱液 中和
,

得叶绿酸 铜 钠 盐

� � � ,

纯度� � �
。

此法的特点是先皂化
,

后在碱性条件下

接铜
,

所生成的叶绿素铜酸化
,

水洗除净水

溶物
,

复用丙酮碱液皂化得叶绿酸铜钠 盐
,

这样提高了成品的纯度
。

值得提 出的是
,

在提取叶绿 素 的 过程

中
,

蚕沙含植物醇 �� � � � � �� �
�

� �� �
�

� � �
。

叶绿素经碱水解
,

破坏了分子中 的 二 种 醋

链
,

除去醋链上的甲基和植物醇基皂化反应

可在低沸点溶剂中进行
,

余下未 皂 化 的 部

分
,

在回收溶剂后
,

用醇和醚的混合液提取
,

蒸发浓缩
,

析出的沉淀物溶于热醇
,

于真空

条件下浓缩
,

得植物醇粗品
,

再行精制
。

植

物醇是合成维生素 �和 � 的原料
,

是医药 工

业急需 的原料
。

抗 病 毒 中 草 药 研 究 进 展

解放军第��� 医院�襄樊� 蒋锡源

病毒性疾病已成为目前传染性疾病中的

突 出问题
,

因此寻找有效 的抗病毒药物仍然

是目前的迫切任务
。

近廿余年来研究寻找到

有抗病毒活性的
、

临床疗效突出的合成药物

为数不多
,

且有些尚存在轻重各异的不良反

应和耐药 性
。

我国中草药资源丰富
,

从中发

掘寻找有效抗病毒药物的前景十分广阔
。

笔

者收集整理近数十年来抗病毒中草药研究初

步结果
,

列表三种
�

表 �一�� 种中草药 的抗

病毒研究结果
� 表 � 一中草药对 � � � � � 抑

制作用研究资料 � 表 � 一中草药抗 亚型单纯

疤疹病的研究资料
。

供医药学工作者参考
。

表 � � � 种 中 草 药 的 杭 病 毒 研 究 结 果

中草药名 � 科
�

别 实验药用部位 抑 制 病 毒 名 及 作 用 强 度

柴胡 � 伞形科
注射液对流行性感冒病毒有强烈的抑制作用

,

其蒸馏
出油状未知物也有强烈的抗病毒作用

。

射千

⋯
“尾科

�
芸香科

紫荆皮

�
豆科

槐花 � 刻

根茎

全草

树皮

花蕾

� � � �煎剂或浸剂对腺 � 病毒
、

孤儿病毒有抑制作
用

。

有效成份补骨脂素可灭活某些� � � 病毒及 � � � 病毒
。

对亚洲甲型流感京科�� 一 � 株病毒有抑制作用
,

对孤
儿病毒 �� � � � � � � 能延缓细胞病变

。

试管内对多种病毒有表现抑制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