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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云芝中含有微量元素锗 �� ��
,

锗的药理活性十分引人关注
,

国内外学者 已

合成了多种有机锗化合物
,

并做了大量研究

工作
。

在抗癌和延缓衰老等方面微量元素锗

具有肯定的疗效
。

�
�

野生云芝多糖 �� � ��� 中氨基 酸

种类与深层培养菌丝体中得到 的 多 糖 �糖

肤� 中氨基酸种类相同
,
� �  �中总氨 基酸

含量较� � �低些
,

可能是后者从培养液菌丝

体提取多糖时带有较多的游离氨基酸
。

�
�

另外
,

我们还对� � � �进行了限毒

实验
,

大鼠口服 � � � � � �
,

小鼠口 服 �� � � �‘

均无一死亡
,

说明云芝多糖 �� �  �� 口服

无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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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化学法从月见草油中提取
�
一亚麻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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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月 见草油 经皂化
,

利用形成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钠 盐在 乙醇中溶解度不

同
,

分离饱和脂肪酸
,

富集�一 亚麻酸
,

使其含量从 �
�

� �提高到�� 写 � 再 用澳化
、

脱澳法
,

提取高纯度丫一亚麻酸
,

使其含量达 到 ��  
。

关键词
�

月 见草油 皂化分离 澳化
、

脱澳法 �一 亚麻酸

月见草 �� � � � �� � � � � � � � � � � �
�

� 为 数据处理机
。

柳叶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 ,

在我 国长白山

区资源丰富
。

� �� �年 � ��� � �
�

�
�

发现 月

见草油中含有丰富的 丫一亚麻酸 �’�
。

�一亚

麻酸在体内作为二高 丫一亚麻酸的前体
,

经

生化酶反应变为前列腺素�
, �“ � ,

少量的丫一

亚麻酸即产生显著的抗血栓
、

抗炎及抗癌等

生理活性
。

而月见草油中硬脂酸
、

棕桐酸等

饱和成份
,

对心血管系统有不良影响
,

降低

�一亚麻酸疗效
。

所 以
,

从月见草油中提取

丫一亚麻酸具有重要意义
。

一
、

实验材料

�
。

仪器

日本 � �一 � � 气相色谱 仪
,
�一� � �

�

第二军医 大学药学院
。

西藏军区

美国� �
� �� � �公司 � � � � �一 �� 付立叶

变换红外光谱仪
。

�
�

药品与试剂

月见草油 �白求恩医科大学药厂提供�
,

经测定
�
碘化值 � ��

�

� ,

皂化值 � ��
�

� ,

酸价

�
�

��
,

过氧化值 �
�

��
。

油中化学成分组成的

� �分析结果如下
�

表 � 月见 草油 成分 �用归一法计算�

编 号 脂 肪 酸 名 称
保 留 时 间
�分 �

相 对 含量

�� �

,��
�
��口�曰�习�‘�了�口自山��

⋯
��,��往�刁�任,工勺自�乙�一��棕 手阎 酸

硬 脂 酸

油 酸

亚 油 酸
�

一亚麻酸

�
。

�

�
。�

�
。

�

� � 。

�

�
。

�

工亚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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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析条件
�

柱温
� � �� ℃

,

进样 口及检

测器温度
�

�� � ℃
,

载气
�
�

� 一 �� � �� � 加 �
�

一 �
�

� � � �
� ��

“ ,

空气�
�

�� � �
� �

“

石油醚 �分析纯�
� 乙醇 �工业用 �

�

澳 �分析纯�
� 无水甲醇 �分析纯�

� 无水

硫酸钠 �分析纯�
�
无水乙醚 �分析纯� �

�
�

� � �� � � � � � 甲醇液
�
锌粉 �优级纯�

。

二
、

实验方法

�
�

皂化分离 �‘�

取月见草油 � � �
,

加 乙醇 � � � �
,

� � � �

� � ,

置园底 烧瓶中
,

通氮
,

水浴回流 �� 分

钟
,

冷至室温
,

析出皂化物
,

加入醇 �� � �
,

充分搅拌
,

置冰箱内 � � ℃以下 � �� 小时
,

趁冷过滤
,

滤渣再用少许冷 乙醇洗涤
,

合并

滤液
,

加入蒸馏水 � � � �
,

用 � � � �� � � � �

液调� � �一 �
,

再用石油醚 �� �
。

一 �� �� 沸

程 � �� � �萃取
,

萃取三次
,

合并石油醚层
,

减压蒸出石油醚
,

即得脂肪酸约 � 克
,

经测

定含丫一亚麻酸为 ��  
。

�
�

澳化与脱澳 �� �

� � � 澳化

往上述脂肪酸中
,

按脂肪酸
�

无水乙醚

为 �
, �� 的 比 例 �� �

� � 加 入无水乙醚
,

移至三颈瓶中
,

置一�� ℃以下的冰盐水中
,

剧烈搅拌下
,

滴加嗅液
,

至溶液颜色不褪为

止
,

得桔黄色沉淀
,

在 。℃下放置三小时
,

倾去上层澳醚液
,

用 乙醚洗涤沉淀
,

反复操

作
,

洗至 乙醚液无色为止
,

将沉淀晾干
,

测

得此反应物�
�

�
�

��  。

一 � � � ℃
。

�� �

将沉淀碾碎
,

按澳化物
�

无水乙醚为 �

, �� 比例 �� � �� 加入无水 乙 醚
,

水 浴 回

流
,

使四嗅化物溶解
,

倾出上清液
,

得醚不

溶性澳化合 物 �白色粉末
,
�

�

�
,

为 � �  。

一

� � � �� �

� � � 脱澳

将六嗅化物研成细粉
,

按六澳化物
�
锌

粉
�

无水甲醇为 �
�
� �� � � �

� � � �� �
� �

的比例
,

加入锌粉和无水甲醇
,

置 三 颈 瓶

中
,

在��
。

一 �� ℃水浴中
,
充氮回 流

,

同时

剧烈搅拌 � 小时
,

停止回流
。

将脱澳液用滤纸过滤
,

滤渣以适量甲醇

洗涤
,

合并 甲醇液
,

充氮在水浴浓缩至含体

积
,

加 � 倍体积的水稀释
, � � �� � � �� �酸

化
,

调至� � �
。

用乙醚 提 取 � 一 � 次
,

合

并乙醚液
,

以无水硫酸钠干燥
,

再充氮浓缩

除尽乙醚
,

得 丫一亚麻酸及 丫一亚麻酸甲醋

的混合物
。

� � � 水解转酸

取上述混合物
,

加�� 倍量 � � �� � �氢氧

化钾甲醇液
,

充氮水浴回流约 � � �硅胶 薄

层检定�
,

水解完全后
,

停止回流
,

减压浓

缩除去部分 甲醇
,

加三倍水稀释
,

以 � � �� � �

� �� 酸化至 � � �
,

以 乙醚提取
,

取醚层用 水

洗至 � � � 一 � ,

醚层用无水硫酸钠干 燥
,

充

氮减压浓缩
,

除尽乙醚
,

得丫一亚麻酸成品
。

充氮避光
、

冷藏
。

�
�

丫一亚麻酸 的定性 与定量分析

� � � 定性
�

经甲脂化后
。 � 、

红外检测

丫一亚麻酸甲醋
。

�
、

紫外检测 脱澳后的�一

亚麻酸经 ��  � � �一乙 二醇� � ℃30 分钟异

构化后
,
入= 2 69

n m 有强烈吸收峰 (
7) ,

证明

此化合物有共辆三烯
。

( 2 ) 定量 成品甲醋化 后
,

气 相 检

测
,

提取后的 Y一亚麻酸
,

每次进样o
.
4m l ,

色谱条件同前
。

表2 提取前后 月见草油 中丫
一
亚麻酸含量比较

下
~
二薪
.
不}

一

草花分 离启
一

}

澳而兑澳 后

“
·

1
%

{

1 9
%

}

”5
·

1
%

得率
:
澳化

、

脱澳后得脂肪酸 。
·

8g

。

Y

一亚麻酸得率为
:

95.1% 又 0
.
8

8
.
1 %

x 2 0

= 4 6
.
9 6 %

结果: 丫一亚麻酸甲醋的红外图谱和 气

相色谱的保留时间
,

均与美国S飞m
a公司的

标准品 (Y 一亚麻酸甲醋相对含量为 98 % )一

致
。

三
、

讨 论

1
.
月见草油经皂化

,
Q ℃以下冷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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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

可除去大部分饱和脂肪酸
,

使 丫一亚麻

酸得到初步富集
,

是利用饱和脂肪酸钠盐在

乙醇中溶解度小
,

而不饱和脂肪酸钠盐在乙

醇中溶解度大的原理
。

与脂肪酸 经 低 温 冷

冻 (一30 ℃以下)
,

分离相比
,

本法操作简

便
,

不需特殊设备; 与尿素包合法相比
,

还

具有得率多纯度高的优点
。

2

.

嗅化
、

脱嗅法的提取过程
,

简便 易

行
,

快速
。

3

.

脱澳后 丫一亚麻酸
,

经红外检测在

97 0 (c m
一 ‘

) 处有少量反式双键
,

是本法不

足之处
,

但其数量极少
,

不影响产 品质量
。

4

.

嗅化时必需无水操作
。

如有水份
,

将减少产品收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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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尊甲素在体外对D N A
,

R N A 和蛋白质生物合成的影响

解放军202 医院 张淑香 俞惠然 杨淑云 刘淑琴 杨晶华
’

邵泽生
’

隋全正
’

本 实 验 采 用
“
H 一T dR

、 “
H 一

u dR
、

“

H 一L
eu cin e在体外掺入 S

;。 。

腹水癌 细 胞
的放射性同位 素示踪法

,

探讨蓝曹 甲 素 对
D N A

、

R N A 和蛋 白质合成的抑制作用
,

抑
制程度呈剂量相关性

。

对D N A
、

R N A 的抑
制发生较早

,

恢复较快
,

对蛋白质 作 用 持
久

、

且均为可逆性抑制
。

蓝粤 甲素(gl
aueoe ely x in A )为唇形科

,

香茶菜属植物蓝警香茶菜 ( I
sodom glauc-

。。a
l
yx

k
u
d
。
) 的一种二 菇类成份

,

经药理实
验证明

:
蓝尊 甲素具有细胞毒作用 (

“
)

,

对艾
氏腹水癌有一定抑制作用 (

3) ,

体内对S
, 。。

实
体瘤实验抑击}J率达 30

.
4 % (lom g/ k g

x 7d ) ,

但抗癌作用机理 尚 未 见 报道
。

本文探讨蓝
警 甲素对S

, 8 。

腹水 癌 细 胞 的D N A
、

R N A

和蛋白质生物合成的影响
,

并以冬凌草甲素
为阳性对照

,

研究其抗癌作用机理
。

实验材料
蓝尊甲素由中国科学院林土所提供

,

冬

凌草甲素由郑州化学制药厂提供
, “

H 一T d R
比放射性为 ls

ei/m M
, “

H 一
udR 比放射性

为 Zo
ei/m M

, 3
H 一l

eueine 比 放 射 性 为
1
.
33 ci /m M

,

均 为 中国原子能 研 究 所
品

,
F J 一353 型双道液体闪烁计数仪为西

262厂生品
。

方法与结果
一

、

对体外培养的S
, 。。

腹 水癌 细 胞 生
_ _ ’

沈阳药学院
、

天津二医大
、

上海二军大药学
院买习生

长的影响
取含药的 R P M R

, 。 ‘ 。

培养液 1 m 1( 含药
量 分别 为 20卜g / 。1

、

1 0 协g / m l
、

5 件g / m l)

于试管 内
,

然后加入含S
, 。 。

腹水癌 细 胞 悬
液o
.
Zm l ( 含 1 x io

“

个细胞 ) 于37℃ 恒 温
箱内孵育 lh

r ,

取出一 滴加台氏蓝液
,

在 镜
下统计蓝染率

。

结果表明
,

在药物浓 度 为20 协g / m l
、

1 0 卜g / m l
、

5 卜g / m l时 蓝蓄染 率分 别 为93%
、

76 %

、

53 %

,

具有较强的细胞毒作用
。

二
、

在体 外掺入5
1。。
腹水癌 的放射性 同

位素示踪 法
取 常规接种 S

:。 。
腹水癌后 9 天的小白鼠

一只
,

在无菌条件下取出腹水
、

将癌细胞离
心沉降 ( l000

rpm
. 3m in ) ,

用生 理 盐 水
洗涤一次悬浮液于R P M 工

:6 ‘ 。
培养 液 ( 含

2
.
5% 小牛 血清 )以供实验用

。

实验分 给 药
组 ( 蓝曹 甲素 )

、

阳性对照 组 ( 冬 凌 草 甲
素 ) 及阴性对照组

,

每组设三个平行管
。

操
作步骤如下

:
给 药 组 每 管 加 入 含 药 的

R P M I
, 。‘ 。

培养液i二1
、

o

.

Z m l细胞悬液(含
1
_
x 10

6
个癌细胞 )

,

于37 ℃恒温箱中 培 养
lh r后

,

离心弃去上清液
,

加入 3m lsse溶 液
( 0
.
15 M N a CI

、

0

.

0 1 5
M 柠檬酸 钠 )

,

离心
( l00 0r p m

、

3 m i
n

) 弃去上清液
,

然后每管
加入irn l新鲜的R P M l

l。 4 。
培 养 液

、

2 协e i
3
H 一T dR

、 “
H 一U dR

、

或
“

H 一l
eueine ,

产安

继续于37 ℃恒温箱内依次培养0
.
5 、 1

、

2

,

4
、

8 卜
,
立即放入冰水浴中停止其作用

,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