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 境
�

稀少
,

仅见手小丘陵
。

植物形态
�

小乔木
,

常在干燥 区域
,

或在

丘陵的森林中
。

雌雄异株
,

茎坚硬
,

皮厚
。

艳

丽 的粉红色花于落叶后形成簇状
。
�

应用 �
部落妇女用芽顶作避孕药

。

叶可当

食物盛器
。

茎皮煎煮液治疗某些精神不安病
。

成分
�

花和叶 含贰类
。

种子含黄色油达

��  又含蛋白水解酶和脂肪水解酶
。

试为紫

铆花素
,

紫铆素和其它未鉴定的成分
。

� �
、

云实科的大托叶苏本 �� � � �  �� �� ��

� � �� �� �
�

�

生境
� 常生

一

长于茂密的森林中
。

植物形态
�

高大蔓生多分枝多刺灌木
。

羽

状叶多尖钩刺
。

花密集于总花梗顶端
,

形成顶

生或茎上部旅生 的总状花序
。

荚果含有 � 到

� 粒圆形至椭圆的灰色硬壳种子
。

种子极苦
。

应用
�

种子含苦味质
,

� � � � � � ��
,

植物

街醇皂试脂肪油和淀粉以及多糖和植物街醇

类
。

� �
、

山竹子科的维哥亚红厚壳 �� �� � � 星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境
�

在小溪旁生长的稀有乔木
。

植物形态
�

小乔木
,

茎和根的皮黄色
,

总状花序
。

果实长 � 厘米
,

成熟时红色
。

应用
�

嫩叶汁和豆科 印度刺桐 � � � �二

� � � �� � �� � �� � � � � � 的茎皮汁一起 内服

治疗胃病
。

核仁糊膏外用治疗皮肤病
。

� �
、

萝摩科的牛角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境
�

常生于开 垦地
。

植物形态
�

密生木质灌木
,

叶淡灰绿色
,

含胶乳
。

伞形聚伞花序
,

绿色而有紫纹
。

葺荚

果饱满
,

含多数种子
。

应用 � 胶乳广泛用于去除身体荆棘
,

治

疗皮肤病
。

成分 �
苦味胶乳合有羊角瓜试 和 �

� � � � 二

��
� ���

,

还 含有
。
一牛角瓜醇 准� 香树脂醇

及草酸钙和大牛角瓜强心毒 �� �� � �� �
� �

。

谷

眺甘肤和一种与木瓜酶相似的酶亦曾从胶乳

中提得
。

根皮台阶香树脂醇
,

大牛角瓜醇和

异大牛角瓜醇 ��� � � �� � � � � � �� �待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际生 物研究杂志》 � �

�� � � � � � � � ��  � �英文 �

顾长红
、

朵逸峰
、

徐 峰
、

胡激扬
、

原永芳
、

朱春青译 苏中武校

鸭嘴花生物碱的季节变化与鸭嘴花碱和鸭嘴花碱酮

贰类及其�一氧化物的检测

� �� � �� ��� ��  ! 等�印度查谈塔维地区研 完实验室 �

引 言

鸭嘴花〔 � � � � � � � �
� � � �� � �� � � � �

,

通称

野靛叶 �
� � � � � � � 〕是印度草药 �� �

� � � � � � � �中的

著名药用植物
,

用于治疗咳嗽
、

支气 管 炎
、

哮 喘

病和肺结核
,

亦有用于制止产前出血的报道
。

近来

发现在鸭嘴花中主要生物碱鸭嘴花碱又是一种有效

的催产剂
。

鸭嘴花这种植物野生来源丰富
,

有利于大规模

地进行生物碱生产
。

结果和讨论

鉴于鸭嘴花及其生物碱鸭嘴花碱和鸭嘴花碱酮

�� � � �� �。。 ��� � 的重要性
,

这些生物碱在植物体

内合成是否受季节变更的影响成为很重要的研究课

题
。

为此对总碱和个别生物碱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详

细分析
。

这个研究得出了一些关于分布状况的有趣

结论
,

并从植物中又分离出新的小量生物碱
。

这项工作揭示了鸭嘴花中不同生物碱的含量百

分率是随季节变化的
,

而在 � � �� 月份具有丰富的

一 � � 一



生物碱
。

每年的这个时期
,

生物碱的总含 量约 � �

�无水生物碱�
,

其中鸭嘴花碱约占� �
�

�
。

在微量

生物碱中约 有 � �去氧鸭嘴花碱和痕迹 量 的 鸭 嘴

花碱酮
。

�� 月份以后总生物碱含量下降
,

到翌年三

月降至最低度
,

这时总生物碱含量大约为。
�

�一。
�

�

�
。

另外引人注意的是� �月后
,

鸭嘴花碱含量百分

率下降至 �� �
,

而鸭嘴花碱酮的含量增加
。
� � �

月鸭嘴花碱酮含量达到最高度
,

约 为 总生 物碱的

�� �
。
� 月份以后

,

新叶形成 时
,

生 物碱含 量 百

分率又复上升
,
到 � 一 � 月植物即 将 开 花 时

,

达

到最大值
。

有趣的是当 � 一 � 月份生物碱浓 度 下 降 时
,

而大量水溶性 的� 一氧化物和贰类化 合 物 则成 为

主体
,

这可以通过改变生物碱分析步骤 来 衡 量
。

发现经还原和水解步骤从水溶液中分 离 出来 的生

物碱混合物
,

在薄层层析板上呈 现 鸭嘴花碱和 鸭

嘴花碱酮比率为 �
�
�

。

此外
,

该植物在此季节也含有丰 富 的色 素
。

分离纯的试类化合物
、

�一氧 化物和 色素 的工作

现正继续进行
。

可能是 由于 鸭嘴花碱和 鸭嘴花碱

酮的试类化合物是以混合俄的 状 况 存在 的
,

其纯

品的分离成了困难问 题
。

对 于 鸭嘴花碱和 鸭嘴花

碱酮的 �一氧化物也同样如此 , 这 些 氧 化物 是水

溶性的
,

总是与试类化合物一道存在于植物中
。

关于鸭嘴花碱和鸭嘴花碱酮的贰类 化 合 物 和

�
一

氧化物存在的发现
,

对这类化合物来 说是 第一

次
,

在文献上尚未报道
。

实 验

生物碱测 定

为了测定鸭嘴花中的生物碱
,

短个月 的 � 号和

�� 号采集植株各个部分 �高处
,

中部和低处� 的新

鲜叶� � � �
,

充分混和成均匀 的 样 品
。

取� � � �叶在

��
�

�烘箱中千燥供水分测定
,

再取� � � �新鲜 原 料

用乙醇冷渗法提取 � � 义 � � � 二 ��至 �
� � � � � � � , ��

反应阳性
。

减压蒸馏除去乙醇
,

残留物 用 � � � �  

提取
。

水溶浓提取物用氯仿洗 涤
,

然 后 加 氨水碱

化
,

再用氯仿提取生物碱
。

每份样品中提取的生物

碱粗品均反复纯化
,

然后真空干燥
。

在硅胶薄层层析板上
,

脱氧鸭嘴花碱用苯一乙

酸乙醋 � � � � � 展开
,

鸭嘴花碱
、

鸭嘴花碱酮及

其它化合物用氯仿一甲醇 � � � � � 展开
,

并分别

与标准品相比较
,

分析各样品的组成
。

这些化合物

通过光谱法得到进一步证实
。

一 �� 一

不同季节鸿嘴花地止 邢分 ‘绝丈多炎是

叶 � 生物碱 中等规模分离

从查漠� � �
� �� � �地区采集主要具有汗卜子的鸭

嘴花全株
, � �  �年 � 一 � 月采� � � � � �

,
� � � �年 � 月

采� � � � � �
,

置阴凉处干燥
。

将干叶碾成粗粉
,

用乙醇冷渗法提取生物碱粗

品
,

用稀酸一碱法将生物碱与非生物碱部分分离
。

� � � �月采集物中所获的生物碱祖品含有丰富

的鸭嘴花碱 �约�� � �
,

因此容易从甲醇一氯仿中

反复结晶得到纯鸭嘴花碱
。

� � � 月采集物中所获的生物碱粗品混合物颜

色很深
,

是不同生物碱的复杂混合物
,

其中约 含有

�� �鸭嘴花碱和 �� � 鸭嘴花碱 酮
。

此 外
,

提 取 物

粗品含有丰富 的鸭嘴花醇 � � �� � � 。匕
、

鸭嘴花碱

醇�
� � � �� �� �� �

、

脱氧鸭嘴花碱
、

脱氧鸭嘴花酮碱

和许多微量生物碱及色素
。

通过分步结晶法结合柱

层析技术将鸭嘴花碱从混合物中分离
。

水溶性生物碱的分离

注意到从 � 一 � 月采集物中提 取 总生 物碱以

后
,

水溶液部分仍然 显�
� � � � � � �� �� 阳性反 应

,

表明一些水溶性生物碱的存在
。

浓缩水溶液部分
,

用乙醇� � �水解
,

可得稍多量的鸭 嘴 花 碱 和 鸭 嘴

花碱酮
,

进一步证实鸭嘴花碱和鸭嘴花碱酮试类化

合物的存在
。

水解后剩下的水溶液部分通常还继 续 显 阳 住

� � � � 。 � � � � � �反应
,

因此
,

将水俗液部分 用� � �

� �� 还原就产生相当量鸭嘴花碱和鸭嘴花碱酮
。

这

些实验表明植物中存在鸭嘴花碱一� 一氛化物 和鸭

嘴花碱酮一� 一氧化物
。

校者技
�

鸭嘴花为爵床科植物
,

产 于热

带非洲及亚洲
,

我国南部及西南 部 常 见 栽

培
。

鸭嘴花全草 治疗咳 嗽
、

支 气 营 炎
、

哮

喘
、

肺结核
,

制止产后 出血
。

鸭嘴花碱 �
� �三

� �� �� � � 为一种有效催产 刑
。

鸭 嘴 花 碱 及

其人工合成品 �� ���� � � � 少 的作 用 相 似
,

能使痰中多糖纤维解聚
,

减少痰的粘稠性而

减轻咳嗽
,

并改善因痰液阻塞小支气管而引

起气急症状 � 为粘痰溶解类的祛痰药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药用植物研完杂志》
,

一

招 � � �
,

��
,

� � � � �英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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