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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辽西蜂胶中分离到 � 种化合物
,

经光谱鉴定分别为硫的多倍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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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氧基桂皮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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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阿

魏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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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胶 �� �� � �� �
� �是蜜蜂采集植物幼芽中

的树脂并混入其上颗腺分泌物经生物加工而

成的一种天然物质
。

其化学成分极其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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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含有有机酸类
、

黄酮类
、

多糖类
、

酶类和挥

发性等物质
,

具有广泛 的生物活性和药理作

用川旧益受到国内外医药工作者的关注
。

中国养蜂业发达
,

拥有丰富的蜂胶资源
,

但蜂胶作为一种蜂产品
,

以往误被人 们当作
“

废物
”

而遗弃
,

至今也未成为一种法定的药

材
。

为了综合开发蜂胶资源
,

开展其药用研

究
,

我们对辽西蜂胶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系统

的研究
,

以期从中发现具有生物和生理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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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
。

本文重点报道其 乙醚部分的化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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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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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蜂胶中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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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95 % 乙 醇 Z000m l分 3

次冷浸
,

滤除不溶物及杂质
,

回收溶剂得浸膏

35 09
。

以粗硅胶吸附
,

用石油醚洗脱
,

石油醚

洗脱液浓缩放置析出结晶
,

以石油醚重结晶



次
,

得到化合物 I 。

硅胶柱继续以 乙 醚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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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

酸酸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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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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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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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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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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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与苯 甲酸 译纶

从辽西蜂胶中分离到的 5 种化合物
,

据

文献
正2已报道及构效关系分析

,

均具有抗 菌及

防腐活性
,

这与蜂胶在蜂箱中的抑菌
、

防腐作

用是相 吻合的
,

其他方面的作用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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