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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多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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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香菇多糖系从福建产香菇���
�

�� 
� � �的子实体中提取

,

经 � ��� 纤维柱层析和分级沉淀法等纯

化后得到的葡聚糖
,

其分子量为 �于 � � 万
。

经甲醇解气相分析
,

高碘酸氧化
,

� � ��� 降解
、

甲基化
、

气相色谱
、

气

一质谱分析
,

证明多分枝结构为 邵 �� �� 分支链的以 爪�� �� 为主链的葡聚糖
,

已制备成香菇多糖注射液
,

对

慢性病毒性肝炎
,

肿瘤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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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60 年代以来
,

国内
、

外大量资料报道

了从动
、

植物中提取多糖数种川
,

其中 日
、

美
、

俄等国对多糖研究报道较多
,

尤其是 日本
,

制

成了静脉注射用香菇多糖
,

用于肿瘤的冶疗

取得一定效果
。

80 年代以来
,

国内对多糖也

进行了大量研究
,

如从动植物 中提取了人参

多糖[5j
、

竹黄多糖[6]
、

银耳多糖
、

黄蔑多糖川
、

猪菩多糖
、

玉足海参多糖圈等
。

不过供临床应

用的是从香菇菌丝体提取的香菇菌多糖片
。

伞菌科真菌香菇是一种食用和药用真菌
,

其

药用历史 已有几千年
,

自古以来就做为健脾

益气
、

扶正祛邪
、

疏风行血癖
、

调和阴阳的良

药
。

我们从 77 年 6 月开始对香菇多糖进行了

结构分析
、

稳定性及临床应用等研究
,

并制备

成香菇多糖注射液
,

属国内首家研制生产的

国家级新药
。

一
、

香菇多糖的提取和精制

香菇加水煮沸 3 次 (3h
、

Z h

、

l h )

,

过滤
、

浓缩
、

除蛋白
,

离子交换或透析除杂质
,

加 3

倍量乙醇沉淀
,

用无水乙醇
、

丙酮
、

乙醚洗涤
,

真空干燥
,

得到微黄 白色粉末
。

将粉末溶于

水
,

经 D E A E 纤 维柱层析和分级沉淀法分

离
、

浓缩
,

加乙醇沉淀
,

再用无水乙醇
、

丙酮
、

乙醚洗涤后放入盛有五氧化二磷的真空干燥

器中干燥
,

得白色粉末
。

二
、

鉴别与含量测定



采用水解后碘量法与比色法测定
,

含量

在 96 % 以上
。

鉴别 取本品 0
.
059 ,

用乙醇洗涤数次
,

不溶物加蒸馏水 20 m l
,

加热溶解
,

加稀硫酸

lm l, 置水浴上加热 巧m in
,

放冷
,

加氢氧化钠

试液至 中性
,

加入硷性酒石酸铜试液数 m l
,

置水浴上加热数分钟
,

即发生红色沉淀
。

含童浏定 取本品约 0
.
19 ,

精密称定
,

置碘量瓶中
,

加蒸馏水 Zom l
,

加热使溶解
,

加

稀硫酸 25 m l
,

加热 回流 4h
,

放冷
,

加酚酞指

示液 1
一

2 滴
,

加氢氧化钠试液显中性
,

精密加

入碘液 (0
.
lm ol /L )25 ml

,

摇匀
,

逐滴加 入氢

氧化钠试液 4m l, 边加边剧烈振摇
,

密塞
,

暗

处放置 10 分钟
,

加稀硫酸 4m l
,

立即用硫代

硫酸钠标 准液 (0
.
lm ol /L )滴定

,

至近终 点

时
,

加淀粉指示液 Zm l
,

继续滴定至兰色 消

失
,

并将滴定结果用空白试验校正即得
。

每

lm l的碘 液(0
.
lm ol/L )相当于 9

.
o0 8m g 的

C oH :20 ‘ 。

三
、

香菇多糖的结构分析

本品经甲醇解后气相色谱分析
,

其组成

成分为单一葡萄糖
。

本 品 经 高 碘 酸 氧 化
,

消 耗 10 不 为

0
.
89m ol/m ol 己糖基

,

释放 甲酸为 0
.
44m ol/

m ol 己糖基
,

1 0 不消耗为甲酸的释放的 2 倍
,

表明分子中仅存在 1~
,

1、6可氧化糖基
,

分

子 中可氧化糖基占 44
.
4%

,

不可氧化糖基 占

55
.
6 %

。

本品经 Sm ith 降解后产物完全水解
,

经

气相色谱分析
,

其中甘 油与葡萄糖之 比为

1
.
0 ,

1

.

25

,

表明其中除 1~
,

1 , 6 糖基外
,

尚

有 1~ 3 等不氧化的葡萄糖基
,

其比例与高碘

酸氧化结果一致
。

S m it h 降解产物部分水解

后经气相色谱分析(G C )透析袋内仅为葡萄

糖
,

袋外仅为甘油
,

表 明香菇多糖中 1~ 3 等

连接的糖基为分子核心或主链
,

而 1~
,

1
~

6

等连接的糖基处于分子外围或支链
。

本品经 H
aK orm o ri法 3 次甲基化后

,

用

红外光谱检查无 O H
一

吸收峰
,

产物水解
、

还

原
、

乙酞化用气相色谱与质谱联用分析(G C
-

M S )
,

根据仪器数据库检索及文献值参考
,

确

定产物及其比例等如下表
:

表 1 香菇多糖甲墓化产物 G C
一

M S 分析结果

甲基化单搪名称 主要质谱碎片 摩尔比 键型

曰印印
2,

3
,

4
,

6
一

四甲基葡萄糖
43 ,

4 5
,

7 1
,

8 7
,

1 0 1
,

1 2 9
,

1 4 5
,

1 6 1
,

2 0 5

2

,
4

,
6

, 一

三甲基葡萄糖
43 ,

4 5
,

8 7
,

1 0 1
,

1 1 7
,

1 2 9
,

1 6 1

4

.

0 1

2

,
3

,
4

, 一

三甲基葡萄糖
43 ,

8 7
,

9 9
,

1 0 1
,

1 1 7
,

1 2 9
,

1 6 1
,

1 8 9

3

.

0 2

2
,

4
一

二甲基葡萄糖 43 ,

8 7
,

1 1 7
,

1 2 9
,

1 8 9 1 分3
,

6

以上各分析结果一致表明香菇多糖分子

的基本结构以 1~ 3 葡萄糖基构成主链
,

在

。
一

6 位上有分支
。

香茹多糖经红外光谱及核磁共振谱分

析
:

本品的红外光谱除糖类特 征共同吸收

外
,

8
90

c
m 吸 收 峰 表 明 为 件糖 昔 键 多

糖[
9〕[, 0〕

。

本品的
’3
C

一

核磁共振 (N M R )谱分析除

搪 基 内 部 各 碳 峰 外
,

异 头 碳 主 要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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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
.
85P P M (pl~ )

,

连接碳为 86
.
72P P M 〔~

3(p)〕
,

6 9

·

9 6 5
p p

M
[ ~

6 甲)〕
,

表明香茹多糖

中主要糖昔键均 为 件型
,

且为 1~ 3(103
.
85

一 86
.
7 3 P P M ) 1 ~ 6 ( 1 0 3

.
8 5 一 69

.
9 65P P M )

两种型式
,

与以上各项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

经查 阅国内
、

外有关杂志和资料综合分

析
,

以及上述试验和仪器检测数据
,

择其中主

要部份香菇多糖作结构分析
,

结果是以 日(1
-

3) 连接的葡萄糖基为主链
,

在 6 位上有(卜6)

连接的葡萄糖基分支
。
〔“

一
‘5〕

。

四
、

药效与毒理学

(一 )药理

1
.
一般药理

香菇多糖注射液 以 4m g
、

s m g

、

1 6 m g
/ k g

分别给狗肌肉和静脉注射
,

观察结果
,

对狗的

心血管系统
、

消化系统
、

神经系统均无明显影

响
。

2

.

保肝降酶作用

香菇多糖注射液对 IC R 小 鼠 C CI
‘

引起

的急性和亚急性实验性肝损伤而出现 A L T

显著增加
,

都具有明显的降低作用
。

香菇多糖 10om g/kg 及 Zoom g /k gip 三

个月后
,

可使大鼠四乙醋慢性肝损伤所引起

A L T 升高 明显 降低
,

并能使 白蛋 白增多
,

了

球蛋白减少
,

白蛋白
、

球蛋白比值增高
。

且与

病理形态学上可控制肝细胞变性
、

坏死的发

展
,

加速组织的修复及减轻纤维组织增生和

假小叶形成
,

表明香菇多糖对慢性肝损伤具

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

3

.

免疫作用

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实验证明
,

本品可明

显地提高巨噬细胞吞噬功能
,

可促进 T 淋巴

细胞 E 玫瑰花形成及转化
。

且对小鼠免疫器

官(胸腺
、

脾)重量观察
,

以及白细胞粘附抑制

试验与 T
.
B 淋巴细胞电泳等变化

,

结果表明

本品对体内具有双向免疫调节作用
。

说明香

菇多糖注射液是 良好的免疫增强剂
。

4

.

杭癌作用

对小鼠移植瘤 B
Z:、

H eP 等瘤株的观察
,

实验结果表明
,

香菇多糖注射液给药组具有

较好的抑制肿瘤作用
,

且体重明显的较对照

组增加
,

可强壮身体
。

( 二)毒理

1
.
急性毒性试脸

本 品 给 小 鼠 静 脉 注 射 时 LD S。 为

150 0m g /k g
.
小 鼠肌 肉注射增至最大剂 量

225om g/kg
,

无法测出 LD
S。 .

2

.

长期毒性试验

香菇多糖注射液对狗和 w i
star大 鼠长

期毒性试验
,

以香菇多糖注射液人用剂量的

50 和 10 。倍分别给于狗和大鼠
,

肌肉注射
,

每天 1次
,

连续 6个月
。

狗为低
、

高剂量
,

大鼠

为低
、

中
、

高剂量
。

动物外观
、

体重
,

肝
、

肾功

能
,

血常规
,

病理检查
,

电镜观察等均无明显

影响
。

甚至狗和大鼠用药分别增至人用剂量

的 400 倍时
,

也无明显影响
.
试验表明香菇多

糖注射液长期应用
,

在临床治疗剂量范围内

应用是相当安全的
。

五
、

临床作用

经福州
、

上海
、

南京
、

北京等地十几所 医

院对慢性病毒性肝炎
、

食管癌
、

责门癌及胃癌

等疾病进行了临床试验
,

经过严格的临床双

盲对照治疗和实验室检查
,

证明对慢性病毒

性肝炎能明显地改善临床症状
,

降酶作用好
,

H
Be

A g 转阴率高
.
本品见效快

、

疗效短
、

效果

好
,

无明显毒副作用
,

是安全可靠的药物
。

本

品与化疗作用治疗胃癌等肿瘤
,

可起到增效

作用
,

以延长生命
、

缓解症状
。

治疗结果
:

(l )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
,

总有效率为

84
.
3%

。

( 2) 治疗食管癌
、

贵门癌及胃癌(大部分

为中
、

晚期肿瘤
,

病变部分缓解和稳定者)总

有效率为 74
.
6%

。

本文得到东北师范大学生物系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
,

仅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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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舒康胶囊的质量标准研究

李医明 洪永福 张 峰 郭学敏 朱玉军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上海 2。。4 3 3 )

摘要 采用薄层层析法对荣舒康胶囊中苏木
、

川茸
、

赤芍
、

丹参等成分进行定性鉴别
,

薄层扫描法测定

其中原儿茶酸的含量
.

关键词 荣舒康胶囊
;
薄层鉴别

;
薄层 色谱扫描法

荣舒康胶囊是治疗颅脑损伤后遗症的医

院制剂
,

由苏木
、

丹参等 n 味中药组成
。

具有

活血化痕
、

开窍通络之效
。

为了控制本品质量

提高疗效
,

采用 T L C 法对苏木
、

川芍
、

赤芍
、

丹参等进行定性鉴别并用薄层扫描法测定该

品中有效成分原儿茶酸的含量
,

为该制剂建

立一个较完善的质量控制标准
。

一
、

实验部分

(一 )仅器与药品

日本岛津 CS
一

9
30 型薄层 扫描仪

,

青岛

海洋化工 厂生产硅 胶 G
、

硅胶 G F25; ,

美 国

D R U M M O N D 厂定量毛细吸管
。

荣舒康胶

囊由长海医院制剂室生产
,

对照药材市售
,

质

量均符合中匡摧芍典 90 版规定
。

阿魏酸
:
本院

药分教研室提供
;
丹参素

:
上海 医科大学药学

系植化教研室提供
;
原儿茶酸

:
南通制药厂提

供
;
丹参酮 I *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提供

。

所

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

( 二)定性鉴别

1 苏木的鉴别

取荣舒康粉末 4g
,

加适量水溶解
,

加 乙

醇调至含醇量 70 %
,

温浸 1h
,

不时振摇
,

取上

清液
,

挥尽乙醇
,

用乙酸 乙醋 20m l萃取 2 次
,

合并萃取液
,

加无水硫酸钠脱水
,

过滤后
,

滤

液浓缩至 lm l
,

作为试液
。

另取苏木粉末 1g
,

加 甲醇适量浸泡 lh
,

过滤
,

滤液浓缩至 lm l
,

作为对照品溶液
。

展开剂
:
氯仿

一

甲醇 (5
: 1)

。

显色剂
:
取出放置或烘烤

,

可见紫红斑点
。

2 川芍的鉴别

供试液制法同上
。

取川苟细粉 29
,

加适

量 水煎煮 2 次
,

水煎液按同样 方法制成每

lm l中含药材 29 的对照液
。

展开剂
:
石油醚

-

氯仿
一

甲醇(10
: 3 : 2 )

。

在 U V 254
nm 下观察

荧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