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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地三尖衫中三尖衫醋碱和

高三尖杉酣碱的含且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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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三尖杉科 (属 )中的三尖杉 C ep ha l otax u s f or tu n eiH o of k
.

植物中所含抗白血病的

三尖杉醋碱 h or r i n gt i n on e与高三尖杉醋碱 h om。五。 r r i n gt o川 n e作了不同产地和不同部位的含且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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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尖杉醋碱 ha r r i n gt n oi n e〔 ` ]和高三尖杉醋碱 h om oha r r i nt g oni n e1 21是从我国特产

的三尖杉属 (科 C )
ep ha l otx u as ( C ep ha l otax a e ea e)植物中分离出来的治疗急性 非 淋 巴

性白血病 (血癌 )的有效药物
,

国内已正式生产用于临床
。

三尖杉 C
.

f or ut ne i H 。 。 k
.

f
.

在三尖杉属中是分布最广
、

资源量较多的一个种
,

为了

探明不同产区的三尖杉植物所含有效醋碱的高低
,

我们结合资源调查
,

先后收集到安徽
、

江

西
、

四川
、

贵州和云南等五个省区的九个地方的样品
,

分别按叶
、

枝干
、

树皮和根
,

测定了

醋碱含量
,

结果如下
:

实 验 部 分

( 一 ) 总碱的提取

取各地所采三尖杉植物的不同部位粗

粉各50 克
,

乙醇回流三次
,

酸化
、

碱化
,

氯仿提取
。

提取液减压浓缩
,

得总生物碱
。

将总碱溶于 2 毫升容量瓶中
,

待测
。

( 二 ) 标准落液的制奋

O C肠

( 1 ) R = C x o H I , 0 .

三尖杉醋碱

( 2 ) R = C x I H应一o e

高三尖杉阳碱

取三尖杉醋碱及高三尖杉醋碱纯品各 3 毫克
、

4 毫克
、

5 毫克及 6 毫克
,

相同最混合定

溶于 2 毫升容量瓶中
,

配成每 2 毫升容量瓶中含双醋碱为 6 毫克
、

8 毫克
、

10 毫克与 12 毫克

的标准溶液
。

( 三 ) 层析

用烟台地区化工研究所产高效硅胶薄板
,

粒度
: 5 林

。

展开 剂
:

氛仿 · 甲 醇 = 8 :5 15
。

显色剂
:
碘蒸气

。

点样
:
采用微量进样注射器及 10 微升的微量吸管

,

吸取一定量的总碱 ( 视

所含醋碱的量而增加 ) 溶液
,

与另一总碱含醋碱量相近
,

但浓度已知的标准溶液
,
并列点样子

同一块薄板上
,

展开显色
,

计算 R f 值并初步测定其含量
。

( 四 ) 定 ,

双波长薄层扫描仪 定量
:

经层析显色后的高效薄板立刻以 。 s一 91 0双波长薄层色谱扫播

仪定量
。

所用光源
:
氖灯

。

狭缝 : 。
.

05 一 6n m 。



3 4台 广 西 植 物
一

~

一
.

一一
一一

~

-
一 -一一一

一
~一 - .一

一
r

-一
~

一一一

t卷

根据样品的紫外最大吸收
:

三尖杉醋碱
= 2 8 9 n m

,

高三尖杉醋碱
= 2 8 8n m

,

射法扫描方式
,

由仪器自动计示出数据与薄层测定法的定量结果基本一致 ( 表 )

表 1 不同产地的三尖杉 C e Ph a 吸o t a x u s f o r t u n e i H o o k
.

f
.

植物体中三尖

杉脂碱h a r r i n g t o n i n e与高三尖杉脂碱 h o m o h a r r io g t o n花” e相对含 t (多 )

采用线性反

产产地地 日期期 叶叶 枝 ( 干 )

{
皮皮 根根

HHHHHHH

}
H 。

}
双。 碱碱 H

I
H 。

{
双。 碱

{
H

{
H O

{
双 , 碱碱 H

{
H ooo 双醋耐耐

黄黄山山山 0
。

0 1000 0
.

0 0 777 0
.

0 1 777 0
.

0 0 777 0
.

0 0 666 0
.

0 1 333 0
.

0 0 888 0
.

0 0 666 0
.

0 1 444 0
.

0 0 999 0
。

0 1 666 0
.

0 2与与

0000000000000
.

0 1 333 0
.

0 0 888 0
.

0 2 111 0
`

0 0 999 0
.

0 1 000 0
.

0 1 999 0
。

0 1 333 0
.

0 1 000 0
。

0 2 333 0
.

0 0 777 0
.

0 0 666 0
。

0 1 333
庐庐山山山 0

.

0 1 888 0
.

0 0 666 0
.

0 2 444 0
.

0 0 777 0
.

0 0 666 0
.

0 1 3333333333333333333 0
.

0 1 777 0
。

0 0 999 0
.

0 1 222 0
。

0 2 111

永永丰丰丰 0
.

0 1 000 0
。

0 1 111 0
.

0 2 111 0
.

0 0 777 0
.

0 0 999 0
.

0 1 666 0
.

0 0 888 0
.

0 0 999 0
。

0 2 333 0
。

0 0 888 0
。

0 0 888 0
.

0 1 666

遂遂川川川 0
.

0 0 999 0
.

0 0 777 0
.

0 1 666 0
。

0 0 999 0
.

0 0 888 0
.

0 1 777 0
.

0 1 111 0
.

0 1 2222222222222222222 0
。

0 1 000 0
。

0 2 111

井井岗山山山 0
。

0 0 888 0
.

0 0 666 0
。

0 1 444 0
.

00 999 0
。

0 1 000 0
.

0 1 999 0
.

0 0 777 0
.

0 1 222 0
.

0 1 999 0
.

0 1 111 0
,

0 0 999 0
.

0 2 111

0000000000000
。

0 0 888 0
.

0 1 000 0
.

0 1 888 0
.

0 1 111 0
。

0 1 000 0
.

0 2 111 0
.

0 0 999 0
.

0 1 111 0
。

0 2 000 0
.

0 1 2222222

000
.

0 0 444
{
。

·

。。888 0
.

0 1 222 0
.

0 0 888 0
。

0 0 888 0
.

0 1 666 0
。

0 0 999 0
.

0 0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000000000
.

0 0 999 0
.

0 0 888 0
.

0 1 777 0
.

0 1 222 0
。

0 1 333 0
.

0 1 777 0
.

0 1 222 0
。

0 0 999 0
。

0 2 111

000000000000000
.

0 1000 0
.

0 1 555 0
。

0 2 555 0
。

0 1 666 0
.

0 1 444 0
.

0 3 000

0000000000000000000
.

0 2 555 0
。

0 1 555 0
。

0 1333 0
。

0 2 888

注 : ( 1 ) 不同产地样品
,

均取自然风干样粉碎成粗粉后测定
。

( 2 ) 尼丈中 H 二
h

a r r i n g t o n i o e三尖杉醋碱
, H o 二 五o m o h a r r io g t o n i n e

高三尖杉醋碱

结 果 与 讨 论

植物的代谢受环境的影响
,

其产物的形成和积累与植物的个体发育和地理分布有一定关

系
。

根据我们对 5 省区 9 个地点所采三尖杉的样 品分析结果着
:

1
.

三类杉的不同部位
,

生物碱的含量是有差异的
,

就双醋碱来讲
,

以根部含量为最高
,

变化在0
.

0 13 一。
.

0 3 0 %之间
,

一般在0
.

0 21 一 0
.

0 25 %之间
,

最高达 0
.

0 30 % ( 贵州样 ) , 其

次是茎皮部分
,

变化在0
.

0 1 4一 0
.

02 3 %之间
,

一 般 在 0
.

0 17 一 0
.

0 23 % 之 间
,

最 高0
.

0 25 %

( 云南
、

贵州样 )
; 叶部较枝部略高

,

变化在0
.

0 12 一 0
.

0 24 %之间
,

一般在 0
.

0 14 一 0
.

01 8 %

之间
,

最高 0
.

0 2 4% ( 江西遂川样 )
, 枝部变化在 0

.

0 1 3一 0
.

0 2 2之间
,

一般在 0
.

0 1 6一 0
.

0 1 9 %

之间
,

最高 0
.

0 21 % ( 四川彭水样 )
。

2
.

从不同地区看
,

叶部双醋碱含量最高的是江西遂川样
,

含量为 0
.

0 24 % , 其次是永丰

样
,

为 0
.

0 21 , 最低的是在云南西双版纳
,

为 0
.

0 12 % ; 四川彭水产的也较低
,

含量为 0
.

0 14 %
。

枝部含量最高的是四 川彭水样
,

含量为 0
.

0 21 % ; 其次是灌县和江西的庐山样
,

为 0
.

0 19 % ,

含量最低的是安徽和江西永丰样
,

均为 0
.

01 3 % , 茎皮部分
,

以贵州和云南的样 品为 最 高
,

含量为 0
.

0 2 5 % ; 其次是江西的庐山样和遂川样
,

均为0
.

02 3 % , 最低是安徽 的 .0 0 14 % , 根

部最高的是在贵州
,

含量为0
.

0 30 %
,

其次是云南西双版纳样为 。
.

0 28 %和安徽 样 0
.

02 5 % ,

四川与江西井岗山和永丰的产样接近
,

均在 0
.

02 1%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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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从两种单醋碱的情况看
:

叶部三尖杉醋碱含量最高的江西永丰样
,

为 0
.

01 3 % , 最低

的是云南西双版纳样
,

为0
.

00 4 % ; 高三尖杉醋碱含量最高的是江西井岗山样
,

为0
.

01 1 %
,

其他各地的变化不大
,

在0
.

00 6一 0
.

0 08 %之间
。

枝部三尖杉醋碱最高的是四 川 彭 水样
,

为

0
.

01 1 %
,

其他地方变化在0
.

0 07 一 0
.

00 9 %之间
;
高三尖杉醋碱最高的有四川样和江西 庐 山

样
,

均为 0
.

01 0 %
,

较低的是安徽永丰样
,

为 0
.

0 06 %
,

其他地方 变 化 在 0
.

0 08 一 0
.

0 09 %之

间
。

茎皮中三尖杉醋碱含量高的是江西庐山样
,

为 0
.

0 13 %和贵州的 0
.

0 12 %
,

其他地方变化在

0
.

00 8一。
.

0 09 %之间 ; 高三尖杉醋碱的含量
,

高的在云南西双版纳
,

为 0
.

01 5 %
,

其次是贵州

0
.

0 13 %
,

其他各地变化在 0
.

00 8一 0
.

0 12 %之间 ,
安徽黄山的样品最低

,

为0
.

00 6 %
。

根部三

尖杉醋碱含量最高的在贵州和云南
,

前者为0
.

0 16 %
,

后者为 0
.

0 15 % , 其他各地变化在 0
.

00 8

一 0
.

0 12 %
,

最低的是江西庐山样
,

为0
.

0 07 %
。

高三尖杉醋碱以安徽黄山的样品为最高
,

达

。
.

01 6 %
,

其次是贵州梵净山样
,

为 0
.

01 4 %
,

再其次是云南西双版纳样
,

为 。
.

0 13 %
,

其 他

各地变化在0
.

08 一 0
.

0 12 %之间
,

江西庐山的样品含量最低
,

在 0
.

0 06 %
。

4
.

从各地采样的同一部位单醋碱含量情况看
,

一般两种单碱最低差异不大
,

差异 最 高

的是江西遂川的叶部
,

其三尖杉醋碱与高三尖杉醋碱的含量相差达 0
.

01 0 % , 其次是安徽 黄

山样品的根部
,

两种单醋碱的含量相差 0
.

00 7 % , 相差在 0
.

0 0 5% 的有江西井 岗山的茎皮样品

和云南样品及江西永丰样品的叶部
。

5
.

上述不同产地的三尖杉两种有效醋碱的分析结果
,

为这些地区利用这一资源提 供 了

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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