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生 命

科学
,

生命科学在古代文明的摇篮一印度

已很繁荣
。

在覆盖着白雪的喜马拉雅和贫清

地带连同常青的热带森林等的极其多样性的

陆地上
,

印度拥有各种必需的天然植物
。

事

实上
,

历史已表明数以百计的最著名的药物

曾从这块土地上产生
。

有关古印度的权威著作是乔来 力

写的
。

关于印度药用植物的大 量 重

要工作已由乔普拉 和他的工作队

进行
。

 年印度药 物和顺势疗法研究中心

理事会   一 的建立使这

项研究获得新的动力
。

这个计划是首次在对

抗疗法派学者
、

天然药物学家
、

植物学家
、

化

学家
、

生药学家和药理家之间的有效合作
。

在上述组织开始成立时作者 就 与 之 联

系
,

因此本文报道的观察结果是这个计划的

一部分
。

选择的这些生药是这个部落普遍使

用的
。

卡尼部落使用很多种植物进行各种治

疗
,

其中许多是保密的
。

只有那些能收集和

经他们检查的植物才能被记录下来
。

而且还

有 许多部落的首领不顾意波露他们的奥妙知

识
,

特别是那些多顾虑的首领
,

他们的信条

是一旦浊露药物的功效就等于失去了它
。

古老的
“
卡拉卡本集

” 的教导对每个学

习草药学者是一种启示
。

生命这门科学是永

无止境的
。

因此每当钻研和涉猎知识时应具

有谦虚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

整个世界是 由智

慧和愚蠢组成的
。

知识有益于健康
、

长寿
、

声誉和美德
,

可以即使它的来源是生疏的
,

也应该认真地接受
、

吸收和利用
。

作者确信更 多的维持生命可必需的药物

能从这些森林的资源中揭露出来而造福于人

类
。

续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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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参生药学研究 一氨基酸和糖类成分

田 该典等 日本
,

大阪大学药学系

生药太子参
,

具有滋补强壮
、

补气的功

效
。

在中国多用于食欲不振
、

神经衰弱
、

小

儿病后的体力恢复
。

以前虽报道 太 子 参 主

含糖类
。

但其成分不清楚
。

此外
,

因太子参

功能与疗效近似于人参
,

本草记载也有两者

混乱现象
,

虽认为原植物是石竹科 的 异 叶

假繁缕

但尚缺生药学的研究
。

因此
,

这次研究了太子参中氨基酸和游

离糖
。

在得到特殊氨基酸的同时还测定了糖

的组成
。

并将太子参原植物异叶假繁缕与亲

缘植物进行 了比较
。

实验的结果如下
。

实验材料及方法
。

实验材料

药材太子参有三个不同的来源
。

来源于中国北京  香港

中国四川的成都  

人参用 年 月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

研究所 北京 的栽培品和  年 月长野

县产的
。

以下作为 比较植物
。

各地采来后
,

栽培

在本学部附属药用植 物 园
。

年 月 采

收
。

异叶假繁缕

 年 月
,

采 集 于 长



野县木曾郡
。

异花假 繁 缕 五

年 月
,

采集于山梨县北巨摩郡
。

巴娜假繁缕
。

年 月
,

采集于长野县木曾郡
。

单种繁缕
“ “

年 月
,

采集于长野县小县郡
。

氛基酸 的分析

将游离氨基酸的测定试料置干燥器中充

分干燥
。

粉碎后
,

取生药试料粉末
,

加水

植物体试料粉末
,

加水
,

于

℃提取 分钟后
,

离心分离
弓

分钟
,

上清液加水至
。

总氨基酸的测定
。

取试料 粉 末
,

加 的
,

℃加热水解 小时
。

减压浓缩过滤
,

滤液加水至
。

测定
,

用  一 氨基酸自 动 分

析计
。

法
,

按常法定量
。

、

游离糖的提取

太子参 粉末
,

加水
,

提取 分钟
,

离心分离
,

减压浓缩上清液
,

得浸膏
。

植物体中糖的定 量
,

试 料粉末
,

加水
,

℃提取 分钟
,

离心

分离除去残渣
。

。

游 离糖的 尸 的分离

用东洋 号层析滤纸
。

展开 溶 媒
。

一 一
, , 。

用

苯胺一 邻苯二甲酸试剂显色
。

游离糖 的分析

一 仪是用  一
,

。,

加速 电压
。

硅酸盐发射

体
。

室温下测定
。

一 是 用 工 一
,

用 一 涂布在
 

一 目 担体上
。

玻璃柱
,

柱温 ℃
。

检测器 工
,

载体
,

离子室温 度 ℃
。

加 速 电

压
。

二搪类按常法将糖 化后
,

用

按面积法定量
。

仪器
,

用岛津
一

一
来 测 定

。

以 一30 涂在

C h ro m o so rb W (6 0一50目) 担体上
。

玻

璃柱 ( 3 m m 火
l m )

,

柱温
: 220 ℃

。

检测器

F ID ,

载体流速
: N : (4 Om l/ m i

n )
。

结 果

1
。

太子参游离型氛基酸

太子参 工
、

正
、

111 及中国人参热水提取

物
,

测得各自的氨基酸
。

太子参游离氨基酸

中以L ( + ) 精氨酸
、

L (
+

) 天门冬氨酸
、

谷氨酸含 量 为 高
。

中性氨基 酸 的 含 量 极

低
。

主要构成氨基酸的 L ( 十 ) 精氨酸含 量

为35一52协m
o l / g

,

占总游离氨基酸 的 3 0~

40 %
。

另外
,

还检出在L (+ )天门冬氨酸前 溶

出的 2 种未知成分
。

遇茹三酮均 呈 阳 性反

应
。

分别称为未知物一 1
,

未知物一 2
。

人参与太子参氨基酸含量比较表明
:
人

参中总游离氨基酸组成类 似 于 太 子 参
。

L

(
+

)天门冬氨基酸含量较低
,

L (
+

) 丝氨 酸

含量高
。

2

。

关于太子参的总氛基酸

太子参 I
、

五
、

111 及中国
、

日本产的人

参在 6N H C I
,

i 0 0 0C 水解24小时后
,

测定其

总氨基酸的组成
。

太子参和人参的总氨基酸相似
,

其氨基

酸的主成分为L (+ )精氨酸
,

含量分别 为
:

太子参13‘20%
,

人参28一32 %
。

另外
,

太子参
、

人参都检出茹三酮反应

阳性物质未知物二皿
、

,

含 量 分 别 为1. 3~

1
.
5 %

,
0

.

石~ 1. 0 %
。

未知物一 2
,

人 参 中

未检出
。

3

、

太子参游离铃的检测

太子参的热水提取物
,

用P P C 分离时
,

在R F值0
.
5及0

.4处
,

检出了由糖质产 生 的

两个斑点
。

分别称S一 1
,

s 一 2
。

S 一 1 的乙醇重结晶物是无色柱晶
,

熔

点169 一17 0℃
。

以同样方法
,

S
一 2 得到 的是

一 37 一



自色粉策
,

熔点100 ℃
。

两者用F D 一M S 仪

分析
,

‘

分子量均为34 2
,

证明它们是 二 糖
。

将S
一 1 加三氟醋酸

,

加水分解后
,

三甲

基硅烷化
,

用G L C 分析
。

结果证明构成二糖

的是果糖和葡萄糖
。

从熔点分析结构
,

推测

S 一 1 是蔗糖
。

用 G C一M S分析
,

取 标 准 品

的蔗糖和保留时间作对照
,

碎片 峰 完 全 一

致
。

确定S一 1为蔗糖
。

‘

S
一 2 加N

aB H 4还原
,

放 入T F A
,

加 水

分解
,

乙硫醇和硫代乙酞化
,

进一步 T M S 化
。

用 G L C 分析
。

检出当量的山梨醇和葡萄糖
。

因此
,

考虑S
一 2 仅是 由葡萄糖组成的二糖

。

为了明确其结合位置
,

将S
一 2 用箱守法完全

甲基化
。

放入 T F A
,

加水分解后
,

硫代 乙酞

化
,

进一步T M S 化
。

用 G L C 分析
。

其结果
,

检

出2
,

3
,
6 一三甲基葡萄糖及2

,
3

,
4

,
6 一 四甲基

葡萄糖二 乙缩二硫醛
。

根据以上分析
,

证明 S
二 2 葡 萄糖 以 1

、 4 位相连
。

为了研究它的构型
,

把 S 一 2
,

a 一结合体麦芽糖及卜结台体纤维二 糖
,

分

别 T M S化
,

用 G L C 比较分析
。

S
一 2 与麦芽

糖相同
。

综上分析
,

确定S一 2 为麦 芽 糖
。

4

.

关 于太子参及亲缘植物的游 离氛基

西免

把异叶假繁缕
、

巴娜假繁缕
、

异 花 假 繁

缕
、

单种繁缕 (日本变种 ) 的根千燥后
,

、

热

水提取
,

测定各种的游离氨基酸的组成
。

异叶假繁缕
、

巴娜假繁缕中氨基酸的组

成以L ( + )精氨酸
、

L (
+

) 天门冬氨 酸
、

谷

氨酸含量高
。

中性氨基酸含量低
。

具有类似

太子参的特性
。

在异花假繁 缕 中
,

一

也是 L

(
一

卜
)精氨酸为氨基酸的主成分

。

中性氨基酸

含量也较低
。

但 L ( + )精氨酸含量低 于14
.
9

林m ol / g
。

L (
」
一

) 天门冬氨酸未检 出
。

这和前

二者及太子参是不同的
。

在单种繁缕中
,

氨基酸的主成分是丝氨

酸
,

其含量为73
.
5协m ol / g

,

约占总游 离 氨

基酸的60 %
。

精氨酸含量也较低
。

从 以上氨

基酸的分析类型来看
,

这次分析的太子参及

假繁缕属植物在各种氨基酸含量上有很大差

异
。

5

.

关 于太 子参及亲缘植物的游 离糖

各种游离糖的 G L C 含量测定结果
:
异

叶假繁缕(太子参原植物 )
、

巴娜假繁缕和太

子参相同
,

两者含有蔗糖和麦芽 糖
。

在异花

假繁缕和单种繁缕中未检出麦芽糖
。

讨 论

已经明确太子参煎剂中含有特异的游离

氨基酸类型
,

其主成分是L (+ )精氨酸
。

虽然太子参能用于小儿病后的恢复
,

食

欲不振
,

滋补强壮等
。

但并不能满足人体把

L ( 十 )精氨酸
、

谷氨酸分解生成 N 一 乙 酞 谷

氨酸一
r
一半缩醛的需要

,

不足的必须从食物

中补充
。

特另lJ是当蛋 白质消耗增大时
,

氨基

酸中的氮产氨亦增大
,

为 了解毒
,

尿素循环活

动加快
,

L (
十 )精氨酸的需要量也增 大

。

此

外
,

L (
+

) 精氨酸作为盐基氨基酸
,

对蛋 白

质的三叛酸循环起着重要作用
。

与此同时
,

作

为聚胺
、

肌酸的前体
,

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
。

据推测
,

服太子参煎剂
,

L (
+

) 精氨 酸

的摄入量还不到从食物摄入的10 %
。

因此
,

说太子参的药效是L (+ )精氨 酸 的 直 接 结

果
,

是欠妥当的
。

可以认为在病后等消化功

能差的时候
,

太子参的游离L ( + )精氨酸可

能有某些作用
。

太子参煎剂中糖的主要成分是蔗糖和麦

芽糖
。

根据这个结果
,

能够确定商品太子参

的原植物是异叶假繁缕
。

二糖类的含量是随季节变动的
。

从一定

的时间采 收样品含量分析来看
,

其含量构成

比是相当稳定的
。

因此
,

根据氨基酸
、

糖等

的分析结果和组成
,

可用于亲缘植物间的比

较
。

〔《生药学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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