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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茂多糖含量侧定 的 方 法 学研究

口李孝栋 陈景山 陈 峰 张小如

福建中医学院药学系药剂教研室 福州

摘 要 本文采用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 定黄茂中多糖的含量
,

通过对多糖部位的水溶部分
、

水不溶

部分及两部分混合物的 多糖含量测 定
,

表明水溶部分与水不溶部分总 多糖的含量和 两部分混合物的

多糖含量接近
,

结合 多糖特性和 反应 的 阳性现象
,

提 出用沸水代替冷水对黄茂多糖有效部位

萃提的方法更具准确性
。

本研究结果证明苯酚一硫酸法也可用 于刚定水不溶多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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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蔑 是 豆科 植 物蒙古 黄 茂或膜 荚黄 蔑 的干 燥

根
,

主要含水溶性黄茂多糖和 由葡萄糖与阿拉伯糖

形成 的水不溶多聚糖
,

药理研究表 明黄蔑多糖作为

一种免疫抑制剂
,

具有保护急性心肌缺血
,

对抗心率

失常
,

改善微循环 的作用
一 。

根据多糖多不溶于冷水 而溶于热水 的性质
,

本

文对黄蔑多糖含量测 定 常用 的苯酚 一硫酸法方法 学

进行研究
。

二
、

方法与结果

一
、

材 料

黄蔑饮片购 自福建中医学 院国医堂
,

经 中药鉴

定室车苏容老师鉴定
,

符合国家药典 的规定
。

型 紫外分光光度计 上海精密科技有 限公 司
,

型旋转蒸发仪 上海亚荣仪器有 限公司
,

型小型减压干燥器 郑州长城科工贸有 限公 司
,

一 型低速 台式离心机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

一蔡酚
、

苯酚和浓硫酸均为分析纯
,

试剂配制按照药

典规定操作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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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博士
,

笠盖鱼丝丝握巫当全盔
称取黄茂切片

,

用水浸泡
, , ,

倍

量 的水煎煮 次
,

每次
,

合并提取液
,

浓缩至
,

冷至室温
,

静置
,

过滤
,

固体物干燥得 , ,

滤液配成 的 乙 醇溶液
,

冷 藏
,

过 滤
,

固体物

干燥得
,

将 和 均匀混合
,

即得黄茂多糖总样
。

黄茂多糖的测定

标准曲线的绘制
。

精密称取葡萄糖对照 品
,

置于 容量

瓶内
,

加人蒸馏水溶解并定容至刻度
。

用移液管精密

吸取
, , , , ,

溶液分别置于具塞

刻度试管 中
,

蒸馏水补充至
,

加人 的苯酚溶液
,

再用 酸 式 滴 定 管 滴 加 浓 硫 酸
,

振 摇
,

沸水水浴加热 一
,

取出
,

冷水冷却
。

以

空 白为参 比
,

用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在波长

处测吸光度
。

以糖浓度为横坐标
,

吸光度为纵坐标绘

制标准 曲线如下
一

从事中药新剂型和质量标准的研究
, 一 ,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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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
,

葡萄糖在 浓度范 围内

呈 良好线性关系
。

黄茂多糖的含量测 定
。

①黄蔑多糖总样水溶部分多糖的含量测定
。

精密称取黄 茂多糖总样
,

加 蒸馏水使

充分溶解
,

离心
,

将上清液移 人 容量 瓶 内
,

蒸

馏水定容至刻度
。

再精密吸取溶液 置于具塞刻

度试管中
,

定容到
,

加人 苯酚溶液
,

浓硫

酸
,

振摇
,

沸水水浴加热
,

取 出
,

冷水

冷却
,

以 空 白为参 比
,

在 紫外 可 见波 长

处测 吸光度
,

由标准 曲线方程计算 出多糖的含量
。

每

份样 品平行测定 次
。

②黄茂多糖总样水不溶部分多糖的含量测定
。

将 ①项下离心得 到的下层 固体物用蒸馏水全部

洗人一干净烧杯
,

加热使溶解
,

移人 容量瓶

内
, “

蒸馏水定容至刻度
”

起操作步骤 同 ①项下 内容
。

③黄茂多糖总样 的多糖含量测定
。

精密称取黄茂多糖总样
,

加人 蒸馏

水
,

加热使溶解
,

移人 容量瓶 内
, “

蒸馏水定容

至刻度
”

起操作步骤同 ①项下 内容
。

测定数据见表
。

从表 可见
,

黄茂多糖总样水溶部分与水不溶

部分相加得的多糖含量与黄蔑多糖总样测得 的多糖

含量数值一致
。

黄茂多糖的 鉴别反应

鉴别反应的一般操作
。

取样 品提取 液
,

加人 一蔡 酚
,

摇 匀后 沿

试管壁缓缓加人浓硫酸
。

若在两液面间有紫色光 环

产生
,

表 明样 品含有单糖
、

多糖或者昔类
。

因本实验

所得为按照 多糖的制备工艺得到 的多糖总样
,

故不

存在单糖和昔类
。

黄茂多糖总样水溶部分的 反应
。

精密称取多糖总样
,

加 蒸馏水使充

分溶解
,

离心
,

吸取上 清液 耐
,

移 人具塞 刻度试管

中
,

加人数滴 一蔡酚
,

出现 白色絮状物形成
。

摇匀

后沿试管壁缓缓加人 一 耐 的浓硫酸
,

出现分层
,

在

两液面间有紫红色光环产生
,

表 明多糖总样水溶部

分含有多糖成分
。

黄茂多糖总样水不溶部分的 反应
。

将 项 下离心得 到 的下层 固体物用 蒸

馏水直接加入玻璃离 心管中
,

加热使充 分溶解
,

吸取

溶液于具塞刻度试管 内
,

加 人数滴 。一 蔡 酚
,

出现 白色絮状物形成
。

摇匀后沿试管壁缓缓加人

的浓硫酸
,

出现分层
,

在 分层处有 以 黄绿色 和 紫

红色相叠且黄绿色 占多数的光环产生
,

表 明 多糖 总

样水不溶部分也含有多糖
。

黄茂多糖总样的薄层层析
。

取黄茂多糖 总样配成 的水溶液
,

以 一 葡萄

糖为对照 品
,

以 正丁醇 一 冰醋酸 一 水 的上层液

为展开剂展开
,

直接 以 硫酸 乙 醇溶液为 显色剂

显色
,

结果 黄蔑多糖总样 的 值 比对照品的大
,

而

在对照品相对应 的地方不存在斑点
。

三
、

讨 论

据文献 ”刃
,

目前黄蔑 多糖的测定都是在 常温下

蒸馏水溶解样 品
,

即测定植物体内的可溶性糖 主要

是指能溶于水及 乙 醇 的单糖和寡聚糖
,

因而不溶于

水的多糖可能被忽略或产生误差
。

从上述实验结果

可 知
,

改为沸水提取可将只溶于热水的多糖也包括

进去
,

使测定值更准确
。

苯酚一硫酸法测定可溶性糖的原理是 糖在浓硫

酸作用下
,

脱水生成 的糠醛或经 甲基糠醛能与苯 酚

缩合成一种橙红色化合物
,

在 一 范围内其颜

色深浅与糖的含量成正 比
,

且在 波长下有最

大吸收峰
,

故可用 比色法在此波长下测定
。

苯酚一硫

酸法主要用 于 甲基化 的糖
、

戊糖和多聚糖的测定
,

方

法简单
,

试剂便宜
,

灵敏 度高
,

实验 时基本不受蛋 白

质存在 的影响
,

且产生 的颜色可稳定 以上
。

薄层层析实验证实黄茂多糖总样 中不存在葡萄

糖
,

因此表明该研究方法是可行的
。

本研究结果证明苯酚一硫酸法也可用于测定水不

表 多糖总样不同部分多糖的含 测定结果

多糖部分 含量

水溶部分

水不溶部分

黄茂多糖总样

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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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多糖
,

其原理可能与操作过程 中浓硫酸加人时的放

热和水浴加热反应有关
,

因为通过高温 的条件
,

水不

溶多糖碳链断裂
,

从而转化为碳数少的可溶性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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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科学家利用纳米训氏牟立摧股癌户田胞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新的摧毁癌细胞方

法
。

该方法能够通过注射含有细微颗粒的化疗药物
,

达到只攻击患病

癌细胞而对健康细胞没有任何损害的效果
。

研究成果刊登于《美国国

家科学院学报 》网络版
。

研究人员首先对实验室倍养皿中生长的细胞进行试验
,

然后对

携带人类前列腺肿瘤的小鼠进行研究
。

科学家发现
,

所有接受治疗小

鼠的肿穆都明显缩小并可以继续存活下来
,

而未经过治疗的对照组

小鼠则死亡
。

哈佛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奥梅德 福科斯德博士指出
,

向七只接

受治疗的小鼠一次性注射纳米微粒
,

有五只完全根治了肿瘤
,

其余小

鼠与对照组相比肿瘤也明显减少
。

尽管已经知道这项新治疗体系中的所有部分都是安全的
,

科学

家还是要进一步证明它在人体中应用的安全性
。

合后的试验将扩展

到大型动物
,

最后进行人体试验
。

一些报告认为
,

由于纳米微粒体积

非常微小
,

它戴许能对细胞造成伤害并威胁人类健康
,

有些专家也主

张在大规模应用纳米微粒之前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

这项研究显示
,

科学家将微小海绵状纳米微粒与多烯紫杉醇结

合
,

使微粒在细胞内部流体中溶解
,

根据需要戴快或慢地释放药物
。

为了确保作用于正确的肿瘤细胞
,

要应用称为适合体的靶分子戴者

某些特定的遗传物质对纳米粒子进行包装修饰
。

这些适合体特异性

的识别肿瘤细胞表面特有的一些分子
,

而对于正常细胞并不识别
。
因

为纳米粒子非常小
,

当它们到达细胞表面时可以被存活细胞快速的

吞噬
,

因此研究司蛆便选用了纳米粒引乍为运送药物的载体
。

文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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