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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漆大姑植物中分离出一主要成分 , 经 M S, NM R, IR, UV , TLC等鉴定为没食子酸 , 以没食子酸为对

照品 , 建立漆大姑药材的薄层色谱鉴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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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activ e component w as isolated f rom Glochidion eriocarpum Champ. Its structure w as

identified as gallic acid by M S, NM R, IR, UV , TLC. The TLC analy tical method of G.

eriocarpum Champ. was established using the gallic acid as a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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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大姑为大戟科植物毛果算盘子 (Glochidion

eriocarpum Champ. )的干燥地上部分 , 全年可采 ,具

有驱风利湿 , 散瘀 , 止血 , 消肿的功效 , 治急性胃肠

炎 , 痢疾 ,风湿关节痛 , 跌打损伤 ,创伤出血 , 漆疮 ,

湿疹 ,皮炎
[1 ]
。该植物在广西资源丰富分布广泛 , 《广

西中药材标准》
[ 2]
将其作为地方习用中药材品种收

载 , 其主治清热利湿 , 散瘀消肿 , 解毒止痒 ; 用于治

疗生漆过敏 , 水田皮炎 , 皮肤瘙痒 , 荨麻疹 , 湿疹 ,

剥脱性皮炎 ,跌打损伤。本文从漆大姑中分离鉴定出

主要成分之一——没食子酸 ,并将其做为指标性成分

进行漆大姑药材的薄层色谱鉴别 ,以增强该药材质量

标准鉴别的选择性与专属性。

1　仪器与试药

日本岛津 IR-470型红外分光光度计 ; 美国 PE

Lambda 12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 美国 Varian EM-360

型核磁共振波谱仪 , 日本岛津 QP-5000型质谱仪。

实验用药材采自广西桂平县中和乡 ,经鉴定为漆

大姑 (Glochidion eriocarpum Champ. )。没食子酸对照

品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2　提取与分离

取漆大姑 (干燥 ) 10 kg ,水煮 2次 ,每次 2 h,过

滤 ,合并滤液 ,浓缩至相对密度为 1. 20～ 1. 28,加乙

醇至含醇量为 75% ,放置沉淀 ,取溶液回收乙醇 ,用

乙酸乙酯萃取数次 ,合并萃取液 ,回收乙酸乙酯 ,用氯

仿回流萃取物 ,收集氯仿液另作分析。 取经回流后的

瓶中剩余物用硅胶柱层析分离 ,以氯仿—甲醇 (甲醇

以 0% ～ 20%递增 )梯度洗脱 ,分部收集 ,用薄层色谱

检查 ,相同部分合并 ,收集第 60～ 87的流份 ,回收溶

剂 ,得一粗结晶 ,用氯仿 -甲醇重结晶得白色结晶。

3　鉴定

白色针状结晶 , mp 248℃～ 252℃ , 溶于水、 甲

醇、乙醇、丙酮 ,三氯化铁反应和溴酚蓝反应均阳性。

UV ( EtO H) nm: 215, 266; IR ( KBr) cm- 1: 3 495

( s, - O H) , 3 280 ( s, - OH) , 3 060、 2 655 ( w , 羧

酸缔合羟基 ) , 1 649 ( s, C= O) , 1 614 ( s)、 1 545

( m )、 1 452 ( m) (苯环 ) , 1 325 ( s, C-O) , 1 220

( s, C-O) , 866 ( m, 苯环氢 1, 3, 4, 5- 四取代 ) ;

NM R [ ( CD3 ) 2 CO ]δppm: 4. 33 ( br, 4H, - O H×

4) , 7. 18 ( s, 2H, Ar-2H) ; M S ( EI) m /e: 170 ( M+ ,

100) , 153 ( M -OH) , 135, 125( M-COOH) , 113,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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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79, 51, 45, 39。与没食子酸对照品进行薄层对

照 , Rf值一致。

以上各数据与没食子酸对照品和文献值 [ 3, 4]相

符 , 确定该结晶为没食子酸。

4　薄层色谱鉴别

取漆大姑药材 5 g , 碎成粗粉 , 加水 50 mL煮沸

30 min, 滤过 , 滤液用乙酸乙酯萃取 2次 , 每次 20

mL, 合并萃取液 , 回收溶剂 , 蒸干 , 残渣加 1 mL乙

醇使溶解 ,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没食子酸对照品用

乙醇制成每 1mL含 l mg的对照品溶液 ,照薄层色谱

法 [5 ]试验 , 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2μL分别点于同一

含羧甲基纤维素钠为粘合剂的硅胶 HF254薄层板上 ,

以氯仿 -乙酸乙酯 -甲醇 -甲酸 ( 5∶ 5∶ 1∶ 1)为展

开剂展开 , 取出晾干 , 置紫外光 ( 254 nm ) 下检视 ,

漆大姑药材供试品溶液色谱中 ,在与没食子酸对照品

色谱相应的位置上 ( Rf= 0. 45)显相同颜色的暗紫色

斑点 (图 1)。

图 1　漆大姑薄层色谱图
　 Fig . 1　 Thin lay er chr omatog ram of Glochidion eriocarpum
Champ.
1.漆大姑 Gloch idion eriocarpum Champ. ; 2.没食子酸对照品 Gallic
acid.

5　讨论

目前对漆大姑的化学成分研究文献报道的不多 ,

仅见含有酚类、鞣质类等成分的报道 [1 ]。在现行的漆

大姑药材质量标准中 ,因未做系统的成分研究 , 故鉴

别项目中除了显微鉴别外 ,仅有一理化检查 ,系酚性

成分的一般化学反应 ,而酚性成分在植物药材中广泛

存在 , 一般情况下此类鉴别意义不大 , 专属性不强。

本研究从漆大姑植物中分离鉴定出没食子酸。试验表

明没食子酸为漆大姑中主要成分之一 ,因此将其做为

药材中的指标性成分进行薄层鉴别 ,使药材的鉴别具

有较高的选择性与专属性 ,可在其质量标准之中增加

该薄层鉴别项目。在原药材质量标准中增加具有一定

特征性 ,并可控制药材质量的内容和指标 , 有利改进

质量标准 , 提高其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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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 2)中 kt-t的直线关系 ,可得其斜率 k =

0. 000 31 /s。式 ( 7)可写成: Dc = kr
2
p /c

2
,计算得到温

度为 50℃时 , 颗粒内的液相有效扩散系数 Dc = 1. 98

× 10- 12
m
2 /s。

4　结论

实验测定了柠檬酸溶液在不同温度下的吸附脱

色速度 , 经拟合得出 3个温度下的脱色动力学方程 ;

在实验温度范围内 , 温度越高 , 脱色效果越好 , 脱色

速度越快 ;用 Dunw ald-Wager公式的方法求解 ,得到

温度为 50℃时的颗粒内液相有效扩散系数为 1. 98×

10- 12
m
2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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