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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反应 中可以看到
,

幽醇 中 1 9
一

经基的引人

是化合物 ( 1) 合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步骤
。

通过研究
,

我们在化合物 (3 ) 中直接引进 1 9
一

经基
,

从化合物 (3 )

出发直接一步合成得到了化合物 ( 5 )
。

1 实验部分

1
.

1 试剂与仪器

合成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试剂
,

化合物 (2 )根据

文献 [ lj 所列方法制备
。

溶剂按常规方法进行处理
,

干

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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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H )z 核磁共振仪
,

C l芜1
3

为溶剂
,

T M S 作内标
;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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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显微熔点测定仪
,

温度计未经校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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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参考文献 [ 3
,

4」的方法
,

我们使化合物 ( 3) 在类似

的条件下反应 7 h
,

然后得到 的产物 (4 )没有分离就

直接采用锌粉及醋酸进行水解 4 h ( 40 ~ 45
`

C )
,

此时

得到 52 % 的化合物 ( 5) 和 13 % 的化合物 ( 4) 与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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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混合

物在 T L C 上表现为一个点 (石油醚
:

丙酮 一 不同比

例 )
。

采用这一方法生成的环氧化物不用分离
,

缩短了

反应周期
,

并减少了中间过程的物料损耗
,

进一步提

高了反应产率
。

从化合物 (5 )的红外吸收光谱来看
,

3 46 5 c m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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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3 5 e m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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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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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拨基 的吸收峰
。

从 8 00
。 m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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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键

。

从
`
H

N M R 谱图数据来看
,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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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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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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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与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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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它们 的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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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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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置分别 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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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 1 和 己 3
.

6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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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2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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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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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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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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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巧用胜过抗生素

日本高知 医科大 学用病毒治 疗金黄 色葡萄球菌 ( M R S A ) 感染病获得成功
,

这将对探索此类感染病 的 有效

疗法 大有帮助
。

这一新方 法利 用的是一 种可 以杀死细 菌的噬菌体病毒
。

研究人 员让一组老鼠感染 M R S A
,

但 不 注入噬 菌

体
,

24 h 后发现近 90 % 的老鼠死亡
。

让另一组感染 M R S A 的老鼠在 hl 内注入噬菌体
,

这组老 鼠则 全部平安无

事
。

老 鼠摄入噬菌体后
,

噬菌体随着血流动
,

在全身各个部位发挥作 用
。

直接注射噬菌体和混入食饵吞下的效

果一样
,

且噬菌体注入过量也无任何副作 用
。

在感染病治疗过程 中
,

经常遇到 M R S A 等耐药性细 菌
,

即便使用新型 抗 生素
,

耐药性 细菌也可能会很快适

应
。

利 用噬菌体病毒攻击耐药性细 菌
,

最终可能成为最强有力的 治 疗感染病 的手段
。

据《科学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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