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讨论

311 　九牛造根中总鞣质含量测定时 ,样品制备以

超声提取方法优于加热回流方法 ,原因可能是其所

含的鞣质在加热情况下发生水解或其它变化所致 ,

加热会损失部分鞣质。不同溶剂提取方法中以

70%乙醇超声提取较好 ,鞣质提取率高 ,其次为水和

丙酮 ,这些结果将为九牛造中鞣质的提取提供参考

依据和方法。

312 　对九牛造根不同部位总鞣质含量分析结果显

示 ,皮部含量明显高于木质部含量 ,提示九牛造在以

鞣质作为主要成分应用时 ,应分取皮部作为药材入

药部位更为合理。

313 　HPLC法测定九牛造中没食子酸含量方法重

现性好 ,样品干扰小 ,可作为九牛造药材含量测定用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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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材石榴籽超临界 CO2萃取成分的 GC 2MS分析

魏立新 ,杜玉枝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藏药现代化研究中心 ,青海西宁 810008)

　　摘要 　目的 :用新方法提取藏药材石榴籽油 ,并对其进行化学成分分析 ,为石榴籽的药理研究和应用提供实验

依据。方法 :采用超临界 CO2 萃取方法提取石榴籽的可溶性成分 ,并用气相色谱 2质谱联用法对提取部位进行化学

成分分析 ,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组分的相对含量。结果 :共分离鉴定了 10种化合物 ,主要成分含量为亚油酸

4010%、油酸 2217%、棕榈酸 1715%、硬脂酸 910%及共轭亚油酸 517%。结论 :藏药材石榴籽的主要化学成分为亚

油酸和油酸 ,两者含量共占全部提取物的 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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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榴籽为安石榴科植物安石榴 Punica grana tum

L1的干燥种子 ,作为常用的藏药材被收载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 ·藏药 》(第一册 ) ,主

治培根寒症 ,胃寒症及一切胃病〔1〕。藏药名称为

“赛珠 ”,在著名的经典藏医学著作《四部医典 》和经

典藏药学著作《晶珠本草 》中均有详尽记载 ,是藏医

(中医用石榴皮 )最常用的驱寒、提升胃火的药材。

“石榴籽是消除一切寒病之君王 ,多数寒证是因胃

火衰弱而引起。提升胃火石榴籽的效果最佳 ,其他

药无法与其相比 ,故称为君王方 ”〔2〕。在这些君王

方中 ,以“石榴 ”命名的有 30种以上。上述部颁标

准收载的 200种常用藏药制剂中 ,含石榴籽的有 45

1041中 药 材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alMaterials　　第 30卷第 11期 2007年 11月



种 ,且其中有 31种主治胃病。

在石榴产地 ,把石榴籽作为农副产品进行开发

利用的同时 ,石榴籽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也

越来越受到重视〔3〕。在石榴籽作为农副产品时的

化学成分研究中 ,其脂溶性部位的主要获得方式有

有机溶剂 (如石油醚、苯、丙酮、正己烷、乙醇、甲醇

等 )提取〔4～6〕、微波提取〔7〕和水蒸汽蒸馏提取〔8〕等

方法 ,但是作为常用藏药的石榴籽 ,其化学成分的研

究却几乎是空白。我们在研究藏医药丸剂、散剂和

汤剂三大剂型时发现 ,石榴籽在汤剂和丸剂中很少

被使用 ,但却作为驱寒散剂的“君王方 ”被大量使

用。因此考虑 ,石榴籽的有效化学成分很有可能存

在于脂溶性部位 ,故利用较为先进的超临界 CO2 萃

取方法进行提取 ,并对提取物成分进行 GC2MS分

析。

1 　材料与方法

111 　试验材料 　石榴籽药材由东格尔药业有限公

司提供 ,并经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杜玉

枝执业药师鉴定为安石榴 P1 grana tum L1的干燥成

熟种子。CO2 气体为食品级。所用试剂均为分析

纯。

112 　试验仪器 　SFE2CO2 装置 , Agilent 6890N型

色谱和 5973 型质谱联用仪 ( GC2MS) , 谱库为

N IST02L。

113 　SFE2CO2 萃取方法 　根据多次试验经验 ,萃

取工艺统一设定为 CO2 流量为 52 kg/h,分离釜 Ⅰ

温度为 52℃,压力 10 MPa,分离釜 Ⅱ温度为 37℃,

压力 518 MPa。萃取釜每次装 8 kg左右原料药粉 ,

先对萃取釜、分离釜进行预热 ,贮罐进行冷却 ,达到

预定温度时 ,打开 CO2 气瓶送气 ,并打开高压泵生

压 ,达到预定压力时 ,开始循环萃取 ,调节 CO2 流

量 ,恒温恒压萃取预定时间后从分离釜收集萃取液 ,

备用。

114 　GC2MS分离鉴定 　色谱条件 :美国 J&W 1HP5

弹性石墨毛细管柱 ;载气为 991999%高纯氮 ; GC汽

化室温度 250℃;分流进样 ,分流比为 1∶1,进样量为

1μl;柱升温程序以 4℃ /m in的速度由 80℃程序升

温至 290℃,恒温 30 m in。用面积归一化法定量。

质谱条件 :MSD离子源为 E I源 ,离子源温度 230℃,

电力能量 70 eV;质量扫描范围 40～400 amu。

2 　结果

对按上述 SFE2CO2 条件萃取的石榴籽提取物 ,

按上述 GC2MS条件进行分析。对每个色谱峰的化

合物给出特定的 MS峰 ,经计算机贮存信号检索及

对色谱图进行解析确定化合物。共鉴定出 10种结

构明确的成分 ,同时用峰面积归一化法测定各成分

的相对百分含量 (见表 1)。结果显示 ,石榴籽 SFE2
CO2 提取物的主要成分依次为亚油酸 4010%、油酸

2217%、棕榈酸 1715%、硬脂酸 910%和共轭亚油酸

418%。其中 ,饱和脂肪酸与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为

0142。
　表 1 　石榴籽 SFE2CO2 萃取物的化学成分

序号
保留
时间
(m in)

化合物名称 分子式 分子量
相对
含量
( % )

1 271969 棕榈酸 (十六碳酸 )
Hexadecanoic acid

C16 H32O2 256 1715

2 301355 十七碳酸
Hep tadacanoic acid

C17 H34O2 270 015

3 311949 亚油酸
9, 122Octadecadienoic acid

C18 H32O2 280 4010

4 321093 油酸
92Octadecadienoic acid

C18 H34O2 282 2217

5 321189 十八碳烯 2112酸
112Octadecanoic acid

C19 H34O2 282 113

6 321670 硬脂酸 (十八碳酸 )
Octadecanoic acid

C18 H36O2 284 910

7 341048 共轭亚油酸
9, 112Octadecadienoic acid

C18 H32O2 280 418

8 361450 二十碳烯 2112酸
112Eicosenoic acid

C20 H38O2 310 119

9 371011 二十碳酸 (花生酸 )
Eicosenoic acid

C20 H40O2 312 118

10 411031 二十二碳酸
Docosanoic acid

C22 H44O2 340 017

3 　讨论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 ,石榴籽 SFE2CO2 萃取成分

主要是亚油酸和油酸 ,两者共占提取物的 6217% ;

从总体比例来看 , 不饱和脂肪酸占总提取物的

70%。本实验从超临界 CO2 萃取的方法角度 ,为石

榴籽的化学成分研究提供了新的实验数据。

实验方法与实验材料是影响实验结果的两大重

要因素 ,实验数据的比较及采用都应该充分考虑这

两个前提条件。我们对此前的关于石榴籽研究的论

文进行了总结 ,发现各自的化学成分差别很大。如

李志西等〔9～12〕和陈业高等〔4〕的文章中 ,石榴籽油的

脂肪酸成分主要是石榴酸 (十八碳三烯酸 ) ,并且其

相对含量在 81162% ～86101%之间。而赵云荣

等〔9〕的实验结果中 ,两种提取方法石榴酸的相对含

量是 1156%和 4191%。王如峰等〔8〕与本文的实验

结果中均未见石榴酸的存在。李志西等的文章中 ,

主要的提取方法是先用石油醚粗提粉碎的石榴籽样

品 ,得石榴种子油 ,再用苯 /石油醚 ( 1∶1)萃取 ,甲酯

化后取上清液进行色谱分析。陈业高等采用的方法

与李志西等的类似 ,也是用石油醚冷浸三次 ,得石榴

种子粗油 ,再用乙醚 /正己烷 ( 2∶1)萃取 ,甲酯化后

取上清液进行 GC2MS分析 ,因此他们所得到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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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相似。王如峰等采用的是水蒸汽蒸馏法 ,挥发

油得率仅为 01026% ,且没有检测到石榴酸的存在。

本实验所采用的超临界 CO2 萃取方法是公认的油

脂类物质提取较为完全的方法 ,出油率为 9126% ,

也未检测到石榴酸的存在。赵云荣等〔6〕使用的方

法虽然与陈业高等采用的方法相同 ,但石榴酸相对

含量分别为 1156%和 81162% ,差别之大出乎意料。

实验材料的品种、产地、成熟度、贮存时间等的不同

很可能是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国外 Melgare2
jo〔13〕和 Fadavi〔14〕对石榴种子油的研究文章以及 E2
phraim等〔15〕对石榴应用的综述性文章也表明 ,石榴

籽的化学成分随不同的品种、产地等有较大的变化。

因此 ,在石榴籽作为药材使用时 ,应该充分考虑其质

量控制的条件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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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芦对大鼠肝细胞 CYP3A1酶活性
及其 m RNA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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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研究漏芦对大鼠肝细胞细胞色素 P4503A1 (CYP3A1)酶活性及其 mRNA表达水平的影响。方法 :

以大鼠原代肝细胞为研究对象 ,漏芦实验组分别加入不同浓度 (1516, 3112, 6214 mg/m l)药物处理 48 h,用红霉素

N2脱甲基酶 ( erythromycin N2demethylase, ERD)活性反映 CYP3A1酶活性 ;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RT2PCR )测

定药物作用前后酶基因 mRNA表达的相对水平变化。结果 :漏芦作用后 , CYP3A1酶活性及相应 mRNA的表达呈

浓度依赖性抑制。药物在 1516, 3112, 6214 mg/m l浓度下对 CYP3A1酶活性的抑制率分别为 2614% , 4412% ,

6514% ;对 CYP3A1 mRNA表达水平的抑制率分别为 2914% , 4918% , 5610%。结论 :漏芦浓度依赖性抑制 CYP3A1

酶活性 ,在转录水平下调大鼠肝细胞 CYP3A1的表达。

关键词 　细胞色素 P4503A1;酶活性 ; RT2PCR;漏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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