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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腺悬钩子黄酮类化学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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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藏药多腺悬钩子的黄酮类成分。方法　采用各种柱色谱技术对其成分进行分离纯化，根据理化性质和波谱分
析鉴定化合物的结构。结果　从中分离得到８个黄酮类化合物，经鉴定分别为：槲皮素（１），５，７，４′－三羟基双氢黄酮（２），木犀草
素（３），木犀草素－７－Ｏ－β－Ｄ－葡萄糖苷（４），５，７，３′－三羟基－８，４′，５′－三甲氧基黄酮（５），香叶木素－７－Ｏ－β－Ｄ－葡萄糖苷（６），槲皮素－３－Ｏ－

β－Ｄ－葡萄糖基－７－Ｏ －α－Ｌ－鼠李糖苷（７）和槲皮素３－Ｏ－β－Ｄ－葡萄糖苷（８）。结论　所有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多腺悬钩子；黄酮类成分；结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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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腺悬钩子Ｒｕｂｕｓ　ｐｈｏｅｎｉｃｏｌａｓｉｕｓ　Ｍａｘｉｍ．为蔷

薇科悬钩子属植物，多生 于 海 拔４００～３　３００ｍ的 林

下、山沟谷低及路旁，分布于我国的青海、甘肃、西藏

以及四川等地。多腺悬钩子，藏药名为堪扎嘎日，主

要用于治疗龙病、肺病、时行感冒及热病初起、恶寒发

烧、头及周身疼痛。其化学成分未见报道。为了更好

地开发和利用多腺悬钩子资源，我们对其化学成分进

行了系统 研 究，应 用 硅 胶、反 相 硅 胶、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
２０、ＭＣＩ、ＡＢ－８大孔 树 脂 等 色 谱 技 术，从 其 乙 醇 提 取

物分离得到了８个黄酮类化合物，通过波谱方法鉴定

了它们的结构。分 别 为：槲 皮 素（１），５，７，４′－三 羟 基

双氢黄酮（２），木犀草素（３），木 犀 草 素７－Ｏ－β－Ｄ－葡 萄

糖苷（４），５，７，３′－三羟基－８，４′，５′－三甲氧基黄酮（５），
香叶木 素－７－Ｏ－β－Ｄ－葡 萄 糖 苷（６），槲 皮 素３－Ｏ－β－Ｄ－葡

萄糖基－７－Ｏ－α－Ｌ－鼠李糖苷（７）和槲皮素３－Ｏ－β－Ｄ－葡萄

糖苷（８）。所 有 化 合 物 均 为 首 次 从 该 植 物 中 分 离 得

到。

１　仪器与材料

１．１　仪器　ＺＦ－１型三用紫外分析仪（上海宝山顾村

电光仪器厂）；ＸＴ－４型显微熔点仪（上海荆和分析仪

器有限公司）；ＥＩ－ＭＳ用 ＨＰ－１１００型质谱仪；ＥＳＩ－ＭＳ
用 Ｆｉｎｎｉａｎ　ＬＣＱ－ＤＥＣＡ 型 质 谱 仪；ＡＶＡＮＣＥ　ＡＶ
３００，ＡＶＡＮＣＥ　ＡＶ　４００和 ＡＶＡＮＣＥ　ＡＶ　５００核 磁

共振波谱仪（Ｂｒｕｋｅｒ）。

１．２　材料　实验用多腺悬钩子于２０１０年９月采自

青海省平安县青沙山，海拔２　８００米左 右，植 物 样 品

经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孙洪发研究员鉴

定，其标本保存于东南大学廖志新实验室。２００～３００
目柱色谱 用 硅 胶、ＴＬＣ硅 胶、ＧＦ２５４（青 岛 海 洋 化 工

厂）；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２０～１００μｍ，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ＡＢ－
８大 孔 树 脂（安 徽 三 星 树 脂 科 技 有 限 公 司）；ＭＣＩ
（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所 用 溶 剂 均 为

分析纯。

２　提取与分离

多腺悬 钩 子１０ｋｇ，切 碎 后 加 体 积 分 数９５％乙

醇，加热回流提取２次，合并提取液，减压回收乙醇，
加水混悬，依次用石油醚、乙酸乙酯萃取，得石油醚萃

取物１６４ｇ、乙酸乙酯萃取物５８ｇ、水相３８７ｇ。经正

相硅 胶 柱 层 析、反 相 硅 胶 柱 层 析、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凝胶柱层析及重结晶等方法，从水相中分离得到化合

物５（１５ｍｇ）、６（２５ｍｇ）、７（１３ｍｇ）、８（７０ｍｇ）；从 乙

酸乙酯 浸 膏 中 分 离 得 到 化 合 物１（１０２ｍｇ）、２（１０
ｍｇ）、３（２４ｍｇ）、４（１９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１　黄 色 粉 末（甲 醇），ｍｐ　３１０～３１２℃，

ＥＩ－ＭＳ（ｍ／ｚ）：３０３［Ｍ＋Ｈ］＋。１　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ＭＨｚ）δ：１２．５１（１Ｈ，ｓ，５－ＯＨ），１０．７９（１Ｈ，ｓ，７－
ＯＨ），９．６５（１Ｈ，ｓ，３－ＯＨ），９．４２（１Ｈ，ｓ，３′－ＯＨ），９．３８
（１Ｈ，ｓ，４′－ＯＨ），７．６９（１Ｈ，ｄ，Ｊ＝２．０Ｈｚ，Ｈ－２′），

７．５６（１Ｈ，ｄｄ，Ｊ＝８．７，２．０Ｈｚ，Ｈ－６′），６．９０（１Ｈ，ｄ，Ｊ
＝８．７Ｈｚ，Ｈ－５′），６．４２（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８），

６．２０（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６）；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

５００ＭＨｚ）δ：１４６．８０（Ｃ－２），１３５．７２（Ｃ－３），１７５．８４（Ｃ－
４），１５６．１６（Ｃ－５），９８．１９（Ｃ－６），１６３．８９（Ｃ－７），９３．３５
（Ｃ－８）１６０．７３（Ｃ－９），１０３．０２（Ｃ－１０），１２１．９８（Ｃ－１′），

１１５．０８（Ｃ－２′），１４５．０６（Ｃ－３′），１４７．７０（Ｃ－４′），１１５．６０
（Ｃ－５′），１１９．９９（Ｃ－６′）。上 述 数 据 与 文 献 数 据［１－２］一

致，故化合物１鉴定为槲皮素。
化合物２　淡 黄 色 粉 末（甲 醇），ｍｐ　１２７～１２８

℃，ＥＩ－ＭＳ（ｍ／ｚ）：２７３［Ｍ＋Ｈ］＋。１　Ｈ－ＮＭＲ（ＤＭＳＯ－
ｄ６，３００ＭＨｚ）δ：１２．１４（１Ｈ，ｓ，５－ＯＨ），１０．７５（１Ｈ，ｓ，

７－ＯＨ），９．５６（１Ｈ，ｓ，４′－ＯＨ），７．３２（２Ｈ，ｄ，Ｊ＝９Ｈｚ，

Ｈ－２′，Ｈ－６′），６．８０（２Ｈ，ｄ，Ｊ＝９ Ｈｚ，Ｈ－３′，Ｈ－５′），

５．８８（２Ｈ，ｄ，Ｊ＝１．２Ｈｚ，Ｈ－６，Ｈ－８），５．４６（１Ｈ，ｄｄ，Ｊ
＝１１．５，５．２Ｈｚ，Ｈ－２），２，７２（２Ｈ，ｍ，Ｊ＝２．４Ｈｚ，Ｈ－
３）；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３００ＭＨｚ）δ：７８．３７（Ｃ－２），

４１．９３（Ｃ－３），１９６．３４（Ｃ－４），１６３．４３（Ｃ－５），９４．９１（Ｃ－
６），１６６．５９（Ｃ－７），９５．７３（Ｃ－８），１６２．８９（Ｃ－９），１０１．８１
（Ｃ－１０），１２８．８１（Ｃ－１′），１２８．２７（Ｃ－６′，Ｃ－２′），１１５．１１
（Ｃ－５′，Ｃ－３′），１５７．６８（Ｃ－４′）。上 述 数 据 与 文 献 数

据［３－４］一致，故化合物２鉴定为５，７，４′－三羟基双氢黄

酮。
化合物３　黄 色 粉 末（甲 醇），ｍｐ　３３０～３３２℃，

ＥＩ－ＭＳ（ｍ／ｚ）：３０９［Ｍ＋Ｎａ］＋。１　Ｈ－ＮＭＲ（ＤＭＳＯ－
ｄ６，４００ＭＨｚ）δ：１２．９９（１Ｈ，ｓ，５－ＯＨ），１０．８５（１Ｈ，ｓ，

７－ＯＨ），９．９６（１Ｈ，ｓ，３′－ＯＨ），９．４３（１Ｈ，ｓ，４′－ＯＨ），

７．３９～７．４３（２Ｈ，ｍ，Ｈ－２′，Ｈ－６′），６．８４（１Ｈ，ｄ，Ｊ＝
８．４Ｈｚ，Ｈ－５′），６．６８（１Ｈ，ｓ，Ｈ－３），６．４２（１Ｈ，ｄ，Ｊ＝
２．４Ｈｚ，Ｈ－８），６．２０（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６）；１３Ｃ－
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５００ＭＨｚ）δ：１６４．６２（Ｃ－２），１０３．５１
（Ｃ－３），１８２．６５（Ｃ－４），１６１．８１（Ｃ－５），９９．６４（Ｃ－６），

１６４．７６（Ｃ－７），９４．２３（Ｃ－８），１５７．８４（Ｃ－９），１０４．６７
（Ｃ－１０），１２１．７１（Ｃ－１′），１１３．３１（Ｃ－２′），１４６．３２ （Ｃ－
３′），１５０．５６（Ｃ－４′），１１６．５６（Ｃ－５′），１１９．３８（Ｃ－６′）。
上述数据与文献数据［５］一致，故化合物３鉴定为木犀

草素。
化合物４　黄 色 粉 末（甲 醇），ｍｐ　２５６～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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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Ｉ－ＭＳ（ｍ／ｚ）：４４８［Ｍ＋Ｈ］＋。１Ｈ－ＮＭＲ
（ＤＭＳＯ－ｄ６，４００ＭＨｚ）δ：１２．９９（１Ｈ，ｓ，５－ＯＨ），

１０．０２（１Ｈ，ｓ，３′－ＯＨ），９．４４（１Ｈ，ｓ，４′－ＯＨ），７．４２～
７．４７（２Ｈ，ｍ，Ｈ－２′，Ｈ－６′），６．９０（１Ｈ，ｄ，Ｊ＝８．４Ｈｚ，

Ｈ－５′），６．７９（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８），６．７６（１Ｈ，ｓ，

Ｈ－３），６．４６（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６），５．０８（１Ｈ，ｄ，Ｊ
＝７．５Ｈｚ，Ｇｌｕ－Ｈ１）；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５００ＭＨｚ）

δ：１６５．１２（Ｃ－２），１０３．５１（Ｃ－３），１８２．６５（Ｃ－４），１６１．８１
（Ｃ－５），９９．６４ （Ｃ－６），１６３．４６ （Ｃ－７），９５．２３（Ｃ－８），

１５７．８４（Ｃ－９），１０６．６７（Ｃ－１０），１２１．７１（Ｃ－１′），１１３．６１
（Ｃ－２′），１４６．３２（Ｃ－３′），１５０．４３ （Ｃ－４′），１１６．５６（Ｃ－
５′），１１９．３８ （Ｃ－６′），１００．５２（Ｇｌｕ－Ｃ１），７３．８６（Ｇｌｕ－
Ｃ２），７７．０６（Ｇｌｕ－Ｃ３），７０．２４（Ｇｌｕ－Ｃ４），７７．８６（Ｇｌｕ－
Ｃ５），６１．３７（Ｇｌｕ－Ｃ６）。上 述 数 据 与 文 献 数 据［６－７］一

致，故化合物４鉴定为木犀草素７－Ｏ－β－Ｄ－葡萄糖苷。
化合物５　黄色针状 结 晶（甲 醇），ｍｐ　２４８～２５０

℃，ＥＩ－ＭＳ　ｍ／ｚ：３６１［Ｍ＋Ｈ］＋。１　Ｈ　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

３００ＭＨｚ）δ：１３．０７（１Ｈ，ｓ，５－ＯＨ），１０．５１（１Ｈ，ｓ，７－
ＯＨ），１０．０９（１Ｈ，ｓ，３′－ＯＨ），７．４５（１Ｈ，ｄ，Ｊ＝２．０
Ｈｚ，Ｈ－２′），７．１１（１Ｈ，ｄ，Ｊ＝２．０Ｈｚ，Ｈ－５′），６．９８
（１Ｈ，ｓ，Ｈ－３），６．５７（１Ｈ，ｓ，Ｈ－６），３．９３，３．８１，３．７３（各

３Ｈ，ｓ，８，４′，５′－ＯＣＨ３）；１３　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５００
ＭＨｚ）δ：１６３．１２（Ｃ－２），１０６．８１（Ｃ－３），１８２．６５（Ｃ－４），

１５６．８１（Ｃ－５），９９．６４（Ｃ－６），１５７．９２（Ｃ－７），１２７．６５
（Ｃ－８），１４９．５９（Ｃ－９），１０４．６７（Ｃ－１０），１２５．７１（Ｃ－１′），

１０３．３１（Ｃ－２′），１５０．６７（Ｃ－３′），１３９．７６（Ｃ－４′），１５３．５６
（Ｃ－５′），１０４．３８ （Ｃ－６′），６１．０８，６０．０３，５６．０５（３×
ＯＣＨ３，Ｃ－５′，Ｃ－４′，Ｃ－８）。上述数据与文献数据［８］基

本一致，故化合 物５鉴 定 为５，７，３′－三 羟 基－８，４′，５′－
三甲氧基黄酮。

化合物６　黄色针状 结 晶（甲 醇），ｍｐ　２４８～２５０
℃，ＥＩ－ＭＳ（ｍ／ｚ）：４８５［Ｍ＋Ｎａ］＋。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
ｄ６，３００ＭＨｚ）δ：１２．９６（１Ｈ，ｓ，５－ＯＨ），９．９６（１Ｈ，ｓ，

３′－ＯＨ），７．５６～７．５８（２Ｈ，ｍ，Ｈ－２′，Ｈ－６′），７．１１（１Ｈ，

ｄ，Ｊ＝２．０Ｈｚ，Ｈ－５′），６．９７（１Ｈ，ｓ，Ｈ－３），６．９４（１Ｈ，

ｄ，Ｊ＝８．９Ｈｚ，Ｈ－５′），６．７９（１Ｈ，ｄ，Ｊ＝２．１Ｈｚ，Ｈ－８），

６．４５（１Ｈ，ｄ，Ｊ＝２．１Ｈｚ，Ｈ－６），５．４５（１Ｈ，ｄ，Ｊ＝６．８
Ｈｚ，７－Ｏ－Ｇｌｕ，Ｈ－１）３．８９（３Ｈ，ｓ，４′－ＯＣＨ３）；１３　Ｃ－ＮＭＲ
（ＤＭＳＯ－ｄ６，５００ＭＨｚ）δ：１６４．１２（Ｃ－２），１０３．８１（Ｃ－
３），１８１．６５ （Ｃ－４），１６１．３１ （Ｃ－５），９９．６４ （Ｃ－６），

１６３．３６（Ｃ－７），９４．６５（Ｃ－８），１５７．１９（Ｃ－９），１０４．６７（Ｃ－
１０），１２３．７１（Ｃ－１′），１１２．２１（Ｃ－２′），１５０．６７（Ｃ－３′），

１４６．７６（Ｃ－４′），１１３．５６（Ｃ－５′），１１８．３８（Ｃ－６′），５６．０５
（４′－ＯＭｅ），１００．５２（Ｇｌｕ－Ｃ１），７３．５６（Ｇｌｕ－Ｃ２），７７．０６
（Ｇｌｕ－Ｃ３），７０．２４（Ｇｌｕ－Ｃ４），７７．２６（Ｇｌｕ－Ｃ５），６０．５７
（Ｇｌｕ－Ｃ６）。上述数据与文献数据［９］一致，故化合物６

鉴定为香叶木素－７－Ｏ－β－Ｄ－葡萄糖苷。
化合物７　淡黄色针状结晶（甲醇），ＥＩ－ＭＳ（ｍ／

ｚ）：６２１［Ｍ＋Ｈ］＋。１　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４００ＭＨｚ）

δ：１２．５９（１Ｈ，ｓ，５－ＯＨ），９．９２（１Ｈ，ｓ，３′－ＯＨ），９．４６
（１Ｈ，ｓ，４′－ＯＨ），７．４２～７．４７（２Ｈ，ｍ，Ｈ－２′，Ｈ－６′），

６．９３（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５′），６．８２（１Ｈ，ｄ，Ｊ＝２．４
Ｈｚ，Ｈ－８），６．４６（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６）５．５４（１Ｈ，

ｄ，Ｊ＝１．２Ｈｚ，７－Ｏ －Ｒｈａ，Ｈ－１），５．３８（１Ｈ，ｄ，Ｊ＝６．８
Ｈｚ，３－Ｏ －Ｇｌｕ，Ｈ－１），１．１３（３Ｈ，ｄ，Ｊ＝６．３Ｈｚ，７－Ｏ －
Ｒｈａ，Ｈ－６）；１３　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５００ ＭＨｚ）δ：

１５６．１２（Ｃ－２），１３３．５１（Ｃ－３），１７８．６５（Ｃ－４），１６１．８１
（Ｃ－５），９９．６４ （Ｃ－６），１６２．４６ （Ｃ－７），９５．２３（Ｃ－８），

１５８．８４（Ｃ－９），１０６．６７（Ｃ－１０），１２１．７１（Ｃ－１′），１１５．６１
（Ｃ－２′），１４６．３２（Ｃ－３′），１５０．４３ （Ｃ－４′），１１６．５６（Ｃ－
５′），１２０．３８ （Ｃ－６′），１００．５２（Ｇｌｕ－Ｃ１），７３．８６（Ｇｌｕ－
Ｃ２），７７．０６（Ｇｌｕ－Ｃ３），７０．２４（Ｇｌｕ－Ｃ４），７７．８６（Ｇｌｕ－
Ｃ５），６１．３７（Ｇｌｕ－Ｃ６），１００．２２（Ｒｈａ－Ｃ１），７０．６２（Ｒｈａ－
Ｃ２），７０．８６（Ｒｈａ－Ｃ３），７１．６８（Ｒｈａ－Ｃ４），７０．４６（Ｒｈａ－
Ｃ５），１８．０２（Ｒｈａ－Ｃ６）。上 述 数 据 与 文 献 数 据［１０］一

致，故化合物７鉴定为槲皮素３－Ｏ－β－Ｄ－葡萄糖基－７－Ｏ－
α－Ｌ鼠李糖苷。

化合物８　黄色粉末（甲醇），ＥＩ－ＭＳ（ｍ／ｚ）：４６５
［Ｍ＋Ｈ］＋。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５００ＭＨｚ）δ：１２．５３
（１Ｈ，ｓ，５－ＯＨ），１０．８４（１Ｈ，ｓ，７－ＯＨ），９．７３（１Ｈ，ｓ，３′－
ＯＨ），９．１８（１Ｈ，ｓ，４′－ＯＨ），７．５７（１Ｈ，ｄｄ，Ｊ＝８．４５，

２．１５Ｈｚ，Ｈ－２′），７．５１（１Ｈ，ｄ，Ｊ＝２．１５Ｈｚ，Ｈ－６′），

６．８３（１Ｈ，ｄ，Ｊ＝８．４５Ｈｚ，Ｈ－５′），６．４０（１Ｈ，ｄ，Ｊ＝
２．４Ｈｚ，Ｈ－８），６．２０（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６），５．４６
（１Ｈ，ｄ，Ｊ＝７．３５Ｈｚ，３－Ｏ－Ｇｌｕ，Ｈ－１）；１３Ｃ－ＮＭＲ（ＤＭ－
ＳＯ－ｄ６，５００ＭＨｚ）δ：１５６．１２（Ｃ－２），１３３．５１（Ｃ－３），

１７７．６５（Ｃ－４），１６１．８１（Ｃ－５），９９．６４（Ｃ－６），１６３．４６
（Ｃ－７），９４．２３（Ｃ－８），１５６．２４（Ｃ－９），１０３．６７（Ｃ－１０），

１２１．７１（Ｃ－１′），１１３．６１（Ｃ－２′），１４４．３２（Ｃ－３′），１４９．４３
（Ｃ－４′），１１６．５６（Ｃ－５′），１１９．３８（Ｃ－６′），１０１．５２（Ｇｌｕ－
Ｃ１），７１．８６（Ｇｌｕ－Ｃ２），７３．０６（Ｇｌｕ－Ｃ３），７０．２４（Ｇｌｕ－
Ｃ４），７６．８６（Ｇｌｕ－Ｃ５），６０．３７（Ｇｌｕ－Ｃ６）。上 述 数 据 与

文献数据［１１］一 致，故 化 合 物８鉴 定 为 槲 皮 素３－Ｏ－β－
Ｄ－葡萄糖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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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药没食子对酪氨酸酶抑制作用的研究

杨建华１，２，周　言３，胡君萍２＊，热娜·卡斯木２（１．新疆 医 科 大 学 第 一 附 属 医 院，乌 鲁 木 齐　８３００５４；２．新 疆 医 科 大 学 药 学

院，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３．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摘要：目的　研究维药没食子对酪氨酸酶活性的影响。方法　以Ｌ－酪氨酸作为底物，测定来源于没食子药材中的没食子酸、１，
２，３，６－四－Ｏ－没食酰基－β－Ｄ－葡萄糖苷及没食子总鞣质提取物干预前、后酪氨酸酶的活性的变化，计算酪氨酸酶抑制率。结果　没
食子酸、１，２，３，６－四－Ｏ－没食酰基－β－Ｄ－葡萄糖苷及没食子总鞣质提取物对酪氨酸酶的活性均具有明显下调作用，其中１，２，３，６－四－
Ｏ－没食酰基－β－Ｄ－葡萄糖苷对酪氨酸酶的抑制作用最强。结论　该研究为深入开发利用没食子药材中的美白成分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没食子；鞣质；酪氨酸酶；抑制作用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２４０７．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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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肤色是由皮肤生理上的表面状态、血流、水分、色
素等多种成分经过错综复杂的结合而决定的，在影响

肤色的一系列因素中，最主要的就是黑素（ｍｅｌａｎｉｎ）。
黑素合成过多，可引起雀斑、黄褐斑、老年斑、黑色素

瘤等色素增加性皮肤病。现代研究表明，黑素是吲哚

和醌与蛋白质结合的高分子聚合物，其合成是表皮基

底层中黑素细胞的一种应激反应，反应过强，可引起

雀斑、黄褐斑、老年斑等色素增加性皮肤病。研究表

明，酪氨酸酶（ｔｙｒｏｓｉｎａｓｅ）是 皮 肤 黑 素 生 物 合 成 过 程

的主要限速酶，它能将机体内制造黑素的主要原料酪

氨酸（ｔｙｒｏｓｉｎｅ）羟 化，产 生Ｌ－多 巴（Ｌ－ｄｏｐａ），然 后 再

将多巴 氧 化 成 多 巴 醌（ｄｏｐａｑｕｉｎｏｎｅ），多 巴 醌 再 经 过

一系列的代谢过程，重新排列并聚合，最后与蛋白质结

合生成一系列引起褐化的黑素蛋白［１－２］。近年来，美白

化妆品研制和色素增加性皮肤病防治的研究热点趋向

于天然产物，特别是中药有效活性成分对酪氨酸酶的

抑制作用，并有望通过这一途径取得突破性进展。
没食子（Ｔｕｒｋｉｓｈ　ｇａｌｌｓ）为 壳 斗 科 植 物 没 食 子 树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ｏｒｉａ　Ｏｌｉｖ．）幼枝上的干燥虫瘿，由没

食 子 蜂 科 昆 虫 没 食 子 蜂（Ｃｙｎｉｐｓ　ｇａｌｌａｅ－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ｅ
Ｏｌｉｖ．）幼虫寄生 而 形 成，为 维 吾 尔 医 传 统 习 用 药 材，
维吾尔医称其为 Ｍｅｚｈａ，具固涩收敛、益血生精、止血

消炎等功效［３］。目前对没食子研究报道较少，且均未

涉及其抑制皮肤色素沉着和增白美容的功能。本研

究在总结前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４－６］，采用酪 氨 酸 多

巴速率氧化法对没食子总鞣质和来源于没食子药材

中的２个单体化合物没食子酸和１，２，３，６－四－Ｏ－没食

酰基－β－Ｄ－葡萄 糖 苷 进 行 了 酪 氨 酸 酶 活 性 的 调 控 研

究，旨在探讨其在天然美白化妆品领域及在色素增加

性皮肤病防治中的开发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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