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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过氧化合物的微化学反应 TLC检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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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丁利用 NaB}l4乙醇溶液进行有机过氧化台物的薄层色谱微化学反应检测方法结果表明，请 

诱化学反应 TLC检耐有机过氧化台物具有灵敏度高、空气干扰小厦剐反应少等优点，在天然有机过氧化舍物的定 

性 检 测上结 果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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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有机化过氧化合物是指其结构 中含有过氧 

基团(～O—O一)的化合物。由于其具有独特结 

构，许多过氧化合物具有强的抗疟作用，其中最 

典型的化合物是青蒿素 和鹰爪 甲素 等。抗 

疟作用的机理 由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证 

明是 自由基机理。 

正是由于有机过氧化合物具有特殊结构和 

作用，并存在于许多植物中，因此其定性检i赠就 

引起化学工作者的极大关注 ㈨[ 】 。一般有 

①NI-hSCN—FeSO4试剂法，其原理是过 氧基团 

将 Fe2 氧化成 Fe” ，后者与 SCN一离子 络合形 

成棕红色络合物，缺点是灵敏度低和空气干扰严 

重；②KI一淀粉法．其原理是过氧基 团将 KI氧 

化成单质碘，然后碘遇淀粉变兰色 J，缺点是空 

气 干 扰 极 为 严 重；③ 对 二 甲 基 胺 基 苯 胺 

[H2N— 广 N(CH3)2】法．其原理是苯胺类 

化合物很容易被过氧基团等氧化而呈现各种颜 

色 】，缺点仍然是灵敏度低和空气干扰严重；④ 

对胺基一二 甲替苯胺二氯化物试剂法 ，原理 

和缺点同③ ；@Farbentwicker一4法-6 J，其原理 

是过氧基团先将 Fe2 氧化成 Fe” ，然后 Fe”与 

复杂的苯胺类化合物形成兰色络合物，此方法尽 

管克服 了灵敏度低和空气干扰严重的问题，但副 

反应较多。故将上述方法变成通用方法须进行 

完善和改进。本文利用 Nd3H,乙醇溶液进行薄 

层色谱(TLC)微化学反应．并结合⑤法可用作有 

机过氧化物检测的通用方法．优点是灵敏度高， 

几乎无空气干扰及副反应少等。 

2 实验条件和方法 

2．1 试剂和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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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BH4、乙醇、单邻过氧苯 甲酸、石油醚(60 

～ 9O℃)、 各甾醇乙酸酯、a一按叶醇、乙酸乙 

酯等为 A．R试剂；青蒿素是从黄花蒿中分离所 

得(经 MS、NMR鉴定 )；三过氧 三环 已酮 三聚物 

按文献 制备(经 ITI P，NMR鉴定 )；薄层板为 

黄岩 GF2 薄层板。 

2 2 方法 

将单邻过氧苯 甲酸(标为 A)，青蒿素(标为 

B)及三过氧三环己酮三聚物(标为 C)，8一各 甾 

醇乙酸酯(标为 D)及 a一桉叶醇(标为 E)用适量 

乙醚和丙酮溶懈配成 2％的溶液，取一份用 7％ 

的 NaRH,乙醇溶液还原，原液和还原液分别在 

TLC上点样后+用石油醚 ：乙酸乙酯 ：4：l的混 

合溶剂作展开剂进行上行层析，层析完毕后，取 

出 TLC，等展开剂差不多挥发完后，按◎法喷洒 

Farbentwicker一4的混合液，观察颜色变化。 

表 I 化台袖在TLC的 Rf值殛其斑点瓿色随时间的变化 

3 结果与讨论 

有机过氧化合物能将 Fe2 氧化成 Fe”，然 

后与复胺类化合物形成兰色络合物斑点，即使 1 

×10 的浓度也能检 出，故 A(单邻过氧苯 甲 

酸)，B(青蒿素)及 c(三过氧三环 己酮三聚物 )经 

按①法显色后显兰色斑点，而 E(a一桉 叶醇)不 

显色，D(口一谷 甾醇的乙酸酯 )有浅兰色干扰斑 

点副 反 应 出现。 若先 将 这 些 化 合 物 中滴 入 

Na班 乙醇液，由于过氧化合物 (A、B、C)会与 

NaBHd反应，故再经按◎法喷洒显色剂后，其斑 

点与没有发生微化学反应的斑点完全不 同，其 

值也不同(见表 1)．而非过氧物(D、E)，其斑 

与进行微化学反应的斑点完全相同，其 R 值 

相同。因此利用微化学反应 TLC检测有机过氧 

化物，既保留了显色法 Parbrentwicker一4方法) 

的高灵敏度和空气干扰小的优点，同时克服了其 

副反应多的缺点，在有机过氧物，尤其是天然有 

机过氧物的定性检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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