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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分所)

提耍 本文报告找到了六种含薯费皂试元 (d ios ge in n

) 很高的薯翻属植物
,

一般得 t 为

2一 3 %
,

个别高达 5
.

4 %
.

另外
,

从考氏薯截 ( D i o , c o r o a c o l l o r it i H o o k
.

f
.

) 中除主耍获得薯

预皂试元外
,

还分离得约茂皂试元 ( y a m o g e n i n
)

.

从龙舌兰科的晚香玉 (尸
o zia , : 五u s : u ` e r o , a

L
.

) 中除前人巳报告的海柯皂诫元 ( h ce og
。币 n) 外

,
又分离得替告皂试元 (

t i go ge in n) 及 9一去

氢海柯皂戒元 ( 9一 d e h y d r o h e e o g e n i n

)
.

从龙舌兰 ( A g a , 。 a m o ir c a o a L
.

) 的种子中分离出新替

告皂试元 (
n e o t i g o g e n i n

)
、

海柯皂试元及卡茂皂试元 (k a m o g e n i n

)
.

从金边龙舌兰 ( A g a o e

a m ` ir c a ” a L
·

v a `
·

m a r ` i” a ` a T ` e l
·

) 叶中分离出海柯皂试元及9 一去鱼海柯皂俄元
.

俊体皂戒元在植物中的分布虽然比较广泛
,

但已用为合成激素原料的含督体皂戒元

植物则此较少
,

就我佣所知仍仅限于薯菠科及龙舌兰科植物
.

此两科植物各国都在进行

J“ 泛的铜查
,

本文所报告的是我佣在云南地区稠查上述两科植物时
,

采集到的一部分样品

的化学分析桔果
.

对薯蒲科来观
,

我们先将稠查采集到的样品
,

进行是否含有皂素的蔺裁
.

预拭一般采

用泡沫贰翰和溶血贰翰
,

对预拭为正拮果的植物进行皂戒元的提取分离
.

通常采用的提

取分离方法是按 R ot hr o ck 方法 「’ ]进行的
,

用此法所得皂武元如果为一单体
,

而它本身的

物理化学性质及薄层层析的 lR 值皆与已知的薯指皂戒元一致
,

lAJ 仅制备其乙酞化物和苯

甲酸化物加以确征
.

但当所得皂武元为非单体时
,

ljA 由于考虑到是否会在工作过程中使

皂戒元棘化
,

因此
,

还同时采用乙醇提取皂素
,

再以盐酸醇溶液水解分离皂戒元
,

只有当两

法对照拮果一致时
,

才用 R o ht oc k 法大量提取
,

供进一步分离之用
.

由上述六种薯我中
,

迄今仅发现所含督体皂戒元为单一的薯指皂武元
,

拮果见表 1
.

由考氏薯指 ( D
.

co lle t iit H oo k
.

f
.

) 所得皂戒元 (得量为 1
.

7 外 ) 熔点比薯孩皂戒元

( l) 低得多 ( 1 85 ℃ 左右 )
,

而进行薄层层析时又仅出现一个点
,

且与薯蒲皂戒元的 fR 值一

致
,

推侧其中可能含有薯指皂求元的异构体豹茂皂武元 ( y a m og en in ll ) tz]
,

因此
,

将其乙酸

化
,

用丙酮反覆划分桔晶达 16 次
,

才从较难溶部分得到薯覆皂戒元 乙酸化物
,

而从易溶部

分得到少量豹茂皂戒元乙酸化物
.

本文于 19 6 4年 11 月 5 日收到
.

前报已在药学学报 19 6 4 年第 6 期发表 : 本报薯费属部分曾摘要发表于 19 6 2 年中国药学会学术会议论文文摘

集 104 页
,

龙舌兰部分完成于 1 9 63 年
,

并在 19 63 年昆明医药学年会上宣读
.

DOI : 10. 16438 /j . 0513 -4870. 1965. 06.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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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薯 彼 皂 戒 元
植 物 名 称

蜀葵状薯孩 ( iD
o s c o r e a a z t为a o o id 。 , R

.

K n u t h )

正三角叶薯孩 ( D
·

d o l才o i d o a
W

a ll
.

)
*
圆果三角叶薯钱 ( D

.

dc l ot 记。 w al L
v a r

·
o r b i c“ la t a p r a i: 、 e t B u r k i l l )

黄墓薯孩 ( D
.

户a , t人a i c a P r a i n 。 t

B u r k i l l)

燕黄草薯钱 ( D
.

: 10 9 1占e 。 。 , i , e
.

H
.

w
r ig h t

)
.
消水薯孩 ( D

.

sP
.

n
vo

.

)

得量
,

%

2
.

0一2
.

3

熔点
,

℃

2 0 4一 20 7

旋光度 (氛仿 )

乙酷化物
熔点

,

℃
笨甲耽化物
熔点

,

℃

一 12 8
.

5 1 9 7一 19 9 2 3 5一 2 3 7

l
。

8一2
。

4

5
.

2一 5
.

4

2 0 4一2 0 6

2 0 5一2 0 8

一 12 5

一 1 2 7
.

5

1 9 6一 19 8

1 9 6一 19 8

2 3 4一2 3 7

2 3 4一2 3 7

7一2
.

3 1 2 0 4一 2 0 8 一 1 2 9
.

1 1 9 6一 19 8 2 3 6一2 3 8

3
.

4一3
.

9 1 20礴一2 0 6 一 1 2 8 19 6一 l , 8 2 3 4一 2 3 7

1
.

7一 2
.

0 1 2 0 1一 2 0 6 一 13 0 1 9 5一 1 9 7

*
回果三角叶薯嗽原臂用防己状薯获学名

,

考氏薯孩原曹用白粉背薯孩学名
,

现根据南京植物研究所丁志遵同志

意见
,

改订现名
.

沪水薯锁为一新种
,

我所武素功等同志首先在消水发现
.

云南龙舌兰科植物都非原产
,

而系由国外引种
.

在云南各处栽培及野生最 )一的仅有

龙舌兰 (才窟
“ t,e a o ier

c a , a L
.

)
,

及其变种金边龙舌兰 (才
.

。。币
c a n 。 L

. v a r
.

m a

币
n 。 , a

T ler
.

)
.

龙舌兰叶子的皂戒元首由吴照华 3[] 复趣陈延墉 41t 祥栩研究过
,

我们未再进行研

究
.

但鉴于 w all 报告 5t] 多种龙舌兰种子中含有较高的皂戒元
,

因此
,

我俩将龙舌兰种子

大体按 w all 方法 6[] 提取皂武元
,

得量达 1
.

8 %
.

将此皂戒元进行硅胶柱层析
,

以薄层层

析指导洗脱部分的收集
,

共分得四种皂戒元
,

前二种皂戒元根据其物理化学性质
、

衍生物

晰
一

czH

产刃

H O

( IV)

.

0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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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及元素分析鉴定为新替告皂戒元 (
n e o t ig o g e n in lll ) 和海柯皂戒元 ( h e

co g e n i n Iv )
.

第四种皂戒元熔点 2 40 一 2 4 1℃ ,

乙醚化物熔点 2夕一25 9℃ ,

因量少未作元素分析
,

测定

其杠外光蹭
,

知边继为异构型
: 8 6 8 , 9 0 2 (弦 )

, 9 2 5 (弱 )
, 9 5 5 厘米

一 1
.

在 1 7 1 0 厘米
一 1 .

处

有非共朝淡基
,

在 3 4 2 0厘米 H 处有狸基吸收攀
,

根据以上数据
,

初步确定为卡茂皂戒元

( ka m o g en in v )
.

第三种皂戒元有待进一步鉴定
.

龙舌兰科的晚香玉 ( oP ila , 人su t“ b cr
。
招 L

.

) 曹由李振肃初步报告 7[] 含海柯皂戒元
.

由于我国南北地区均广泛栽培作香料植物及观赏植物
,

栽培数年后常需分根
,

如果皂戒元

含量较高
,

粗成又单一
,

作为香料副产物利用有其可能
,

为此
,

我们对云南的晚香玉亦进行

了研究
,

桔果发现根基得皂戒元达 1
.

8多左右
,

除海柯皂戒元外
,

简有两种皂试元
,

理征明

为替告皂戒元 ( t ig o g e n i n v l ) 及 9一去氢海柯皂戒元 ( 9 一d e抑 d r o h e e o g e n i n v l l )
.

按相似

的方法 ifflJ 得金边龙舌兰叶的皂伏元合量为 1
.

4多
,

祖成皂戒元为海 柯皂戒元及 9一去氢悔

柯皂武元
.

实 孩 部 分
*

(一 ) 获孩息贰元的分离 (以姜黄草为例 )

姜黄草根粉 1 00 克
,

按 R o

htr oc k 方法水解抽提
,

所得粗皂戒元以乙醇
一氯仿重精晶

,

得袖长斜状拮晶 .3 5 克
,

熔点 20 4一 2 08 ℃ ,

薄层层析与已知薯指皂戒元一致
,

【a] 君一 12 8 “

( (二H C 13 , c ~ 1
.

0 )
.

元素分析 e Z, H ; 2 0 3

计算值
,

% e 7 5
.

2 2 ; H 1 0
.

2 1

分析值
,

% e 7 5
.

0斗: H 2 0
.

0 `

乙酸化物
:
常法制备

,

熔点 1% 一 198 ℃
.

元紊分析 c 四 H , , o 。

计算值
,

% e 7`
.

2 7 ; H 9
.

7 1

分析值
,

% e 7`
.

0 9 : H 9
.

6 5

苯甲酞化物
:
常法制备

,

熔点 2 34 一 2 37 ℃
.

元素分析 c 3 ; H ,。仇

计算值
,

% c 7 5
.

7 2 ; H 5
.

9 3

分析值
,

% e 7 5
.

2 3 ; H 5
.

5 3

(二 ) 考氏 . 摘的息贰元提取分离

共用两法 :

( l) 与前法相同
,

由 93 5 克根粉得皂戒元 16 .6 克
,

熔点 1 85 一 19 0℃ ,

拭用多种溶剂

重拮晶
,

所得熔点都不稳定
,

而用多种溶剂系就
: ①乙酸乙醋 :

石油醚 ( 4 : 6 和 2 : 8 )
, ②氯

仿
: 甲醇 ( 9 : 1 )

, ③氯仿 :
丙酮 ( 8 : 2 )

,

进行硅胶薄层层析
,

又仅出现一个点
,

lR 值及班

点显色均与薯指皂戒元一致
,

元素分析也与薯我皂戒元相符
.

元素分析 c 2 7 H , 2 0 3

计算值
,

% e 7 5
.

2 2 : H 一0
.

2 1

.

熔点均未校正
,

所有熔点均用 K of l: :

测定
.

红外光谱系用 U R 10 型红外分光光度计测定
,

以石蜡油作介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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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值
,

% e 7 8
.

1 4 ; H 1 0
·

2 4

由此推测还舍薯菠皂戒元的异构体豹茂皂戒元
.

( )z 取植物样品 , 0 克
,

以 70 多 乙醇抽提
,

提取液加盐酸铡节浓度至 7 %
,

迥流水解

4 小时
,

蒸去大部分乙醇后
,

倾入水中
,

析出沉淀
,

滤出干燥
,

溶于苯中进行氧化绍柱层析
,

所得皂戒元与前法所得的性厦相同
.

皂戒元的分离
:
取上述混合皂戒元 10 克

,

按常法以醋醉毗咤制成乙酞化物
,

氧仿
一甲

醉重桔晶后为 9
.

1克
,

用丙酮反覆划分桔晶达 16 次
,

才从丙酮难溶部分得到豹 2
.

3 克熔点

为 1 90 一19 5℃ 的化合物 ( A )
,

从丙酮易 溶 部 分得到豹 0
.

5 克熔点为 17 9一 1 82 ℃ 的化 合

物 ( B )
,

中尚部分仍为混合的皂戒元
.

( l) 薯指皂戒元乙酸化物
:
取上述化合物 ( A ) 再用丙酮拮晶二次

,

得片状桔晶
,

熔

点 1 94 一 19 8℃ ,

与已知薯指皂戒元乙酸化物侧混合熔点不下降
.

元紊分析 C Z , H “ 0 4

计算值
,

% c 7 6
.

2 7 ; H g
·

7 1

分析值
,

% e 7 `
.

4 3 ; H 9
.

7 4

薯指皂戒元 : 取上述乙酞化物 10 。毫克
,

加氢氧化钾 醇 溶液 (氢氧化押 .0 5 克
,

乙

醇 10 毫升
,

水 2 毫升 ) 迥流 3 小时后
,

倾入水中
,

滤 出干燥
,

用氯仿
一乙醇重桔晶

,

熔点

2 0 7℃
.

元案分析 C Z , H 4 2 0 3

计算值
,

% c 7 5
.

2 1 ; H 1 0
.

2 1

分析值
,

% e 7 7
.

9 6 ; H 1 0
·

1 1

( 2 ) 豹茂皂戒元乙酸化物
: 取上述化合物 ( B ) 再用丙酮桔晶三次

,

氯仿
一甲醇重桔晶

一次
,

得片状桔晶
,

熔点 1 7 9一 182 ℃
.

元素分析 c Z, H钊 o `

计算值
,

% c 7 6
.

2 7 ; H g
·

7 1

分析值
,

% e 夕6
.

3 9 ; H g
·

7 6

豹茂皂武元
:
取上述乙酞化物 ( )B 知 毫克

,

用前述皂化方法皂化后
,

以氯仿
一甲醇重

拮晶
,

熔点 2 0 1一 2 0 3℃
.

元紊分析 e 2 7 H ; 2 0 3

计算值
,

% C 7 8
.

21 ;

分析值
,

% c 7 7
.

8 ;8

H 1 0

H 1 0

2 1

1 4

(三 ) 晚番玉里贰元的分离

按 Wall 方法
,

从 2 7 6 克根粉中得到粗皂武元 5
.

8 克
,

用氛仿
一甲醇重拮晶

,

得量为 4
.

q

克 (豹为 .1 8多)
,

进行硅胶薄层层析
,

显示此部分有三个化合物 (依次称为化合物 vi
,

w

及 v n )
.

取此混合皂戒元 3克溶于苯中
,

进行硅胶柱层析
,

以乙酸乙醋 : 石油醚 ( 15 : 7匀

洗脱
,

以薄层层析指导洗脱
,

从前面部分得到化合物 v l
.

而 W 及 vi l 不能较好地分离
,

复

将 vI 及 v n 进行氧化绍柱层析
,

以氯仿
:
苯 ( 4 : 9 6 ) 洗脱

,

分别得到化合物 vI 及 vi .l

( l) 替告皂戒元 ( vi )
:
化合物 v l 以氯仿

一
甲醇重拮晶

,

得斜状拮晶
,

熔点 20 3一

2 05 ℃ ,

与已知样品测混合熔点不下降
,

薄层层析二者一致
.

按常法制成乙酸化物
,

熔点

20 1一20 4 ℃
.

其乙酞化物的元素分析数据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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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分析 e Z, H , O6 ,

计算值
,

% e 7 5
.

9 , ; H 1 0
.

1 1

分析值
,

% c 7 5
.

5 5 ; H 2 0
.

` ,

( 2 ) 海柯皂戒元 (vI )
:
化合物 W 用氯仿重枯晶

,

得片状拮晶
,

熔点 2 61 一 2 63 ℃ ,

薄

层层析与已知的海柯皂戒元一致
.

元素分析 e Z , H 4 2 0 4

计算值
,

% c 7 ,
.

3 0 ; H 9
.

5 3

分析值
,

% e 7 5
.

2 9 ; H 9
.

6 6

乙酞化物
:
常法制备

,

熔点 2 42 一 2 43 ℃
.

元素分析 c Z, H 4 405

计算值
,

% c 7 3
.

6 9 : H 9
.

3 5

分析值
,

% e 7 3
.

, 9 ; H 9
.

` 2

( 3 ) 9一去氢海柯皂戒元 ( v n )
,

取化合物 v ll ,

以氯仿
一甲醇重枯晶

,

得片状枯晶
,

熔

点 23 1一 2 32 ℃ ,

薄层层析为一点
,

测其杠外吸收光藉
,

边链为异构型
: 8 58

, 9 0 5 (弦 )
,

92 3

(弱 )
,

98 5 厘米
一 1

.

在 32 75 及 33 90 厘米
一 1
处有狸基吸收攀

.

没有发现相当于海柯皂戒

元在 1 7 1 0 厘米
一`
处的援基吸收攀

,

但在 1 6 7 4 厘米
一 1
处 lAJ 有特有的共朝援基吸收攀

.

元案分析 e Z , H , 0 0 4

计算值
,

% e 7 ,
.

6 , ; H 9
.

呼1

分析值
,

% e 7 5
.

嘴7 ; H 9
.

, 7

乙酸化物 : 常法制备
,

熔点 22 1一22 3℃
.

元素分析 e Z, H 4 2 0 4

计算值
,

% e 7 4
.

0 0 ; H 5
.

9 9

分析值
,

% e 7斗
.

斗2 ; H g一 3

(四 ) 龙舌兰种子皂贰元的分离

取龙舌兰种子粉末 , 92 克进行股脂
,

得脱粉末 4 51 克
,

然后按 w all 方法提得粗皂戒

元
,

用甲醇进行桔晶后
,

得 12
.

4 克混合皂戒元
,

薄层层析显示有四个成分 (依次称为 111
,

I v ,

v m 及 v )
,

取此皂戒元 10 克溶于苯中
,

置于 25 0 克硅胶柱上进行层析
,

以乙酸乙醋一

石油醚洗脱
,

以薄层层析指导洗脱
,

将相同的部分合并
,

得下列各部分
:

乙酸乙醋
:
石油醚 ( :5 1 0 0 ) 杂厦

乙酸乙醋
:
石油醚 ( 10 : 1 0 0 ) 固醇

乙酸乙醋
:
石油醚 ( 15 : 1 0 0 ) 化合物 m

乙酸乙醋
:
石油醚 ( 3 5 : 1 0 0 ) 化合物 IH 及 Iv

乙酸乙醋
:
石油醚 ( 35 : 10 0 ) 化合物 I v

乙酸乙醋 : 石油醚 ( 7 5 : 1 0 0 ) 化合物 Iv 及 V l l l

乙酸乙醋
:
石油醚 ( 7 5 : 1 0 0 ) 化合物 v l ll

乙酸乙酉旨 化合物 vi n 及 vi

乙酸乙酉旨 化合物 v l

( l) 新替告皂戒元 ( m )
:
化合物 111 以氯仿

一甲醇重拮晶
,

得针状枯晶
,

熔点 20 0一

20 3℃ ,

与已知替告皂武元侧混合熔点下降至 18 9一 1 92 ℃
,

但二者进 行薄 层层析 lA]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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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

元紊分析 C Z , H呼; 0 3

计算值
,

% c 7 7
.

8 3 ; H 1 0
·

6 5

分析值
,

% c 7 7
.

7 ;9 H 1 0
.

0 1

乙酸化物 ; 常法制备
,

以乙醇枯晶
,

得片状枯晶
,

熔点 1 73 一 1 7 9℃
.

元素分析 C 29 H ; 6 0 4

计算值
,

% e 7弓
.

9 , ; H 1 0
·

1 1

分析值
,

% c 7 6
.

1 0 ; H 1 0
·

1 2

( 2 ) 海柯皂武元 ( I v ) : 熔点 2 5 2一 2 , 5℃
,

乙酸化物的熔点 2 4 2一 24 5℃ ,

元素分析均

与相应的化合物一致
.

( 3 ) 化合物 vl :ll 以氯仿
一甲醇重桔晶

,

熔点 2丈一25 3℃
,

乙酸化物熔点 2 2 3一

2 2 5℃
。

(的 卡茂皂农元 ( v )
:
化合物 v 用氯仿

一丙酮精晶
,

得针状桔晶
,

熔点 2 40 一 2 41 ℃ ,

$ll

定其杠外吸收光甜
,

边维为异构型
: 86 8

, 9 0 2 (弦 )
, 9 2 5 (弱 )

, 9 85 厘米
一1 .

在 1 7 1 0 厘米
一 `

处有非共朝挑基
,

在 34 2 0 厘米
一`
处有狸基吸收攀

.

按常法制备乙酞化物
,

熔点 25 7一

2 5 9℃
.

(玉 ) 金边龙舌兰叶的皂贰元

分离及鉴定方法同前
,

皂戒元含量为 0
.

14 多
,

祖成皂武元为海柯皂戒元 ( vI )及 9一去

氢海柯皂伏元 ( v n )
.

致翻 本文得到蔡宪元先生帮助
,

本所高等植物分类研究室诸同志协助鉴定标木
,
丽江植物园诸

同志协助采样
,

王德祖同志参加部分技术工作
,

秦润保同志作元素分析
,

胡代林同志及中国科学院应用

化学研究所代测红外光谱
,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增盆替告皂试元样品

,

一井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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