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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的属于糖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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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 2 Ν Π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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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与 ! <∀ 的糖链部分的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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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用微量熔点仪测定
,

温度计未经校正
。

Ρ ϕ 用4 Γ∋ 型分光光度计测定
,

乙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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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Π 用Φ( ? _ .− 一 Ο , 8 ( ? % ∃ ∃型分光光度计测定
,

滨化钾压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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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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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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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6 % 3型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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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光光谱用 Λ一 43 5光谱仪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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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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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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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Α 1 一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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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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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色剂用 % λ硫酸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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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仿梯 度 洗 脱

,

每 4 %3 8 为一流份
,

第 ⊥ 到

Β , 4  到 3分别合并
,

得 Θ ?∋和 Θ ?+
。

Θ ? ∋
、

Θ<Σ  分别经过硅胶柱 !以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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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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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酮 一石油醚分别洗 脱 和 反 相 柱 Ν 5 <

; ( Ω
,

Π Φ一 9 ,
Γ Α 1 一α

 
〔以甲醇

一水 !4
# ⊥ ∀洗脱〕进行纯化

,

分别得 !亚∀ ! ⊥ 3 8 ; , 3
Σ

3 ⊥ 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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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 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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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 ∀ 的酸水解 取 ! ∀ 9 8 ; ,

溶于 % 8 甲醇 中
,

加入 % 8 % λ 的盐酸水溶液
,

于

%3 ℃水浴上反应 % 分钟
,

加入 9 8 水
。

减压除去甲醇至 3 川
,

于Β3 ℃水浴
κ

Ξ另反应 % 分

钟
,

中和至 Χ Υ ∃
,

然后浓缩至小体积
,

甲醇溶出
,

经: Ξ 5与标准品对照
,

检查出本波

贰元 ! < ∀
,

葡萄糖
,

加拿大麻糖
,  一

氧
一甲基

一 Β 一
去氧阿洛糖

。

! < ∀ 的 乙酞化 取 ! < ∀ 9 8 ;溶于 4 8 毗吮中
,

加入  8 醋醉
,

室温放置4 6小时
,

以氮气流吹去溶剂
。

其产物的Ο 一Ν 1给出如下碎片
、

离子峰 8 ⎯ϑ
# %   ,

  
,

4 Β 6 ,

44 Ε
,

4 3  , ⊥ Ε , Β Ε ,
6 ⊥

, 6 ∃ ,  , 4  , 3 % !基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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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Ν Π见表

。

! ∀ 的酸水解 取 !< ∀ % 8 ; ,

按上述同法处理
,

其反应产物经 : Ξ 5 与 标 准品对

照
,

检查出吉马贰元 !万∀
,

葡萄糖
,

加拿大麻糖
,  一

氧
一甲基

一 Β 一去氧
一阿洛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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