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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精选30种中药实例，详细介绍了中药苯乙醇苷类、人参皂苷类、黄酮类、生物碱类、蒽醌类
和多糖类成分的现代分离、分析方法，以及抗氧化活性评价方法，着重介绍了中药抗氧化成分研究新
思路、新技术和新方法。

　　本书可供药学研究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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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7.柱层析法其原理是利用同一吸附剂对混合物中不同成分吸附能力的差异，而使各成
分达到分离目的的色谱法。
整个过程中贯穿吸附与解吸附（在一定的溶剂系统中，溶剂与混合物里各组分争夺吸附剂活性表面）
。
吸附剂包括极性吸附剂和非极性吸附剂两种。
极性吸附剂对极性物质具有较强的亲和能力，故同为溶质，极性强者优先被吸附；溶剂极性越弱，则
吸附剂对溶质将表现出较强的吸附能力，反之，吸附剂对溶质将表现出较弱的吸附能力；二氧化硅和
三氧化二铝都属于极性吸附剂。
非极性吸附剂，如活性炭极性小对非极性化合物的吸附力强，洗脱时洗脱力随洗脱剂的极性减弱而增
强。
（1）硅胶、氧化铝柱层析：采用硅胶，氧化铝吸附色谱进行分离时，吸附剂的用量一般为样品量的30
～60倍；应选择极性小的溶剂装柱和溶解样品，以利样品在吸附柱上形成较窄的原始谱带，若样品在
所装柱溶剂中不易溶解，可将样品用少量极性稍大的溶剂溶解后，用少量吸附剂拌匀，并在60℃下加
热挥尽溶剂，研粉后铺在吸附剂上；洗脱用溶剂的极性应逐步加大，但跳跃不能太大；为避免化学吸
附，酸性物质宜用硅胶，碱性物质宜用氧化铝；溶剂系统可通过薄层层析来筛选。
（2）聚酰胺柱层析：聚酰胺柱层析原理属于氢键吸附，聚酰胺分子中的酰氨羰基与酚类或黄酮类化
合物的酚羟基，或酰胺键上的游离氨基与醌类上的羰基形成氢键缔合而产生吸附。
影响吸附强弱的因素主要是化合物本身对聚酰胺的亲和力，如形成氢键基团数目越多，易形成分子内
氢键者，分子中芳香化程度高等，则吸附性增强。
各种溶剂在聚酰胺上的洗脱能力由弱到强为水、甲醇、丙酮、氢氧化钠水溶液、甲酰胺、二甲基甲酰
胺、尿素水溶液。
（3）大孔吸附树脂柱层析：大孔吸附树脂柱层析的原理是吸附性和分子筛原理相结合的分离，它的
吸附性是由于范德华力或产生氢键的结果，分子筛是由于其本身多孔性的结构性质决定。
其中比表面积、表面电性能否与化合物形成氢键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一般非极性化合物在水中易被
非极性树脂吸附，极性化合物在水中易被极性树脂吸附；此外，化合物的性质也是影响吸附的重要因
素，如化合物的分子质量、极性、能否形成氢键等都影响其与大孑L树脂的吸附。
分子质量小、极性小的化合物与非极性树脂的吸附力强，能与大孔树脂形成氢键的化合物易被吸附。
此法采用特殊的吸附剂大孔树脂，利用其吸附性和分子筛相结合的原理，从中药中有选择地吸附其中
的有效组分，除去无效组分，这是一种提取精制的新工艺，其吸附作用主要是通过表面吸附、表面电
性或形成氢键等来实现。
近年来，树脂法已广泛用于纯化皂苷，黄酮类等成分并大规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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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药抗氧化成分的现代分离和分析技术》：传统中药提取、分离方法有效成分得率低，杂质含量高
，步骤繁琐，不仅浪费时间和样品。
而且对于一些微量组分的分离和鉴定也十分困难。
这使得一些新兴的现代提取、分离及分析技术，如超临界萃取、高速逆流色谱、液一质联用技术等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这些新技术对于快速分离、分析中药中抗氧化有效成分显得尤为重要。
《中药抗氧化成分的现代分离和分析技术》是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结合编者自己多年研究工作的基
础上整理编写而成，介绍了中药各类抗氧化成分的现代提取、分离、分析、结构表征及抗氧化体外评
价方法。
限于编者水平，恳请读者对书中的错误、不妥之处惠予批评指正。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药抗氧化成分的现代分离和分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