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酮化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黄酮化学>>

13位ISBN编号：9787122036261

10位ISBN编号：712203626X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张培成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9-01出版)

作者：张培成 编

页数：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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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酮化学>>

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天然产物化学丛书》分册之一，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天然产物中黄酮类化合物的研究概
况。
主要内容包括黄酮类化合物在自然界中的分布、结构分类及多样性、研究进展情况、化合物的性质、
谱学特征与结构鉴定、化学与生物合成及其生物活性。
特别是对于现有黄酮类化合物进行了全面总结，资料全面、数据翔实，对于黄酮化合物的谱学特征与
结构鉴定方面作了详细地讲解。
　　本书适合从事天然产物化学、植物化学、药物化学、有机化学等专业的研究生与科研人员作为研
究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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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黄酮类化合物是一类植物中分布很广而且重要的多酚类天然产物，不仅广泛存在于高等植
物，也存在于许多低等植物如苔藓和地钱中，即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绿色植物中，尤以芸香科、唇形科
、石南科、玄参科、豆科、苦苣苔科、杜鹃科和菊科等高等植物中分布较多。
据估计，经植物光合作用所固定的碳2％转变为黄酮类化合物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其他化合物，大部分
的鞣质也是由黄酮类化合物转变来的。
黄酮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开花和结果以及抵御异物的侵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业已证实，无论是存在于植物叶表皮细胞还是表皮之上蜡质部分的黄酮对由UV—B对植物的损害均具
有保护作用；而且豆科植物根中的黄酮在根瘤菌感染过程中以及对于这些植物固氮体系的建立有着指
示作用。
对矮牵牛花的生理学实验研究表明，存在于花粉中的黄酮醇苷对植物柱头上的花粉接收起着一定的作
用，而且是成功繁殖所必需的物质。
黄酮类化合物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虽然不及生物碱作用强，但由于分布广泛，种类繁多，部分化合
物在植物中含量较高，而且多数化合物容易以结晶形式获得，因此对这类化合物的研究比较广泛和深
入，是天然产物中一类重要的化合物。
最早将这类物质作为黄酮类（flavonoids）的报道可追溯到17世纪，1682年NehemiahGrew在其论文中讨
论了植物色素的溶解性以及它们在酸和碱性条件下呈现不同的性质。
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黄酮被用作植物色素得到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花青素类化合物。
19世纪末，黄酮在植物体内的作用受到科学家的关注，其研究结果对遗传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随后植物体内代谢物质与人的生理作用的关系引起科学家的极大兴趣，并为后来的生物化学遗传学这
一新学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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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酮化学》是一部以天然产物的化学结构特征分类的天然产物化学巨著，由国内天然产物化学界百
余位知名专家与学者汇聚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而成，蕴载着天然产物的结构特点与分类、生源分布、提
取分离、结构测定等重要信息。
 《黄酮化学》的编写从黄酮化合物最基本的概念和基本知识入手，吸收并借鉴国内外黄酮化学发展的
最新成果，较为全面地介绍了黄酮化合物的研究现状。
《黄酮化学》适合从事天然产物化学、植物化学、药物化学、有机化学等专业的研究生与科研人员作
为研究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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