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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中医药院校成人教育规划教材（专升本）：中药化学》是在专科基础上的
进一步深化、提高。
具体来说专科注重掌握中药化学成分的结构特点、性质以及基本的提取分离方法。
本科重点掌握中药各类化学成分系统的提取分离方法，能够根据各类成分性质，进行简单的实验设计
；了解中药化学成分的生合成概念和波谱特征。
本教材的知识点与全日制本科教材相当，但倾向实用性和通俗性。
另外在每章代表性的提取分离流程后增加“流程说明”，以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提取分离要点。
本教材不仅适用于成人教育使用，也可适用于相应的专科教育以及从事中医药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自
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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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结构研究是中药化学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
从中药中经过提取、分离、精制得到的单体，即使具有很强的生理活性和较大的安全性，但如果结构
不清楚，就无法进一步开展其药效学和毒理学的研究，不可能进行作用机制、人工合成、构效关系、
体内代谢等研究工作，更不可能进行高质量的新药研究开发，所以所得到的单体必须进行结构测定。
 一、结构研究的主要程序 在化学成分的鉴定和结构测定之前，需要进行样品的纯度检查，以确定样
品为纯度较高的化学成分单体，这是鉴定和测定化学结构的前提。
 （一）样品的纯度检查 纯度检查的方法很多，通常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和检查。
 1.结晶形态和色泽 一个纯化合物如果为结晶，应有一定的晶形和均匀的色泽。
在中药化学成分中最常见的是针状结晶，另外还有片状结晶、柱状结晶、方晶等。
结晶的形态常常随着结晶条件不同而不同，但当结晶条件相同时，得到的单体结晶形状则是一致的。
如果样品的结晶形状不一致、结晶色泽不均匀，说明样品不是一个单体。
 2.熔点和熔距 一个纯化合物的结晶，常有一定的熔点和较窄的熔距。
如果重结晶前后熔点一致，一般说明该样品纯度较高，而且其结晶的熔距较窄，在0.5℃以内。
若熔距长，则表示该样品纯度不高，但也有例外，特别是只有分解点的化合物，有些化合物分解点距
离较长或分解点不明显等。
 纯度较高的化合物结晶单体应满足以上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因分离得到的结晶量很少，从而
难以进行重结晶等原因，熔距可以控制在2℃以内。
 3.沸点和沸程 液体化合物的纯度检查可用沸点和沸程，纯度较高的化合物具有一定的沸点，其沸程
在5℃以内。
 4.色谱法 色谱法是鉴定样品纯度的一种最常用方法，例如薄层色谱、纸色谱、气相色谱、高效液相色
谱等。
一般情况下，当样品在3种移动相系统（或色谱条件）中都呈现单一且不拖尾的斑点或对称的单一色
谱峰，才可认为其是单一化合物，甚至个别情况下，须采用正相和反相两种色谱方式进行确认。
 气相色谱和高效液相色谱具有样品用量少、灵敏度高、准确性强、分析速度快等特点，所以在中药化
学成分分析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其中气相色谱只适用于在高真空和一定加热条件下能够气化而不被分解的物质，因此对难气化和热不
稳定成分的应用有局限性，使用范围较窄。
高效液相色谱只要求样品能制备成溶液而不需要气化，因而不受样品挥发性的限制，对于挥发性小、
热稳定性差、分子量大的高分子化合物以及离子型化合物尤为适用。
 （二）化合物的结构确定 目前，国内外对中药化学成分的研究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又由于同科、同
属生物常含有相同或相似的化合物，所以从中药中提取分离得到的样品很多是已知化合物。
为此，在进行结构研究之前，要对其原生物或近缘生物成分进行系统的文献查阅，尽量利用前人研究
的成果进行化合物的鉴定。
 对于已知化合物，需进行晶形、颜色、熔点、沸点、比旋度、折光率和相对密度等理化常数的测定，
再和文献或对照品的数据比较。
 当初步断定样品可能为某一已知化合物时，并且在有对照品的情况下，可通过下面步骤进行样品的结
构鉴定：①将样品与对照品进行熔点以及混合熔点的对照。
②将样品与对照品进行色谱对照。
③将样品与对照品进行红外光谱对照。
 如果样品与对照品的熔点相同，混合熔点不降低，色谱中的Rf值或保留时间相同，红外光谱相同，那
可判定样品与对照品是同一化合物，从而鉴定了样品的结构。
色谱比较时，如果采用薄层色谱或纸色谱，应选择3种移动相系统（或色谱条件）进行；如果采用气
相色谱或高效液相色谱，根据同一成分在同一色谱柱上保留时间相同的原理，比较时在样品中加入对
照品，混匀后进样，比较加入前后的色谱图谱，如果图谱中某一成分的峰相对增高，则该样品和对照
品可能是同一物质，必要时还可在不同的色谱柱上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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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光谱比较时，同一化合物应该有相同的红外光谱，但有时由于样品与对照品在纯度上的差异，图
谱中有时会出现一些细微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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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药化学(专升本)》的编写遵循重点突出、侧重应用、循序渐进的原则。
考虑到成人教学院的学生主要以自学为主，《中药化学(专升本)》内容知识点遵循少而精的原则，侧
重实际应用，此为《中药化学(专升本)》与全日制教材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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