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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紫薇叶中降血糖活性成分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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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筛选大叶紫薇叶中具有降血糖活性的成分!采用#4#05.细胞葡萄糖消耗模型作为检测

手段!对大叶紫薇叶提取物采用 670!$树脂吸附"溶剂萃取"制备薄层分离和制备高效液相分离!
导向筛选具有降血糖作用的各分离组分#结果发现!大叶紫薇叶中8’9’:’(;8,8;<"熊果酸和总三萜

具有降血糖活性#
关键词!大叶紫薇##4#05.细胞#降血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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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紫薇#!"#$%&’%($)*"&+$,*(-&!.$为千屈

菜科 的 落 木 乔 木%主 要 生 长 于 澳 洲 和 亚 洲%在 我 国

广东&广西&福建等地也有种植%在菲律宾和亚洲其

他国 家%大 叶 紫 薇 被 称 为Y,F,Y,%大 叶 紫 薇 的 叶&
花&果 和 茎 传 统 上 被 用 来 制 作 保 健 饮 料%具 有 降 血

糖&抗氧化和减脂等功能’.Z"()近年来%大叶紫薇对

糖尿病的治 疗 作 用 日 益 引 起 人 们 的 重 视%日 本&美

国&菲律宾等许多国家对其降糖和治疗糖尿病的功

效成分和药理作用进行了广泛研究’%Z2()明确大叶

紫薇中的降血糖活性成分%对开发大叶紫薇产品具

有重要的意义)

#4#05.细胞是一种成纤维细胞%在 胰 岛 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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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米 松!#0甲 基0.0异 丁 基 等 作 用 下"具 有 转 变 为 脂

肪细 胞 的 能 力"近 年 来"被 广 泛 应 用 于 有 关 糖 尿 病

的研究中#.$Z..$"作者采用#4#05.前脂肪细胞葡萄

糖消耗实验模型作为降血糖有效成分的筛选模型"
对大叶紫薇中的降血糖活性成分进行筛选%

?!材料与方法

?@?!试剂与仪器

大叶 紫 薇 叶&!"#$%&’%($)*"&+$,*(-&5)’"产

于广西 和 广 东%8’9’:’(;8,8;<(纯 度#2"["IG9’0
V,<CU公司产品)硅胶A(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正

丁醇!乙酸乙酯!石油醚!冰醋酸!香草醛!高氯酸等

均为分析纯 )葡萄糖氧化酶试剂盒!葡萄糖!50谷氨

酰胺(上海华美生物公司产品)胰岛素!.0甲基0#0异

丁基黄嘌呤!地塞米松(美国=;LV,公司产品)#4#0
5.细胞"美国>4II提供%

I@!培养箱!超净工作台酶标仪!显微 镜!旋 转

真空浓缩器!冷冻干燥机!B,QC9:%$$675I!7-9;:0.
型差示扫描量热仪&\=I’!]!$$\型电子微量天

平!J&*/"3紫 外 可 见 分 光 光 度 计!B,QC9:7(,Q0
N’9V?+\3$$$液相色谱仪!岛津E]033$红外光谱

仪!恒温水浴锅!电热烘箱!超声发生器等%

?AB!实验方法

?ABA?!C4C05?细胞 的 培 养 及 诱 导 分 化!将#4#0
5.细胞接种于 培 养 瓶 中"用 含 质 量 分 数.$[小 牛

血清的高糖\+P+ 培 养 液 培 养"待 细 胞 铺 满 瓶 璧

后"换用诱导 分 化 培 养 液 培 养31G"然 后 换 以 含.

!L+V5的胰岛素培养液再培养31G"再换用含质量

分数.$[小牛血清的高糖\+P+培养液培养继续

培养"每31G换培养液一次"待2$[以上的#4#05.
细胞 呈 现 脂 肪 细 胞 表 型 时"再 用 于 葡 萄 糖 消 耗

实验%

?ABAB!葡萄糖消耗能力的测定!将诱导分化成熟

的#4#05.细胞换上含质量分数$̂![K=>的含药

培养液"在!3孔培养板中温育31G"然后检测培养

液 中 的 葡 萄 糖 残 量"计 算 含 药 培 养 的 葡 萄 糖 消 耗

值"同 时 测 定 空 白 对 照 组 的 葡 萄 糖 消 耗 值"按 下 式

计算样品的葡萄糖消耗值能力%

/[_
&0$Z0.’
&0$Z0!’‘.$$[

式中(/为三 萜 化 合 物 对#4#05.细 胞 葡 萄 糖 消 耗

提高率[)0$为培养前孔中葡萄糖浓度&VV’(+5’)

0. 为 加 三 萜 化 合 物 组 培 养 后 孔 中 葡 萄 糖 浓 度

&VV’(+5’)0! 为 对 照 组 培 养 后 孔 中 葡 萄 糖 浓 度

&VV’(+5’%

?ABAC!提取分离步骤!大叶紫薇叶先经热水和乙

醇分别 提 取"得 热 水 提 取 物&BP’和 乙 醇 提 取 物

&>P’"热水 提 取 物 经 过 浓 缩 后 上 670!$大 孔 树 脂

柱分别以水和乙醇进行洗脱"得水提取物水洗部分

&BPB’和醇洗部分&BP>’)乙醇提取物浓缩"真空

干燥后后分别以石油醚!乙酸乙脂和正丁醇萃取各

#次"分别得石油醚萃取物!乙酸乙脂萃取物和正丁

醇萃取萃取物"其中乙酸乙脂萃取物经过制备薄层

分离 后 得1条 条 带"分 别 为 745I.!745I!,,

745I1"其中745I%经过制备高效液相进一步分离

为7675I.和7675I!%对 其 中 的 强 活 性 单 体 化

合物进行结构分析%

?ABAD! 制 备 薄 层 分 离 ! 将 萃 取 物 在 经 活 化

&.$"a"#$V;F’的.VV厚的质量分数$̂"[羧甲

基纤维 素 钠0硅 胶 A薄 板 上 条 状 点 样"同 时 在 点 样

部分旁点上相同的溶液作为对照样"在层析缸中展

开"展开后取出"挥干溶剂"在对照样的部分喷质量

分数为.$[的硫酸乙醇溶液".$"a烘箱中.$V;F
显色"然后刮取于红紫色部分相对应的样品部分的

条带"用 甲 醇 为 溶 剂"经!$$ B 超 声 提 取!洗 脱#
次"每次.$V;F"洗脱液合并后真空浓缩"加少量水

冻结"冷冻干燥%

?ABAE!制备高效液相分离!采用 B,QC9:%$$溶剂

泵系 统"B,QC9:%$$控 制 单 元 和 B,QC9:!31/双 波

长 检 测 器)色 谱 柱(!K’F<X,9b
4+ I.1.$!V"/̂1

VV‘!"$VV)流量(#V5+V;F)检测波长(!$%FV
进样量(.$$!5)流动相(1&体积分数%$[乙腈’c
1&体积分数$̂![甲酸’_%$c3$%

?ABAF!高活性组分定性反应!对高活性组分分别

进行醋酐0浓硫酸反应&5;CYC9V,FF0KH98G,9<反应"

5K反应’"五 氯 化 锑 反 应&d,G(CFYC9L反 应’"三 氯

醋酸反 应&]’:CF06C;VC9反 应’"氯 仿0浓 硫 酸 反 应

&=,(b’W:b;反 应’和 冰 醋 酸0乙 酰 氯 反 应&4:8GH0

L,8NN反应’%

?ABAG!熔点测定!准确称量."!VL样品平铺于

铝制坩埚内"使 之 与 低 面 紧 密 接 触"仪 器 先 用 铟 和

锌准确较正后"对样品进行差示扫描量热&\=I’测

定"扫描速率3a+V;F"用冰浴作为降温介质"氮气

为清扫气体%

?ABAH!红外光谱测定!采用岛津E]033$红外光谱

仪器"溴化钾压片"扫描波长3$$"3$$$8V0.%

?ABAI!紫外光 谱 测 定!将 样 品 溶 于 乙 醇 溶 液 中"
在.2$Z#$$FV的波长范围内"每隔一定的波长测

定溶液的吸光度值"绘制溶液的吸光度曲线%

?ABA?J!质谱测定!质谱条件(离子方式(PE=&)+2

1% 食!品!与!生!物!技!术!学!报!!!!!!!!!!!!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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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细 管 电 压##̂11b&$锥 孔 电 压##1
&"离子源温度#.!$a"脱溶剂气温度#!"$a"光电

倍增器电压#%"$&"分析器真空度#!̂%""̂$V7,"
体积流量#3̂!5%G&

?ABA??!核磁共 振 测 定!核 磁 共 振 仪 上 测 定 氢 谱

’.60*+]!$全 去 偶 碳 谱’.#I0*+]!$以 四 甲 基 硅

烷’4+=!为内标物&

B!结果和讨论

BA?!各组分的活性

将大叶紫薇叶的水提取物(醇提取物和醇提取

物各萃取组分进行葡萄糖消耗实验$结果见表.&
表?!水提取物!醇提取物和醇提取物各萃取组分葡萄糖消

耗率".K&#/LC$

M&<A?!N((.,0"(&’’.O0$&,0"%($&,0-"%"%2’#,"6.,"%6#:9P

0-"%&,0-5-03-%CMCP4?&*-9",30.6".K&#/LC$

[

组别
剂 量%’L%5!

$̂. .̂$ .$̂$

水提取物 .$#̂$e
%̂3

.$/̂"e
1̂%

.$#̂1e
.!̂$

醇提取物 .$2̂1e
.!̂3

.#$̂.e
/̂2""

.!#̂#e
..̂/"

石油醚萃
取物

.3$̂$e

.!̂1""
./3̂1e
.!̂$""

."3̂.e

.!̂1""

乙酸乙酯
萃取物

.1$̂1e
2̂1""

.11̂/e
/̂2""

.1.̂%e
%̂3""

正丁醇
萃取物

.!/̂.e
.1̂.

.##̂.e
.#̂""

.#"̂/e

.!̂1""

!"3$$̂$"$与空白相比显 著"""3$$̂$$.与 空 白 相 比
非常显著

!!从表.中可见$$̂.L%5(.̂$L%5和.$̂$L%5
的水提取物和$̂.L%5乙醇提取物3%$̂$"$与空

白相比不显著$而.$̂$L%5乙醇提取物3$$̂$"$
与空白相比显著".̂$L%5乙醇提取物3$$̂$$.与

空白相比非常显著$表明促进葡萄糖消耗能力的活

性成分可 能 存 在 于 乙 醇 提 取 物 中&乙 醇 提 取 物 的

石油 醚(乙 酸 乙 酯 和 正 丁 醇 萃 取 物 中$石 油 醚 和 乙

酸乙酯萃取物 活 性 都 非 常 显 著’3$$̂$$.!&采 用

.VV厚的硅胶A薄板$对乙醇提取物的石油醚和

乙酸乙酯萃取物进行分离$发现石油醚萃取物和乙

酸乙酯萃取物三萜类组分基本相同$由于石油醚萃

取物呈油状$分离困难$因此$采用乙酸乙酯萃取物

进行分离$得1个组分745I.0745I1$对各组分进

行葡萄糖消耗实验$结果见表!&

!!从表!可见$组分745I#和745I%具有明显的

促进 葡 萄 糖 消 耗 能 力$经 过 675I 分 析$组 分

745I#为 单 一 组 分$而 745I% 为 单 二 个 组 分$

745I% 经 过 制 备 液 相 分 离$得 7675I. 和

7675I!$对这二组分进行活性测定$结果见表#&

表B!制备薄层各组分葡萄糖消耗率".K&#/LC$

M&<AB!N((.,0"(QM47($&,0-"%"%2’#,"6.,"%6#:90-"%&,P

0-5-03-%CMCP4?&*-9",30.6".K&#/LC$

[

组别
剂 量%’L%5!

$̂. .̂$ .$̂$

745I. ..1̂1e
2̂1

..%̂!e
."̂$

..1̂$e
.!̂$

745I! .$3̂2e
3̂.

.!3̂3e
.%̂"

.$/̂"e
#̂1

745I#
!!.̂3e
."̂1""

!3.̂3e
.3̂/""

!!%̂$e
.%̂2""

745I3
.!2̂#e
2̂1"

.##̂"e
.!̂1"

.!%̂/e
/̂""

745I"
.!3̂3e
/̂""

.!"̂!e
.$̂""

.!$̂$e
/̂."

745I%
!""̂%e
.$̂!""

!/1̂2e
/̂"""

!%!̂3e
3̂.""

745I/ ...̂#e
"̂%

..1̂#e
/̂""

.!.̂.e
"̂#

745I1 .$#̂3e
"̂/

.$3̂"e
%̂"

.$.̂"e
"̂$

!"3$$̂$"$与空白相比显 著"""3$$̂$$.与 空 白 相 比
非常显著

表C!制备液相各组分葡萄糖消耗率".K&#/LC$

M&<AC!N((.,0"(Q8Q47?和Q8Q47B"%2’#,"6.,"%6#:90-"%

&,0-5-03-%CMCP4?&*-9",30.6".K&#/LC$

[

组别
剂 量%’L%5!

$̂. .̂$ .$̂$

7675I.
!"%̂$e
3̂2"" !/1̂2e/̂2"" !%#̂3e

%̂1""

7675I!
.!3̂3e
/̂2"

.#"̂#e
.!̂$"

.!%̂%e
/̂1"

!"3$$̂$"$与空白 相 比 显 著"""3$$̂$$.与

空白相比非常显著

!!从表#可见$组分7675I.具有明显的促进葡

萄糖消耗率的作用&

BAB!活性组分结构分析

BABA?!745IC和7675I?的定性反应!活性分析

表明$745I#和7675I.具有较强的活性$因此$对

745I#和7675I.进行定性反应$结果如表3&

2%!第#期 纵伟等!大叶紫薇叶中降血糖活性成分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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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各种定性反应

M&<AD!M1.$.&,0-"%"(4P/!=&1’.%<.$2!R"6.%P8.-:.$!

+&’S">6S-&%*M6,1#2&,((

反应名称
现 象

745I# 7675I.

50K
黄&红&紫&蓝!
最后褪色

黄&红&紫&蓝!
最后褪色

d,G(CFYC9L 蓝色 蓝色

]’:CF06C;VC9 红&紫 红&紫

=,(b’W:b;
氯仿层呈红色!有
绿色莹光

氯 仿 层 呈 蓝 色!有
绿色莹光

4:8GHL,8NN 淡红色 紫红色

!!三萜类化合物在无水情况下!与强酸"硫酸#磷

酸#高 氯 酸 等$作 用!会 出 现 呈 色 反 应 或 呈 荧 光!主

要是 以 上 试 剂 使 羟 基 脱 水#增 加 双 键 结 构!再 经 双

键移 位!双 分 子 缩 合 等 反 应 生 成 共 轭 双 烯 系 统!又

在酸作用下形成阳碳离子盐而呈色!所以产生一系

列呈色反 应%分 离 的 各 组 分 各 种 颜 色 反 应 均 呈 阳

性!表 明 各 分 离 组 分 可 能 含 有 三 萜 类 化 合 物!但 由

于三萜类组分所发生的一些呈色反应!甾体化合物

也有 类 似 反 应!所 以!所 分 离 的 化 合 物 是 否 为 三 萜

化合物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红外#核磁等结构分析%

BABAB!745IC 结 构 分 析!结 构 分 析 结 果 如 下&

V̂ X&!1#0!1/a’41#+$@6V,U
&!$3FV’E]#56%V,U&#"3$

8VZ."0@6$!./!$8VZ."I_@$’P=E0)(2&3""
"+0.$’P=Ef)(2&3/2"+f*,$%

.60*+]"I"\"*$%"‘.$Z%$&$̂2$!.̂$.!

.̂$!!.̂$#!.̂!3"#6C,8G!$!"‘I6#$!$̂2%!.̂$$
"#6C,8G!<!!‘I6#$!"̂32".6!Q!7_#̂"6S!60
.!$

.#I0*+]"I"\"*$%"‘.$Z%$&#2̂! "I0.$!

!1̂!"I0!$!/1̂#"I0#$!#2̂3"I03$!"%̂$"I0"$!

.1̂2"I0%$!##̂/"I0/$!#2̂%"I01$!31̂!"I02$!

#/̂""I0.$$!./̂" "I0..$!.!"̂/ "I0.!$!.#2̂3
"I0.#$!3!̂1"I0.3$!!1̂1"I0."$!!"̂$"I0.%$!

31̂!"I0./$!"#̂/"I0.1$!3$̂."I0.2$!#2̂""I0
!$$!#.̂!"I0!.$!#/̂3"I0!!$!!1̂2"I0!#$!."̂/
"I0!3$!.%̂""I0!"$!./̂""I0!%$!!#̂/"I0!/$!

./2̂1"I0!2$!!.̂3"I0#$$%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熊果酸相同).!*!鉴定为

熊果酸%

BABAC!7675I?结 构 分 析!对 斑 点7675I.进 行

质谱分析!其 相 对 分 子 质 量 为3/!!与 文 献 报 道 的

8’9’:’(;8,8;<的相对分子质量相同!表明其可能为

8’9’:’(;8,8;<%对 其 与8’9’:’(;8,8;<对 照 品 进 行

P=EZ和P=Ef的 谱 图 比 较!结 果 见 图.!发 现 它 们

基本相同%进一步进行薄层对照!结果见图!!两者

的8N相同!进一步证明7675I.化合物为8’9’:’(;8
,8;<%

>&8’9’:’(;8,8;<标准品!K&7675I.

图?!7"$"6"’-,&,-*标准品和Q8Q47?的质谱比较

)-2@?!7":9&$-6-"%"(,"$"6"’-,&,-*60&%*&$*&%*

Q8Q47?($&,0-"%<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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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7"$"6"’-,&,-*标准品 和Q8Q47?的薄层比较

)-2@B!7":9&$-6-"%"(,"$"6"’-,&,-*60&%*&$*&%*

Q8Q47?($&,0-"%<3M47

C!结!论

.!大叶紫 薇 叶 中 三 萜 化 合 物8’9’:’(;8,8;<对

促进#4#05.细胞 葡 萄 糖 消 耗 影 响 显 著"具 有 降 血

糖的功能#

!!首次发现大叶紫薇叶中存在熊果酸"与总三

萜化合物都具有显著促进#4#05.细胞葡萄糖消耗

的能力"也具有降血糖的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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