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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培养适应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的高级研究人才为目标，以近年来国内外中药化学学科基础
理论体系和前沿研究新进展为核心，突出实用性，密切结合研究生的研究需求，加强新理论、新方法
、新技术等实际应用的介绍，着力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思维和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
本书内容包括现代提取分离方法，现代波谱技术在中药有效成分研究中的应用，中药化学成分的生物
合成，结构修饰和改造，生物转化，中药有效成分的ADME（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生物碱、
三萜类、甾体类、黄酮类、木脂素类、香豆素类、环烯醚萜类和鞣质类等重要结构类型的中药化学成
分的研究进展以及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不仅可作为中药化学学科研究生以及相关学科研究生的教学用书，也可供高等学校师生、有关机构的
科研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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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药化学成分是药用植物在生长过程中积累的化学物质，其结构种类丰富、变化多样，这也给
结构解析带来较大的难度。
一般情况下解析一个新分离得到的中药化学成分的结构，需要结合理化性质和各种波谱技术来进行。
然而，近年来随着分离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一些微量成分的关注程度也相应地增加。
这些微量成分有时获得量仅为几个毫克，故难以采用经典的化学方法（如化学降解、衍生物合成等）
进行结构研究，而不得不主要依靠谱学分析为主的方法解决问题。
即尽可能在不消耗或少消耗样品的条件下通过测定得到各种图谱，获得尽可能多的结构信息，而后加
以综合分析，并充分利用文献数据、生源关系等进行比较鉴别，必要时则辅以化学手段，以推断并确
认化合物的平面结构乃至立体结构。
总的来说，确定一个中药化学成分的分子结构，是一项较复杂的工作，涉及面广，很难说有一个固定
的、一成不变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
每个环节的应用方法均各有侧重，且因研究者的经验、习惯及对各种方法熟练掌握、运用的程度而异
。
有时，一个化合物结构的确定，往往是化学工作、仪器分析、植物化学分类学及文献工作的互相配合
、综合分析而获得的结果。
现代方法进行结构研究一般按下面的过程进行。
1.化合物分子式的确定确定分子式常用的方法以往有元素分析法、同位素丰度法等，目前常用高分辨
质谱法（HR-MS）。
高分辨质谱法不仅可给出化合物的精确分子量，还可以直接给出化合物的分子式，在进行新化合物的
结构解析中最为常用。
2.化合物的结构骨架与官能团的确定在决定了一个化合物的分子式后，就需要进行分子结构骨架和官
能团的确定。
一般首先根据化合物的不饱和度，推算出结构中可能含有的双键数或环数。
然后利用样品与某种试剂发生颜色变化或产生沉淀等化学定性实验对化合物类型进行初步判断。
显色反应时最好将未知样品试验、空白试验及典型样品试验平行进行，以资对照。
当根据产生沉淀判断结果时，要注意液体试样量如过多，会使沉淀现象不明显或沉淀溶解，掩蔽阳性
结果；样品分子中含有两种以上官能团时，可能干扰检识反应。
因此，根据一种检识反应的结果尚不足以肯定或否定该官能团的存在，最好作两种以上的试验，以求
得正确的判断。
最后将化学定性实验结果与所测得的物理常数、波谱数据（uV光谱，IR光谱，NMR谱，MS谱等）结
合起来综合分析，以确定化合物含哪些功能团，具有何种母核。
众所周知，随着对中药物质基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结构新颖的中药成分往往是微量的
成分，这些成分的结构测定往往不能依靠化学方法，而更多是靠波谱学的方法来测定。
波谱学的发展使结构测定的时间也大大缩短。
这其中紫外光谱（uV）只能够提供分子中芳香体系或共轭结构的信息，可用于辅助判断共轭体系中取
代基的位置、种类和数目。
红外光谱（IR）主要用于功能基的确认，芳香环取代模式的判断等。
由于uV和IR只能给出分子部分结构的信息，而不能给出整个分子的结构信息，能提供化合物的结构信
息较少，所以单独以UV和IR不能确定分子结构，必须与NMR谱、MS谱以及其他理化方法结合才能得
到可靠的结论。
而在未知化合物的结构中阐明，核磁共振谱（NMR）是最强有力的工具，特别是近年来，各种同核及
异核二维相关谱的测试与解析技术等的开发应用日新月异，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从而大大加快了结
构测定的步伐。
目前，分子量在1000以下、几毫克的微量物质甚至单用NMR测定技术就可确定它们的分子结构。
因此，在进行中药化学成分的结构测定时，NMR作用最为重要，已经成为结构研究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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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药化学专论》：供中医药、中西医结合各专业研究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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