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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皮动物(Echin叫ermata)的许多重要 生理、药理活性物质及其在医 药应用 方面的价值，以及 相关的
化学成卦，已日益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1 -3J。 迄今 为止，各国研究人员仅从各种海星纲动物体内就
获得了十几类具有生物活性的化学物质[.]其中海星皂试(踊te"""P"皿)不但具有抗癌、抗菌且抗贵等活
性，而且还具有持续降压等多种作用 ，可开发 为实用海 洋药物的 种重要 活性物质。 黄 海 海域棘皮动物
资源十分丰富，对其天然 生物活性物质的研究已有报道[4，5J 为了开发黄 海 海域棘皮动物资源，我们果
用生物化学方法对 生活在黄 海 海域的几种棘皮动物 海星纲的罗氏海盘车、海燕和蛇尾纲的盘氏真蛇尾
中的皂前进行了提取制备，并对 其啻量及纯度进行了比较，从而 为进 步研究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罗氏梅 盘车(A血耐rol，缸响ni)和盘氏真蛇尾(0地iura ki呻eψ)，1999年4月末来自烟台潮下带，新鲜

时洗净泥沙，烘干备用。
海燕(A血�阳阳沪m)，I999年5月初录自养马岛潮下带，新鲜时洗净泥沙，烘干备用。

1.2 药品及仪器

甲醇(A.R.)，萃(A.R.)，正丁醇(A.R. )， 丙翻(A.R.)，标准皂戒(SeNa进口分装)，磷酸二氢铀(A
R. )，磷酸氢二锅(A.R.)，拧撵酸销(A.R. ) 0 

真空泵，蒸馆装置，血 810红外分光光度计(日本分光公司)，U-34OQ紫外分光光度计(日本日立
公司)，JC四-1∞X显微熔点测定仪(北京电光科学仪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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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皂民的提取方法(甲醇法)

将材料栅碎成碎末状，称量后用甲醇法提取[5]0

1.4 皂试的分析鉴定

1.4.1 溶血实验

盎照Fujita和Nishirnoto方法r'l进行，同时以标准皂试的榕血指数(hemolytic index， H. 1. )作垂考，皂
试的吉量且纯度以每克试样溶血指数(H.l./g1表示。
1.4.2 紫外、红外光谱分析

取三种皂试样品测其红外、 紫外光谱，井与标准皂试相比较(紫外、红外光谱测定时所用 溶液均用
磷酸盐缓坤液配制)。
1.4.3 显徽熔点测定

取皂试和标准皂试用 显微熔点测定仪测其熔点井比较0

2 结果与讨论

2.1 三种皂戒产量及产率比较

从表l可以看出金氏真蛇尾的皂戒吉量最
高，海燕次之，罗氏海盘车最低。 般认为，罗氏
海盘车体内的皂试吉量与其生殖有 关，在排卵时，

其皂就被度 最高，而排卵后则非常低，罗氏海盘
车、海燕在6月排卵，所以， 年中，皂戒浓度在夏

季比较低，而在冬、春季比较高，直至排卵。 由此
可知，本实验果靠的材料皂试吉量比较高，有利于
实验结果的比较。

2.2 三种皂试的溶血性及比较

从表2可以看出，从海燕、 罗氏海盘车中提取 衰2 三种皂试的溶血清性

的皂试都具有较强的溶血悟性，从金氏真蛇尾中T础.2 H.I.and H.I. per gram 黯阳晒阳面 回回... .....

提取的皂试溶血性稍差。 从海燕、罗氏海盘车中 A血血， re，也阳.， 血阳阳p叫加刷刷阳恤b晤... 

表1 三种皂式的总皂前产量E产率
Tab.l 础"'....αJDtent of tNer回聊oin in Ast每月'"

m曲硝时， Asteril四严回归ifera and l1均由.Id呻叨，

种 类 材料干重(，1 总皂武产量(，1 产率(%)
罗氏海盘车

梅攒
金氏真蛇尾

w 

1ω 

0.014 

0.0522 

m

m

m
 

2.6 。∞3

注 表中所示结果为两次实验的平均值。

提取的皂试产量和产率且有较大区别，但H.I./g ;f>I!芝
却相差不大，这说明从同属于海星纲的海燕、罗氏 罗氏海盘车 0.014 

海燕
海盘车中提取到的总皂戒的化学结构和化学性质 金氏真蛇尾
非常相似，因此从海星纲动物体中提取的皂试统 Z王�'"果为两次实验的平均值，标准皂成H.L/g平均为川2.
称 为悔星皂百�l710 而从生氏真蛇尾中提到的皂试
与前二者的差异比较大，厅厅百可J定 且 为 蛇尾宅试阳(

皂试对哺乳动物的红细胞均有榕血作用 '其机理主要是皂戒作用 于细胞膜，改变细胞透性，此而使
细胞溶解，但这种作用 可被胆固醇所阻断。 皂试的这种性质对消除血栓，预防4、血管疾病具有重要意
义。

2.3 皂试特性鉴定及比较

.马注目吃产量(，)每克试样浴血指数 总溶血指数
6473 91 

。仍22

0∞3 

6416 335 

17 857 54 

2.3.1 理化性质比较
从外观看，罗氏海盘车皂武呈淡黄色，海燕皂 '是3 三种皂酣盹橱点

试略带→点绿色，而盘氏真蛇尾皂戒则呈棕黄色 Tab.3τ..""描哩poInt 01翩阳呻蛐曲回........

三 者均有粘性，易吸潮。 它们的水溶液经振荡均幽阳 reIJe，啤脯 ， A血咽 阳曲如翩翩句舶四抽即回

产生持丸的泡沫反应，均榕于水、甲醇、 吉水乙醇 罗氏梅盘车 海 燕 金氏真蛇尾 标准皂试

且正丁醇等低碳薛中，不榕于苯、乙酷、丙嗣等极 熔点("C) 175-17唱 2地…255 244-2ω 1肝-lB9

性小的高机溶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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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知 ，二种皂试的熔点与标准皂试均有 差别，除罗氏海盘丰外，另外两种皂试熔距较大，这
说明其皂试中古有杂质且为混合组分c 这些杂质可能是 熔点与皂试有较大差别的脂史，主要是在脱脂
或透析时福人的。
2.3.2 红外与紫外光谱分析比较

通过红外光谱的测定显示，三种 皂 试 样品与标准皂试均在345ûcm-1、 29币cm-1、 1剧。cm-'、
1翩cm-1处有相似峰形的吸收峰，但三种皂试的吸收峰与标准皂戒吸收峰也有 定的差异，这说明提

取的三种皂成中均为混合组分。
通过紫外光谱分析比较，三种皂戒样品溶液 与标准皂戒溶液在222 - 244nm处有特征吸收峰。 其中

金氏真舵尾的皂试的吸收峰不十分明显，这可能是金氏真蛇尾皂试的榕液浓度偏低造成的。 海燕、罗氏
海盘车皂ll\的吸收峰多，说明这两种皂试中含有混合组分c

此以t测定结果可以看出，三种皂试均具有皂鼠的典型性质，并且与标准皂民具有相似的结构c

3 小结

本文通过比较总结出三种海 洋生物中皂试的古量和性质的差别，叶子大规模利用海 洋 棘皮动物提
取皂试，开发海 洋药物具有 定的指导意义。

罗氏海盘车类是广泛分布于浅海 的一种宫内性棘皮动物，营养丰富，富吉蛋白质，其巾不饱和脂肪
酸肯量较高，具有作为食品、 饲料开发的巨大潜力c 因罗氏海盘草类棘皮组织内吉毒素í41叫引起神经
症状，故作为食品或饲料开发国内报道尚少。 对金氏真蛇尾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大量海 洋非食用资源的药用开发研究，不仅可变废为主，从申获取特效药物，而且活性成分被提取
后，剩余部分的蛋白质与多糖类等，有的可作为食品政添加剂:有的可作为 饲料，进行再开发，从而提高
资源的利用价值[剖，创造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本工作得到烟台大学化学生物理工学院荆济荣、吕建刚、赵岩、林彩玲老师的大力协助，特此数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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