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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分离纯化出具有强抗真菌活性的水溶性海星皂苷，以罗氏海盘车（Ａｓｔｅｒｉａｓｒｏｌｌｅｓｔｏｎｉ）腕为实验材料，利用
水抽提方法获得水溶性海星皂苷粗品，依次利用大孔树脂和硅胶柱层析对水溶性海星皂苷进行了纯化，并对其抗

真菌活性进行了测定。研究结果发现，在 ３０％、５０％、７０％、８０％、９５％乙醇溶液的大孔树脂柱层析洗脱组分中，
７０％乙醇溶液洗脱组分对白色念珠菌和裂殖酵母菌的抗真菌活性最强。７０％乙醇溶液洗脱组分经硅胶柱层析进
一步纯化后，得到了ＳＦ１、ＳＦ２、ＳＦ３和ＳＦ４四种纯化样品，其中 ＳＦ１纯化样品没有抗真菌活性，ＳＦ２纯化样品具
有极弱的抗真菌活性，ＳＦ３和ＳＦ４纯化样品均具有很强的抗真菌活性。ＳＦ３纯化样品在高压液相柱层析（ＨＰＬＣ）
图谱中仅显示单一洗脱峰，表明其纯度很高，可应用于高效抗真菌药物的研制。研究结果为利用水溶性海星皂苷

研制高效抗真菌药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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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苷，又称皂甙，是一种广泛存在于植物以及海

洋棘皮动物中的、具有多种药理学活性的物质。海

星皂苷是海星的次生代谢产物，对纯的海星皂苷的

大量试验表明它们具有多种药理活性：溶血活性、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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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细胞毒性、抗病毒作用、抗革兰氏阳性菌活性、阻

断哺乳动物神经肌肉传导作用、Ｎａ＋／Ｋ＋ＡＴＰ酶抑
制作用、抗溃疡作用以及抗炎、麻醉和降血压活性

等［１］。目前，对海星皂苷的制备多采用甲醇、乙醇等

稀醇提取法［２３］，这种工艺方法冗长复杂、萃取率

低［４］，存在着有机溶剂使用量大、成本高、容易对环

境造成污染等一系列缺点［５］；同时提取的海星皂苷

水溶性比较差，应用时常需用促溶剂如 ＤＭＳＯ等对
其进行溶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抗真菌活性，

也限制了其在临床医学上的应用范围。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未见到对水溶性海星皂苷

的报道极少，更没有利用水溶性海星皂苷进行抗真菌

活性的研究报道。本文利用水抽提法、大孔树脂柱层

析和硅胶柱层析从罗氏海盘车（Ａｓｔｅｒｉａｓｒｏｌｌｅｓｔｏｎｉ）腕中
分离并纯化出水溶性海星皂苷，筛选出具有显著抗真

菌活性的水溶性海星皂苷单体，为利用水溶性海星皂

苷开发研制高效抗真菌药物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罗氏海盘车（Ａｓｔｅｒｉａｓｒｏｌｌｅｓｔｏｎｉ）采自青岛胶州湾
海域，裂殖酵母菌（Ｓｃｈｉｚ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ｐｏｍｂｅ）和白色
念珠菌（Ｃａｎｄｉｄａａｌｂｉｃａｎｓ）由中国海洋大学微生物工
程实验室友情惠赠，采用 ＹＰＤ培养基（酵母浸膏
０５％，蛋白胨１％，葡萄糖２％，琼脂２％）于２８℃培
养；旋转蒸发仪购自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冷冻干燥

机购自美国西盟（ＳＩＭ）公司，ＡＢ８型大孔树脂购自
天津南开化工厂，硅胶板及层析用硅胶（２００～３００
目）购自青岛海洋化工厂，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１００型高压液相柱
层析（ＨＰＬＣ）仪、ＲＩＤ检测器和 ＡｇｉｌｅｎｔＺＯＲＢＡＸ
ＥｃｌｉｐｓｅＸＤＢＣ１８型 ＨＰＬＣ层析柱（４６ｍｍ×１５０ｍｍ，

０５μｍ）为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产品，ＨＰＬＣ层析柱洗脱
流动相所用乙腈为色谱纯，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１２ 水溶性海星皂苷的分离提取

取新鲜罗氏海盘车腕，用匀浆器打碎，６０℃水
浴２ｈ，期间不断搅拌，１６层纱布过滤后收集海星水
提液。将海星水提液 ｐＨ调整为 １０，上样于预处理
的ＡＢ８型大孔树脂柱（３０ｍｍ×３００ｍｍ），蒸馏水洗
柱后分别用３０％、５０％、７０％、８０％、９５％的乙醇溶液
各３００ｍＬ进行洗脱，收集各种洗脱组分，石油醚脱
脂后使用正丁醇进行萃取，经旋转蒸发和冷冻干燥

后备用。

１３ 大孔树脂各洗脱组分抗真菌活性测定

参照２００５中国药典中的管碟法［６］进行抑菌环

直径的测定。将不同水溶性海星皂苷洗脱组分的冻

干品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０５ｍｇ／ｍＬ的生理盐水溶
液，分别测定其对裂殖酵母和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环

大小，测量抑菌环直径并拍照。

１４ 水溶性海星皂苷的硅胶柱层析

将筛选出的具有高抗真菌活性的大孔树脂柱洗

脱组分上样于硅胶常压柱（１５ｍｍ×２００ｍｍ），利用混
合展层剂（Ｖ正丁醇∶Ｖ乙酸乙脂∶Ｖ水 ＝４∶１∶５）系统进行连
续洗脱，收集洗脱组分（每管５ｍＬ）。对各洗脱组分
进行硅胶板薄层层析，合并迁移率相同的洗脱组分，

经旋转蒸发和冷冻干燥后备用。

１５ 水溶性海星皂苷各纯化组分的抗真菌活性测定

水溶性海星皂苷纯化组分抑菌环直径的测定方

法同１３。硅胶柱纯化样品的最低抑菌浓度（ＭＩＣ）
的测定参照丛日山等（２００７）琼脂稀释法［５］。

１６ 水溶性海星皂苷纯化样品的纯度鉴定

称取水溶性海星皂苷纯化样品的冻干品

０４ｍｇ，用去离子水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０５ｍｇ／ｍＬ
的水溶液，取 ２０μＬ溶液上样于 ＡｇｉｌｅｎｔＺＯＲＢＡＸ
ＥｃｌｉｐｓｅＸＤＢＣ１８（４６ｍｍ×１５０ｍｍ，０５μｍ）ＨＰＬＣ
柱，在２５℃用流动相（Ｖ乙腈 ∶Ｖ水 ＝３６∶１００）进行洗脱
（流速为 １ｍＬ／ｍｉｎ），检测 ２０３ｎｍ的光吸收，根据高
压液相色谱确定被测组分的纯度。

１７ 数据处理

全部数据均使用“平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
示，各实验组间的数据比对均采用 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 ｔ
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大孔树脂各洗脱组分抗真菌活性

利用管碟法对使用３０％、５０％、７０％、８０％、９５％
乙醇洗脱的组分进行了抗真菌活性研究，各洗脱组

分对裂殖酵母菌和白色念珠菌的抑制情况如图１所
示，抑菌环大小测定及其 ＭＩＣ值如表１所示。结果
表明，质量浓度为 ０５ｍｇ／ｍＬ的各洗脱组分对裂殖
酵母菌（Ｓｃｈｉｚ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ｐｏｍｂｅ）和白色念珠菌
（Ｃａｎｄｉｄａａｌｂｉｃａｎｓ）均有一定抑制作用，但抑制程度
不尽相同。其中，３０％的洗脱组分有较弱抗真菌活
性；５０％、８０％和９５％的洗脱组分均具有较强的抗真
菌活性；７０％的洗脱组分的抗真菌活性最强。
２２ ７０％乙醇洗脱组分硅胶柱层析

将具有显著抗真菌活性的 ７０％乙醇洗脱组分
进行硅胶柱层析，对各硅胶柱洗脱组分进行硅胶板

薄层层析检测，结果如图２显示：第９～１０号洗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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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均为迁移率０７６±００１的单一斑点，合并收集为
ＳＦ１纯化样品；第 １７～１８号洗脱组分均为迁移率
０５７±００１的单一斑点，合并收集为 ＳＦ２纯化样
品；第２５～２６号洗脱组分均为迁移率０４０±００１的
单一斑点，合并收集为 ＳＦ３纯化样品；第３４～３５号
洗脱组分均为０３２±００１的单一斑点，合并收集为
ＳＣ４纯化样品。对四种纯化样品分别进行旋转蒸
发和冷冻干燥后，冷冻保存备用。

图１ 各种大孔树脂柱洗脱组分的抗真菌活性

Ａ．裂殖酵母菌；Ｂ．白色酵母菌．ａ．３０％乙醇溶液洗脱组
分；ｂ．５０％乙醇溶液洗脱组分；ｃ．７０％乙醇溶液洗脱组分；
ｄ．８０％乙醇溶液洗脱组分；ｅ．９５％乙醇溶液洗脱组分；各洗
脱组分的使用质量浓度均为０５ｍｇ／ｍＬ．
Ｆｉｇ．１ 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ｔｈａｎｏ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ｍａ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ｒｅｓｉｎｃｏｌｕｍｎ
Ａ．Ｓｃｈｉｚ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ｐｏｍｂｅ；Ｂ．Ｃａｎｄｉｄａａｌｂｉｃａｎｓ．
ａ．３０％ｅｔｈａｎｏ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５０％ｅｔｈａｎｏ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７０％ｅｔｈａ
ｎｏ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８０％ ｅｔｈａｎｏ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９５％ ｅｔｈａｎｏ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ｅｔｈａｎｏ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ｕｓｅｄｉｓ０５ｍｇ／ｍＬ．

表１ 各种大孔树脂柱洗脱组分对裂殖酵母菌和白色

念珠菌的抑菌环大小（ｎ＝３，珋ｘ±ｓ）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ｉｚｅｓｏｆ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ｃｉｒｃｌ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ｔｈａｎｏ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ｍａ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ｒｅｓｉｎｃｏｌｕｍ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Ｓ．ｐｏｍｂｅａｎｄ
Ｃ．ａｌｂｉｃａｎｓ（ｎ＝３，珋ｘ±ｓ）

大孔树脂洗脱组分

抑菌环直径?ｍｍ

裂殖酵母菌

（Ｓ．ｐｏｍｂｅ）
白色念珠菌

（Ｃ．ａｌｂｉｃａｎｓ）

３０％乙醇洗脱组分 １７１４±０５１ １４８５±０１５
５０％乙醇洗脱组分 １９３６±１０２ １６３０±０６４
７０％乙醇洗脱组分 ２４０３±０８７ １８７７±０９８
８０％乙醇洗脱组分 ２０７５±０４１ １６０１±１１７
９５％乙醇洗脱组分 ２０５８±０９７ １５９５±１１２

注：各大孔树脂柱洗脱组分的使用质量浓度均为

０５ｍｇ／ｍＬ。

２３ 硅胶柱层析纯化样品的抗真菌活性鉴定

质量浓度为 ０５ｍｇ／ｍＬ的 ＳＦ１、ＳＦ２、ＳＦ３和
ＳＦ４纯化样品对裂殖酵母菌和白色念珠菌的抑菌
环大小如图３所示，抑菌环大小测定及其 ＭＩＣ值如
表２所示。在质量浓度为０５ｍｇ／ｍＬ的４种硅胶柱
纯化样品中，ＳＦ１纯化样品没有抗真菌活性，ＳＦ２
纯化样品具有极弱的抗真菌活性，ＳＦ３和 ＳＦ４纯化
样品均具有很强的抗真菌活性。其中，ＳＦ３和 ＳＦ４

纯化样品的抗真菌活性大于 ＳＦ２纯化样品（Ｐ＜
００１），而ＳＦ３与 ＳＦ４纯化样品的抗真菌活性没有
显著差异（Ｐ＞０５）。

图２ 各种硅胶柱洗脱组分的薄层层析图谱

各硅胶柱洗脱组分的序号如薄层层析斑点下方的数字所示．
第９～１０、１７～１８、２５～２６和 ３４～３５号组分均为单一斑点。
第９～１０号组分的迁移率均为 ０７６±００１，合并为 ＳＦ１；第
１７～１８号组分的迁移率均为 ０５７±００１，合并为 ＳＦ２；第
２５～２６号的迁移率均为 ０４０±００１，合并为 ＳＦ３；第 ３４～３５
号组分的迁移率均为０３２±００１，合并为ＳＦ４．
Ｆｉｇ．２ Ｔｈｉｎｌａｙｅｒ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ｉｌｉｃａｇｅｌ

ｃｏｌｕｍｎ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ａｃｈ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ｉｌｉｃａｇｅｌ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ａｔ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ｅａｃｈｓｐｏｔｏｆｔｈｉｎｌａｙｅｒ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９１０，
１７１８，２５２６，ａｎｄ３４３５ａｒｅａｌｌｗｉｔｈａｓｉｎｇｌｅｓｐｏｔ．Ｔｈｅ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９１０ｉｓ０７６±００１，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ｐｏｏｌ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ｎａｍｅｄａｓＳＦ１．Ｔｈｅ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１７１８ｉｓ０５７±００１，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ｐｏｏｌ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ｎａｍｅｄａｓＳＦ２．Ｔｈｅ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２５２６ｉｓ０４０±００１，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ｐｏｏｌ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ｎａｍｅｄａｓ
ＳＦ３．Ｔｈｅ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３４３５ｉｓ０３２±００１，ａｎｄ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ｐｏｏｌ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ｎａｍｅｄａｓＳＦ４．

图３ 各种硅胶柱纯化样品的抗真菌活性

Ａ．裂殖酵母菌；Ｂ．白色酵母菌．ａ．ＳＦ１纯化样品；ｂ．ＳＦ２
纯化样品；ｃ．ＳＦ３纯化样品；ｄ．ＳＦ４纯化样品．
Ｆｉｇ．３ 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ｔｈａｎｏ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ｓｉｌｉｃａ

ｇｅｌｃｏｌｕｍｎ
Ａ．Ｓ．ｐｏｍｂｅ；Ｂ．Ｃ．ａｌｂｉｃａｎｓ．ａ．ｔｈｅｐｏｏｌｅｄ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Ｆ１；
ｂ．ｔｈｅｐｏｏｌｅｄ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Ｆ２；ｃ．ｔｈｅｐｏｏｌｅｄ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Ｆ３；ｄ．
ｔｈｅｐｏｏｌｅｄ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Ｆ４．

２４ 水溶性海星皂苷纯化样品 ＳＦ３的高压液相
（ＨＰＬＣ）柱层析鉴定
将２０μＬ０５ｍｇ／ｍＬ的ＳＦ３纯化样品水溶液上样

于ＨＰＬＣ层析柱，各洗脱组分（Ｖ乙腈∶Ｖ水 ＝３６∶１００）的
高压液相色谱图见图４。ＳＦ３纯化样品在色谱图中
仅仅显示为单一洗脱峰，面积归一化程度高达９８％
以上。ＳＦ３纯化样品在旋转蒸发后有结晶析出，说
明水溶性海星皂苷纯化样品ＳＦ３的纯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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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种硅胶柱纯化样品对裂殖酵母和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环大小及其最低抑菌质量浓度（ＭＩＣ）（ｎ＝３，珋ｘ±ｓ）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ｉｚｅｓｏｆ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ｃｉｒｃｌ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ｓｉｌｉｃａｇｅｌｃｏｌｕｍ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ｍｉｎｉｍｕｍ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Ｓ．ｐｏｍｂｅａｎｄＣ．ａｌｂｉｃａｎｓ（ｎ＝３，珋ｘ±ｓ）

纯化组分
裂殖酵母菌（Ｓ．ｐｏｍｂｅ）

抑菌环直径?ｍｍ ＭＩＣ值?（μｇ／ｍＬ）
白色念珠菌（Ｃ．ａｌｂｉｃａｎｓ）

抑菌环直径?ｍｍ ＭＩＣ值?（μｇ／ｍＬ）

ＳＦ１ — — — —

ＳＦ２ １２５９±０８７ １００ １０５７±０９１ ３５００

ＳＦ３ ２６７７±１２０ ０２５ ２０９２±１２５ １０００

ＳＦ４ ２６８３±１２５ ０２５ ２０８５±１７４ １０００

注：ＳＦ１～４均为在薄层层析中迁移率相同且呈单一斑点的硅胶柱洗脱组分，各洗脱组分的使用质量浓度均为
０５ｍｇ／ｍＬ．“—”示无抑菌环形成．

图４ 水溶性海星皂苷纯化样品ＳＦ３的高压液相色谱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ＨＰＬＣ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ＳＦ３ｐｏｏｌｅｄ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ａｔｅｒ

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ｔａｒｆｉｓｈ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

３ 讨论

近年来，临床上器官移植、深部外科手术、血液

透析与肠外营养手段的广泛应用，致使真菌病的发

病率明显升高，广谱抗菌药、免疫抑制剂、放化疗药

物的使用也越来越频繁［７］。目前使用抗真菌药物并

结合其它治疗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某些真菌

的感染；然而，随着抗真菌药物的过量滥用，各种真

菌对抗真菌药物的抗药性也在逐渐提高，且目前临

床上使用的各种合成抗真菌药物均对人体有一定的

毒副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从自然界生物中提取的

天然抗真菌药物，以其特效低毒的优点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青睐，也成为各国学者争相研究的目标。

海星皂苷不但具有抗癌、抗菌及抗炎活性，而且

还具有持续降压等多种作用，是可开发为海洋药物

的一种重要活性物质，应用前景十分广阔［８］。日本

学者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和 Ｙａｓｕｍｏｔｏ最早发现海星的水提物
中存在皂苷，并对其结构和物理化学性质进行了测

定［９］。学者们先后从海星纲 １０余种动物中分离出
的皂苷样品具有抗菌活性［１０］，并对其理化性质，溶

血试验、紫外光谱和红外光谱进行了测定［１１］。目

前，对海星皂苷的分离纯化主要采用甲醇等有机溶

剂提取，利用反相硅胶柱层析和反相 ＨＰＬＣ获得各
个组分［１２１３］，这种海星皂苷的提取方法不仅操作步

骤繁琐，而且所制备的皂苷单体化合物往往水溶性

较差，在实践应用时常需要添加 ＤＭＳＯ等有机促溶
剂促进溶解，有机促溶剂的添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临床医学和工农业生

产等领域的应用途径和范围［５］。由于海星皂苷的相

对分子质量大，结构非常类似，多种海星皂苷及多羟

基甾体皂苷常常混合存在，因此分离纯化的难度较

大［１］。至今国内外仍没有水溶性海星皂苷的分离纯

化及其抗真菌活性的研究报道。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首次建立了利用罗氏

海盘车（Ａｓｔｅｒｉａｓｒｏｌｌｅｓｔｏｎｉ）腕的水抽提液、采用 ６０℃
水浴的方法分离制备水溶性海星皂苷的方法，并先

后利用大孔树脂柱层析和硅胶柱层析对水溶性海星

皂苷进行了进一步纯化，获得了具有显著抗真菌活

性、成分单一的水溶性海星皂苷，纯度为９８％以上。
对罗氏海盘车腕进行水抽提的方法，一方面可

以从海星中提取到更多的水溶性海星皂苷，另一方

面可以保证海星皂苷中连接在苷元上的糖链不因温

度过高而发生断裂，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海星皂

苷的生物活性。此外，由于皂苷在酸性条件下极易

水解只有在碱性条件下才相对稳定，因此我们将水

提液的ｐＨ值调为 １０，以减少水溶性海星皂苷的水
解。该技术方法已被袁文鹏等（２００７）证实是切实有
效的［５］。

本文采用浓度梯度乙醇洗脱的方法从罗氏海盘

车腕水抽提液中分离出了多种水溶性海星皂苷组

分，发现在３０％～９５％乙醇溶液的大孔树脂柱层析
洗脱组分中，７０％乙醇溶液洗脱组分对白色念珠菌
和裂殖酵母菌的抗真菌活性最强。为了获得具有高

抗真菌活性的水溶性海星皂苷单体组分，本文又利

用硅胶柱层析对所得到的 ７０％乙醇洗脱组分进行
了进一步纯化。由于在硅胶柱层析中展层剂的选择

合适与否直接关系到纯化操作的成败，本文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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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配比的正丁醇－异戊醇－水、正丁醇－乙醇
－水、正丁醇－乙酸－水以及正丁醇－乙酸乙酯－
水等不同展层剂对水溶性海星皂苷的分离条件，发

现正丁醇 －乙酸乙酯 －水（Ｖ正丁醇 ∶Ｖ乙酸乙酯 ∶Ｖ水 ＝
４∶１∶５）对海星皂苷的分离效果最好，并选用此展层
剂对海星皂苷进行了硅胶柱层析纯化。通过硅胶柱

层析最终获得了在硅胶板薄层层析中迁移率相同且

仅为单一斑点的四种纯化样品———ＳＦ１、ＳＦ２、ＳＦ３
和ＳＦ４，发现ＳＦ３和ＳＦ４纯化样品的抗真菌活性最
强。该研究结果与袁文鹏等（２００７）的研究报道是一
致的［５］。

为了确定纯化样品的纯度，本文还对 ＳＦ３纯化
样品进行了ＨＰＬＣ柱层析，层析结果发现 ＳＦ３纯化
样品在ＨＰＬＣ洗脱组分的色谱图中仅出现单一洗脱
峰，面积归一化程度达９８％以上，且 ＳＦ３纯化样品
在旋转蒸发后有结晶析出，从而证明水溶性海星皂

苷纯化样品 ＳＦ３的纯度很高，已为单体组分，可用
于新型抗真菌药物的研制。

本文从罗氏海盘车腕水抽提液中分离制备出水

溶性海星皂苷粗品，纯化并筛选出水溶性极强且具

有高抗真菌活性的水溶性海星皂苷纯品，为研制新

型高效海洋抗真菌药物奠定了基础。目前，正在进

行ＳＦ３单体组分抗真菌活性的广谱性以及体内外
抗肿瘤活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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