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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籽成分2-轻基一3一丁烯基硫普的分离、鉴定及杀钉螺试验

冯新港，’ 易健民2 施天益I

中图分类号:R943.519 文献标识码:A

    我国日本血吸虫病疫区现有钉螺面积约为30亿平方

米’。目前.易感地带灭螺仍然是我国 (特别是在湖沼地

区)控制血吸虫病的有效措施之 一，，。但是，目前使用的

化学灭螺药如抓硝柳胺除对环境造成一定穆度的污染外.

尚存在价格较高等问题。因此，开发高效、低毒、价廉的

植物源灭螺药的研究受到重视。油菜籽是芥菜 (辣油菜)、

白靛 (甜油菜)和甘蓝类油菜的种子，是我国食用植物油

一菜油的主要原料，油菜籽中除含植物油外 尚含有蛋自

质和硫昔等物质。这些物质榨油后留在菜籽饼中。菜籽饼

可用作饲料.但必须通过脱毒后才能作家奋饲料，被脱的

毒物主要为硫昔，,L也是一种乏中药‘，;。在预实验中，我
们发现菜籽饼粗提取物具有较高的杀螺效果。本研究进一

步对其中的杀螺有效成分进行分离、鉴定，并评估其室内

杀钉螺的效果，为开发这种植物灭螺药提供基础

1 材料

    市售甘蓝型油菜籽，并收集榨油后的菜籽饼作提取材

料，104℃干澡4 h.粉碎成60目细粉备用。湖北钉螺指名

g种(Oncome(-ta hy-is )采自洞庭湖君山岛前湖州 清
水洗涤，人工饲养2 wk后，通过逸坳实验选出阴性螺供试

验用

述分离样品直接上样到质谱仪、(AV-HF-3F, V.G Lid，USA)

人口 用快原子轰击法检测，根据质潜数据确定分子量

分离物纯度的检侧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样品溶解在

水中后装人.8柱，以甲醉:水 (4: 6)溶液为流动相，在

色谱仪 (HP5000, Hewleit Packa 1 Co.USA)上进行。记录

洗脱峰 分离样品的紫外吸收用紫外扫描法测定，先配制

浓度为40 m盯L样品的水溶液，在扫描仪 (UV-2201.

Shimazu Co., JPn)上进行。为进一步证实分离物的结构，

进行了红外光谱测定实验，取110℃干燥10 h的2 mg样品
与KBr粉混合及压片，在红外分光光度计上检侧 (60 Sx B,

Nirolet Ltd，USA)所有实验进行3次
    我们修改的方法简述如下:取200 g油菜籽粉或菜籽饼

粉用分级蒸馏法经正己烷和无水乙醉等分别提取;当油性

物被抽提时，粗的硫昔也被分离。最后用乙醚洗涤，室温

干燥

2.3 分离物杀潮北打蛛试脸 用小宫浸泡法.使钉螺与分

离样品充分接触，每组30个成娜暴露至倍比稀释的样品溶

液中(即由预实验确定的溶液浓度100, 50. 25, 12.5 mg/
L，外加一组浓度为90 mg/L), 24℃一26℃浸泡48 h，并重
复进行1次检测;用极大似然概率单位法计算LC,,值;。

2 方法

2.1 活性成分的分离 参照文献‘报道的方法进行，取50

8脱脂菜籽粉 加500 ml沸水浸提20 mm后，加人20 nil 0.5

m.I/L Pb (A,)-8a (Ac ),溶液，冷却，离心。提取液经蠕

动泵泵人DE.AE Sephudrx A-25柱中，分别用醋酸毗吮和水以

2 nil/ mm淋洗，用0.25 moUL民SO溶液以流速1 ml/ min洗

脱。收集的洗脱液在60℃蒸发致千，用甲醇脱盐与过滤，

溶液在45 'C蒸发至2 ml，加2 ml水溶解.转入离心管中，

用20 ml无水乙醉冲洗，4℃过夜结晶，然后以32 800 g离

心10 mm，弃上清，沉淀用2 m1水溶解;用ODS柱，0.5%

的CH, CN为流动相，高效液相色谱法分离，收集洗脱液，

45 'C蒸发至干，用少量水溶解沉淀，并转人离心管中4 ̀C

过夜结晶，并十32 800 g 4 3r离心10 mm,弃上清，然后冷

却干嗓备用〔

2.2 活性成分结构鉴定 据文献报道，石的方法进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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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和讨论

3.1活性成分的分离结果 据文献’J方法分离得到的活

性成分为白色结晶物。用我们修改的方法所得结果也较好.

从菜籽中分离的样品也为类白色结晶物 镜检只发现有少

量的油、脂肪及磷脂类物质，得率为。.2%一。3%。从菜

籽饼中分离的样品则为褐色，纯化较为困难。主要是榨油

过程中温度高，使菜籽中的糖和蛋白质类物质焦化分解所

致 更纯的样品可以通过进 一步提取而获得

    比较经我们修改的方法与常规工业法的一些特点;用

我们的方法分离所获油和脂肪的纯度较高.颜色为播黄色，

得率为41.5%.在硫试去除的同时，磷脂和蛋白质类物质

也能回收 而常规工业法过程则是首先在高温下榨油，故

焦化物均残留于油和讲中，使得进一步纯化蛋白质和硫昔

等步骤较为困难。用我们的方法操作简单和成本较低等优

点，不需要文献比礴所述的昂贵的仅器和试剂，但分离的样

品也能满足进一步实验如结构鉴定、杀螺及其它毒理学测

试等的要求

3.2 分离物的鉴定 分离物HPI.C结果显示:在波长a=

228mn条件下存在4个峰.但主峰的面积占整个色谱峰面积

的90 以卜，即含量在90%以上;主峰对应于硫节的峰

(图1)。此外，我们发现流动相甲醉与水的最适比为4: 6

在提取物的紫外吸收图谱上。只在x = 228nm处有 一特异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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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分子中有一N二c一5一基团，该结构为2一轻基一3一r烯基硫

昔所特有·“
    质谱分析结果显示分离物的分子离子峰为466.故分予

量为 466(图 4),质潜图也对应于 2-Y}基-3 J嵘基硫

普‘·
    综合分析分离物的色谱和光谱资料提示活性成分的分

子结沟为2-轻基一3丁烯基硫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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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分离化合物的色漪图A = 228.流动相侣McOH: H,O (4

收峰，也是唯一的吸收峰 (图2),表明分子中没有苯环或

共扼双键结构，只有孤,}双键或C二O和c二N等基团存

在，这对6.i于硫昔的吸收峰特征‘“「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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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分离物的质圈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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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 分窗物的盆外扫描圈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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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分离物的红外吸收圈讼

    如图3所T,在红外吸收图谱的3375 cm-1处有 一极强

的吸收峰，表明分f中有多个经基互相以氢键联系或有一

单糖分子存在;1657 cm-1、1053 cm-1及820 cm-1处吸收峰

2.3 分离物室内杀湖北衡蛛试脸 杀螺试验结果显示:分

离物杀湖J匕钉螺LC,。值为28.43土1.38 m澎L 在植物灭螺剂

LC*值中居于中等大小范围内’、一般地说，合成的灭螺剂

的LC、值低于10 mg/L，但对大多数植物灭螺剂来说，LC,,

值都要高于这一剂量。植物灭螺剂的杀螺活性成分从化学

分类角度被分类为:双菇类和倍半菇类、类黄酮和鱼藤酮

类、吠喃香豆素类、链烷醉类、烯基酚类、脂肪酞胺类1

皂试和丹宁类等‘，。本文首次报道硫贰类具有杀湖北钉螺

的杀螺作用效果，为进一步开发这种新的植物灭螺药提供

了原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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