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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石任兵主编的《中药化学》分为3个知识结构版块，即中药自然化学、中药制备化学、中药药物化学
，共由16章组成。
其中第一章绪论论述了中药化学概念及其内涵与知识体系。
第二章至第十一章，为中药自然化学知识版块内容，主要体现中药自然而生的原药材所含化学成分知
识，为了解中药化学成分基本知识与中药自然药物属性本质奠定基础。
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为中药制备化学知识版块，主要体现中药化学成分制备及其鉴定方法与技术，
为掌握中药药物原料药制备与鉴定奠定基础。
第十五章至第十六章，为中药药物知识版块，主要体现中药药物成分体内代谢与药动学知识，为确定
中药有效物质基础与动态整体效应表征的药物属性及其协同作用特性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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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石任兵主编的《中药化学》分为3个知识结构版块，即中药自然化学、中药制备化学、中药药物化学
，共由16章组成。
其中第一章绪论论述了中药化学概念及其内涵与知识体系。
第二章至第十一章，为中药自然化学知识版块内容，主要体现中药自然而生的原药材所含化学成分知
识，为了解中药化学成分基本知识与中药自然药物属性本质奠定基础。
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为中药制备化学知识版块，主要体现中药化学成分制备及其鉴定方法与技术，
为掌握中药药物原料药制备与鉴定奠定基础。
第十五章至第十六章，为中药药物知识版块，主要体现中药药物成分体内代谢与药动学知识，为确定
中药有效物质基础与动态整体效应表征的药物属性及其协同作用特性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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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溶剂的选择运用溶剂提取法的关键是选择适当的溶剂。
溶剂选择适当，就可以有效地将目标成分提取出来。
选择溶剂要注意以下三点：溶剂对有效成分溶解度大，对杂质溶解度小；溶剂不能与中药的活性成分
起化学变化；溶剂要经济、易得、使用安全、易于吸收等。
 常见的提取溶剂可分为以下三类。
 （1）水：水是一种强极性溶剂。
中药中亲水性的成分，如无机盐、糖类、分子不太大的多糖类、鞣质、氨基酸、蛋白质、有机酸盐、
生物碱盐及苷类等都能被水溶出。
例如葡萄糖、蔗糖等分子比较小的多羟基化合物，具有强亲水性，极易溶于水；而淀粉虽然羟基数目
多，但分子太大，所以难溶解于水；蛋白质和氨基酸都是两性化合物，有一定程度的极性，所以能溶
于水，不溶或难溶于有机溶剂；苷类都比其苷元的亲水性强，特别是皂苷由于分子中往往结合有多数
糖分子，羟基数目多，能表现出较强的亲水性，而皂苷元则属于亲脂性强的化合物；鞣质是多羟基的
化合物，为亲水性的物质。
 有时为了增加某些成分的溶解度，也常采用酸水及碱水作为提取溶剂。
例如多数游离的生物碱是亲脂性化合物，不溶或难溶于水，但与酸结合成盐后，能够离子化，加强了
极性，就变为亲水的物质，不溶或难溶于有机溶剂，所以，通常用酸水提取生物碱。
对于有机酸、黄酮、蒽醌、内酯、香豆素以及酚类成分，则常用碱水提取，可使成分易于溶出。
但用水提取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易酶解苷类成分，且易霉坏变质；对于含果胶、黏液质类成分较多的
中药，其水提取液常常呈胶状，很难过滤；含淀粉量多的中药，沸水煎煮时，中药中的淀粉可被糊化
，过滤困难，所以不宜磨成细粉水煎；含有皂苷成分较多的中药，水提液在减压浓缩时，常会产生大
量泡沫，浓缩困难。
 （2）亲水性有机溶剂：亲水性有机溶剂是指与水能混溶的有机溶剂，如乙醇（酒精）、甲醇（木精
）、丙酮等，以乙醇最常用。
乙醇的溶解性能比较好，对中药细胞的穿透能力较强。
中药中的亲水性成分除蛋白质、黏液质、果胶、淀粉及部分多糖、油脂和蜡等外，其余成分在乙醇中
皆有一定程度的溶解度；一些难溶于水的亲脂性成分，在乙醇中的溶解度也较大。
而且乙醇的浓度还可以根据被提取物质的性质而变化，采用不同浓度的乙醇进行提取。
用乙醇提取时，乙醇的用量、提取时间皆比用水提取节省，溶解出来的水溶性杂质也少。
乙醇为有机溶剂，虽易燃，但毒性小，价格便宜，来源方便，有一定设备即可回收反复使用，而且乙
醇的提取液不易发霉变质。
因此，乙醇是实验室和工业生产中应用范围最广的一种溶剂，是提取工艺最常用的一种溶剂。
甲醇的性质虽和乙醇相似，沸点也较低（64℃），但因为有毒性，所以提取时少用，使用时应注意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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