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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新农药创制为目的，从农药学的角度介绍了天然产物活性成分的提取和分离技术、高效液相色
谱－质谱联用技术在天然产物研究中的应用以及天然产物农药活性成分的筛选及评价方法，并通过部
分实例介绍了植物源和微生物源农药活性成分的分离方法，对源于植物和微生物的杀虫剂、杀菌剂和
除草剂进行了总结，同时介绍了其他未产业化的农药活性天然化合物。
     本书可供从事农药研究与开发，特别是从事新农药创制的研究生、科研及教学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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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①湿法上样先将待分离的样品溶于一定体积的溶剂中，原则上选用的溶剂极性要比首先选用的
流动相极性低，体积要尽可能小。
将样品溶液轻轻滴加到柱头，尽可能不要对柱床造成破坏，这是湿法操作中的最关键环节。
也可在柱头加入少量无水硫酸钠，此时上样溶液不会直接对柱床造成冲击。
加样后样品在柱顶部吸附剂中的下沿尽可能水平，不可一侧高、一侧低，或呈锯齿状，否则洗脱过程
中会造成组分之间的交叉重叠。
②干法上样在天然产物有效成分分离中，被分离样品成分复杂（尤其是在初级分离工作中），往往找
不到一种合适的溶剂将样品全部溶解，而且还要保证溶剂极性较低、体积很小。
遇到这种情况，最好采用干法上样。
待柱床沉降好以后，在柱头保留一定体积的流动相。
选一种强极性溶剂（如丙酮）将样品溶解，然后以少量硅胶吸附，待溶剂彻底挥发后，将载有样品的
硅胶在研钵中研磨均匀，再转移至柱头，加样过程不能太快，要保证溶剂充分润湿硅胶，同时用玻璃
棒轻轻搅拌至均匀，否则容易在柱头产生气泡。
（3）洗脱硅胶柱色谱常采用二元（或多元）混合溶剂进行洗脱，其中一种溶剂为基础溶剂，通常为
弱极性溶剂或非极性溶剂，另一种为极性溶剂。
具体的混合溶剂组成及两种溶剂所占比例应通过预先的薄层色谱结果决定。
常用的洗脱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等强度洗脱，即自始至终采用同一种洗脱剂，另一种是梯度洗脱，即
采用若干种不同洗脱强度的洗脱剂，依次由弱到强进行洗脱，用洗脱能力弱的先洗下吸附能力弱的物
质，再换用洗脱能力强的洗脱剂，分段洗下吸附能力不同的成分。
一般来说，如果样品已经过初步分离，成分不复杂，特别是各组分的极性相差不是很大，则可采用等
强度洗脱；如果要对样品进行初步分离，成分很复杂，则最好采用梯度洗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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