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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发展

我国独特的丰产的若干天然产物的研究
’

邢其毅 李明谦

(北京大学化学系)

l摘要l 本文介绍了
“

我国独特的丰产的若干天然产物研究
”

的意义和取得的主要进展及成果
。

我们

较系统地研究了 57 种药用植物及海洋生物
,

分离得到 330 余个化合物
,

其中砧类
、

黄酮
、

生物碱
、

小

肤等新化合物 1 18 个
。

还发现了新的药用柴胡源种
。

经生理活性试验表明
,

大多数新化合物均有不

同程度的生理活性
。

这些成果不仅对开发新的药源有重要作用
,

而且也丰富了有机化学的内容
。

对

松脂化学研究
,

完成了由 : 一旅烯合成芳樟醇
、

由 : 一旅烯合成高旋光度龙脑 (医用级 )及樟脑
、

茨烯一

步水合实现高转化率得到异龙脑 ; 合成香料近 30 种 ; 松香和松节油经转化合成了 10 余种高分子单

体
、

预聚物及聚合物 ;菇类化合物的选择性氧化
、

重排等方法也获得有意义的进展
。

几年中发表论文

10 0 余篇
,

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做报告 20 余篇
,

获国家专利两项
,

培养研究生近 70 名
。

月lJ 青

人类从动植物资源中获取食品
、

染料
、

医药
、

农药及其它工业原料
,

已有悠久的历史
。

据估

计世界上现存植物约 60 万种
,

但做过化学及药理研究的还不到 10 %
。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植

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 (仅次于 巴西 )
,

对药用植物的使用历史之悠久
、

经验之丰富居世界前

列
,

但对其化学和药理的研究却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
。

所以近几年来
,

日
、

美
、

法等国的有关学

者对我国西南
、

西北地区的药用植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

我国不仅陆地上植物种类繁多
,

海洋

药用生物的品种也极为丰富
。

近十多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对海洋生物的研究有了蓬勃发展
,

从

中发现 了不少具有生理活性的结构特殊的化合物
,

如从海葵中得到的海葵毒素是 目前已知最

毒的非蛋白神经毒素
。

我国南海广泛存在的珊瑚
、

海绵等海洋生物种类繁多
,

对它们的研究是

70 年代后期才起步
,

但也获得一些具有独特生理活性的物质
,

有的化合物的碳骨架是陆地生

物中极少见或尚未发现的
。

所以开展药用植物及海洋生物的研究不仅可以开辟药源
,

弘扬祖

国传统医学
,

而且一些新化合物的发现及合成必然促进有机化学学科的发展
,

具有深远的意

义
。

松脂是我 国南方各省区的马尾松
、

云南松
、

思茅松
、

湿地松等树种在夏秋之季流出的一种

树脂 (即松脂 )
,

其中含松节油 (主要是漩烯 )约 巧%
,

松香 (主要是松香酸 )约 80 %
。

目前国内

可年产松节油约 7一 12 万吨
,

松香约 6 0一名0 万吨
,

就其产量而言
,

居世界前列
,

是我国最重要

的丰产天然产物之一
。

就其利用而言
,

国内使用不到一半
,

而一半以上均以粗产品或原料出口

日本
、

澳大利亚等国
。

松节油
、

松香又是化工
、

轻工
、

医药
、

造纸
、

高分子材料等行业的重要原

*

本文材料是由参加研究的同志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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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谦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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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国外由于研究工作起步早
、

研究力量强
,

现 已开发出上述领域的系列精加工产品
,

而国内

不仅产品品种少
,

精加工产品更少
,

且工艺技术落后
,

这与我国的资源和工业发展的需要很不

相称
。

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这方面的基础及应用基础研究薄弱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19 8 6 年已把
“

我国独特的丰产的若干天然产物的研究
”

立为

重大项 目
,

其主要内容是研究我国西南
、

西北地区若干特有植物和南海生物中的化学成分及独

特的珍贵药物中水溶性的成分和丰产资源— 松脂
,

研究合成某些动植物中的重要化合物和

肤类等
。

参加本项 目的有北京大学
,

中山大学
,

兰州大学
,

复旦大学
,

云南大学
,

中科院的上海

有机所
、

广州化学所
、

大连化物所
,

上海药工院
,

上海香料所等 10 个单位 130 余人
。

经几年的

共同努力
,

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

并奠定了几个重要课题的研究方向
。

一
、

若干特有植物的化学成分及药理研究

1
.

通过对云南保山
、

西双版纳
、

通海等地区的民族民间药用植物的调查
,

从中筛选出对肝

炎
、

肝硬化腹水
、

血吸虫腹水
、

无名肿毒等有明显疗效的半边莲
、

树萝 卜等属 中 9 个从未研究过

的品种
,

对其进行了化学成分研究
,

分离鉴定 出 65 个化合物
,

其中 14 个为首次发现的新化合

物
。

为了进行药理试验
,

还合成了山梗醇碱
、

去甲山梗酮碱等生物碱及类似物 8 个
,

其中 3 个

是新化合物
。

药理试验正在进行中
。

这些研究成果对开发云南药用植物资源
,

继承和发扬民

族民间传统医学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1989 年获云南省高校科研成果奖
.

2
.

对传统中药柴胡与懈寄生的研究
。

柴胡具有解表和里
、

疏肝及解郁等功效
。

此属植物

在我国有 30 余种
,

载人中国药典者仅北柴胡和红柴胡两种
,

而此属植物的化学成分研究尚未

见详细报道
,

这与我国中医中药的科学化
、

现代化不相适应
。

加之我国的北柴胡资源又 日趋枯

竭
,

急待开发新的柴胡源
。

国外研究较多的亦仅有 日本的三岛柴胡一种
。

因此
,

开展该属植物

的研究
,

在学术上和实际应用上均有重要意义
。

我们对法定柴胡 (北
、

红柴胡 )品种和西南地区

的主要药用柴胡品种进行了化学成分研究
,

获得如下进展 二 ( l) 对法定品种北柴胡和红柴胡的

成分进行了比较
,

以公认的主要活性成分— 柴胡皂贰 a 和 d 的含量作为评价标准
,

发现红柴

胡所含这两种成分明显低于北柴胡
。

对红柴胡是否可作为法定品种提出了不同看法 ; ( 2) 建立

了测定柴胡生药中柴胡皂贰 a
,
c

,

d 含量的高速液相色谱分析方法
,

较已有方法简便
。

利用这

一方法对国内主要的 13 种药用柴胡进行了分析
,

并对其药用的优劣作出了评价
,

为实际应用

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 ; (3) 从云南地区发现两种新柴胡 (韭叶柴胡和多枝柴胡 )
,

经化学成分分

析
,

发现其柴胡皂贰含量比法定品种北柴胡高 2一3 倍
,

且柴胡皂贰种类也多
,

确认为值得推广

应用的两个新种 ; ( 4) 从西南地区的韭叶柴胡
、

多枝柴胡
、

空心柴胡
、

汉川柴胡等中
,

分离得到

31 个化合物
,

其中 2 0 个是新化合物
,

超过 日本学者在这方面所报道的新化合物
,

丰富了柴胡

属植物的化学内容
。

榭寄生是一个有 2000 多年历史的传统中药
,

其化学成分国内外均未见详细报道
,

我们在

系统的研究中
,

已分离鉴定出 30 个化合物
,

经结构测定
,

发现有 7 个新化合物
。

分子中具有

3一经基一3一甲基戊二酸的黄酮是天然产物中首次发现的一种新型结构的黄酮
。

还以高型草酚

为起点
,

对其进行结构修饰合成了近 20 个化合物
,

并与相应黄酮衍生物进行了生理活性比较
,

发现其中一些化合物有明显的抗心律失常作用
。

双氢黄酮衍生物比相应的黄酮衍生物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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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性和较低的毒性
,

为进一步开发双氢黄酮提供了依据
。

3
.

凤毛菊属植物一般均生长在雪线以上的山坡上
,

生长在我国境内的品种占世界的四分

之三
,

其中一部分是名贵的中草药
,

民间常用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

骨折
、

外伤出血
、

妇科疾病
、

镇静麻醉等病症
,

但对其化学研究很少
。

最近十多年来陆续报道了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一

些倍半菇内醋
、

倍半褚贰类
、

黄酮类
、

生物碱等类化合物
,

有较强的生理活性
,

有的还有明显的

抗肿瘤作用
。

几年来我们对风毛菊属中 7 个品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

分离得到倍半菇内

酷及其贰类
、

倍半菇生物碱
、

黄酮及其贰
、

三菇类
、

多糖等近 90 个化合物
,

其中 12 个是新发现

的化合物
。

经生理活性试验发现有的黄酮
、

生物碱
、

多糖等有明显抗腹水型肝癌活性
、

抗癌
、

抗

氧化疲劳等作用
。

19 71 年美国学者从欧洲紫杉中分离得到一个具有细胞毒性和抗白血病活

性的二菇化合物— 紫杉醇
,

由于它在众多的抗肿瘤药物中表现出独特的作用方式而引人瞩

目
,

最近已在法
、

美等国用于临床试验
,

是一个有前途的抗癌试剂
。

它的不足是水溶性差
、

来源

有限和潜在的不稳定性
,

因而使用上受到限制
。

我们从 19 8 7 年开始
,

已从两个种的红豆杉中

分离出 20 个紫杉烷类二菇
,

其中 巧 个为新化合物
,

并对其中 11 个化合物进行了生理活性试

验
,

同时还对其中一些化合物进行了结构改造
,

获得可喜进展
。

这类二菇是 目前世界著名合成

化学家们的一项研究热点
。

以上表明
,

系统研究我国西北地区凤毛菊属及红豆杉类植物的化学成分及相应的生理试

验
,

不仅丰富了菇类
、

黄酮等的化学内容
,

而且对寻找具有生理活性的物质
、

充实我国医药宝

库
、

利用药用植物资源均有重要意义
。

该项成果获省级科技三等奖
。

4
.

人参是久 已闻名于世的传统中药
,

是亚洲很多民族公认的一种独特的珍贵药物
,

人们

常用水煎法服用
。

由于水溶性化学成分的分离纯化较脂溶性或醇溶性要困难得多
,

因而研究

报道较少
。

但近年来有文献简要报道了人参水溶性部分具有抗脂肪分解
、

抗肿瘤和治疗糖尿

病等作用
。

所以人参水溶性化学成分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

研究水溶性的化学成分将不仅限

于人参
,

而且是今后研究其它中草药的一个方向
。

我们已取得的成果如下
:
( l) 首次从人参中

分离得到具有强抑制神经活性的 7一氨基丁酸
,

首次检测到人参中含有鸟氨酸和乙醇胺
。

定量

分析了人参中游离氨基酸和总氨基酸的含量
,

以游离精氨酸含量最高
,

这一结论与某些文献报

道不 同
。

( 2) 找到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
,

将混合的人参水溶性小肤 (分子量 50 0
es

一 2 0 00) 分离为

酸性肤
、

中性肤
、

碱性肤三部分
。

( 3) 运用离子对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
,

从等外参水提取液的酸

性肤部分中分离鉴定出氧化型谷胧甘肤
,

从中性肤部分中分离鉴定出其主要成分为谷胧甘酞

胺 ;从五等参 50 % 甲醇提取液的酸性肤部分中得到一个新的酸性肤— 氧化型谷甘胧肤
,

这是

首次从人参中发现的一个谷胧甘肤的异构体
,

经仪器分析法和人工合成证实了它的结构
。

对

谷胧甘酞胺与谷甘胧肤
,

过去也未见文献报道
。

从结构上
,

它们的 N 一端谷氨酸是 下一竣基与

氨基形成 卜肤键
,

不是正常的
: 一肤键

。

在酸性肤部分和碱性肤部分中还有其它成分也是以

谷氨酸为 N 一端基并以犷肤键形式存在或 N 一端被封闭形式存在
。

这种结构特点形成了它们

抗酶解的特性
。

由于含量甚低
,

目前正在合成这两种肤
,

以便进一步验证结构与生理活性试

验
。

(4 )生理活性试验表明 : 低剂量的酸性肤可以显著地增加细胞内多糖的含量
,

中剂量可以使

细胞内葡萄糖一 6一磷酸酶和唬拍酸脱氢酶的含量增加 ; 碱性肤组分可以显著地增加细胞内唬

泊酸脱氢酶的含量
,

而对多糖含量没有影响
。

实验结果还表明人参肤是通过调节某些酶系统

而影响细胞的代谢环节
,

但并不抑制细胞的增长
。

这些工作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重视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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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也更加明显
。

5
.

许多具有良好药效的天然产物化合物
,

在动植物体内的含量往往很低
,

使用上受到限

制
,

人们不得不求助于化学合成
。

从云南产的植物分离出来的竹红菌素
,

对老人斑病有特效
,

但在天然产物中含量极低
,

我们进行了它的合成研究
,

已完成了主体骨架兹醒的合成
,

并发现

很有意义的双偶等反应
,

可使合成步聚减少
,

加快合成进程
,

丰富了有机化学内容
。

我国杜仲具有良好降血压的效果
,

其主要活性成分是松脂酚糖贰
,

但含量甚低
,

且植物来

源 日渐减少
,

目前已限制出口
,

因此
,

急待解决这种成分的合成问题
。

此类化合物结构属于芝

麻类木脂素化合物
。

国外的合成均采取一步关环法
,

产生出多种异构体
,

产量很低
。

我们设计

了分步关环的方法
,

这样即可控制第二次关环的取向及立体化学问题
。

目前已完成第一次关

环的工作
,

第二步工作现正在进行中
。

本课题具有较大的理论及经济上的价值
。

我国独特的药用植物干层塔中含有一种治疗各种老年性疾病的化合物石杉碱甲
,

关于它

的合成国内外均有简要报道
,

但产量极低
,

或者原料难得
。

为使这一药物得以应用
,

结合我国

实际情况
,

我们设计了多条合成其关键中间体 5
,

6
,

7
,

8一四氢一 2 ( IH )
,

--6 哇琳二酮的路线
,

并

逐一进行试验
,

得到了 11 个新化合物
,

其中 2 个与所需中间体结构相近
。

获得可喜进展
。

在开展上述研究中
,

总计发表论文 40 篇
,

培养博士生 13 名
、

硕士生 40 名
。

二
、

松脂化学研究

松脂是我国的丰产资源
,

在过去几十年中
,

国内外有关学者对它的主要成分旅烯和松香酸

的结构和基本反应均进行了大量研究
。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新试剂
、

新型催化剂等的不断

发现
,

新的实验技术的应用
,

加之认识不断深化
,

深感有很多问题值得更进一步地从基础与应

用基础方面开展深人的研究
。

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
、

西德等至今仍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报告

和专利报道
。

日本利用均相催化法
,

合成了高纯度光活性的溥荷脑
,

无论在生产或理论上均引

起了世界 同行的注意
。

从我们几年来的研究表明
,

新试剂
、

新催化体系的使用
,

大大丰富了菇

类化学的内容
,

把一些常见的异构
、

水合
、

氧化
、

醋化
、

加成等反应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

突出的是

选择性的控制反应
。

我们的研究进展情况如下 :

1
.

以新型分子筛为主的固体酸催化单掂化合物的水合
、

醋化
、

异构化
、

烷氧基化等反应的

研究
,

筛选出催化活性好
、

选择性高的催化体系
、

适当的溶剂体系及反应条件
。

完成了由 : 一旅

烯 (光活性的 )一步水合得到高纯度光活性的医药级人工合成龙脑 (产物与天然龙脑接近 )
,

并

通过鉴定 ;实现了由 ( 士 ) “ 一漩烯经水合
、

氧化合成高旋光性的樟脑 (一般人工合成樟脑都是无

旋光或低旋光度的 )
,

还实现了由茨烯一步水合合成异龙脑
,

茨烯转化率高达 95 %
,

远远超过

用树脂酸法的转化率 ;还完成了曲
: 一旅烯

、

茨烯等赌烯化合物直接与一至四个碳原子的醇烷

氧基化反应
,

得到高产率的砧 (烯 )基烷氧基醚
。

有的工作属首创
,

获得两项国家专利
。

这些成

果对我国的龙脑
、

樟脑
、

松油醇工业生产的技术改造
、

减少三废
、

保证安全
、

提高产品质量将有

重要作用
,

为用催化剂进行不对称合成
,

展示出美好的前景
。

这一成果在国际上处 于领先地

位
。

2
.

完成了以松节油中的
: 一旅烯为原料合成芳樟醇的中试

,

并通过相应的鉴定
。

目前正

筹备年产 50 0 吨芳樟醇的生产厂
。

这一成果不仅填补了国内生产芳樟醇的空白
,

而且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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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大量外汇
。

芳樟醇是生产维生素 E 的重要原料
,

至今仍主要靠进 口
,

为解决国内维生素

E 的生产原料问题及开发以
: 一旅烯为原料的系列香料品种

,

曾计划从美国引进由
: 一旅烯生

产芳樟醇的技术
,

但因需 2000 万美元的费用而作罢
。

配合完成芳樟醇中试生产的同时
,

还对

中间产物顺
、

反一旅醇及其衍生物重排异构化反应进行了研究
,

摸索了藻醇在化学转化过程中

四碳环的不同空间阻碍
、

不同条件下的骨架重排
、

叔醇的脱水异构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

漩醇

饱和碳原子官能化反应的条件等
,

发现了一些全新的化合物
,

获得三个有使用价值的香料品

种
,

并为合成新型香料提供一可能的合成路线
。

3
.

开展 了香气与化合物结构的关系的研究
。

由菇烯类化合物为原料合成香料
,

必须在分

子中引进发香基团 (如含氧基团
、

含硫基团)
,

这些基团在分子中的位置
、

构型
、

构象等均影响香

气的质量
。

如檀香 208 合成中间体还原时产生两个双键与含氧基位置不同的异构体
,

其香气

各异
。

又如龙涎酮合成的最后环化时
,

也产生三个异构体
,

其中以 ,一异构体香气最佳
。

这样

一些结果为我们设计
、

合成新型香料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

为着丰富这一认识
,

我们以茨烯为原

料设计合成了 14 个酮类化合物
,

其中 7 个为新化合物
,

经部分评香已肯定有两个可作日化香

精
。

还 以 以一被烯为原料设计合成了 10 个化合物
,

可望得到一些新的香料
。

几年来
,

先后合成

了檀香 208
、

龙涎酮
、

玫瑰吠喃
、

异菠基烷基醚
、

新铃兰酮
、

1一对盖烯一 8一硫醇等近 30 种香料
,

填补了国内一些空 白
,

推动了香料工业的发展
,

创产值近千万元
。

同时还进行了大量在裕烯分

子中引人含氧基团方法的研究
。

4
.

由单菇类化合物合成保幼激素类似物及倍半菇
、

倍半菇内醋和卡宾反应均获得可喜进

展
。

以单菇化合物为起始原料合成了 7 个保幼激素类似物
、

卤代旅酮酸
、

矢车菊中新的倍半

菇
、

倍半菇甜味剂
、

二聚倍半褚内醋 R u d bec k io il de 的中间体等
。

这些化合物均不同程度地具

有生理活性
。

5
.

由右旋或左旋
: 一旅烯合成新的手性试剂

,

共合成了 5 个旅基
: 一二醇手性配体并用作

氢化铝锉的手性修饰剂
,

经还原反应考察
,

其结果 尚不理想
,

现正在从理论上考虑作进一步的

改进
。

在此过程中发现一新旅基二醇以及合成旅酮的一个新方法
。

6
.

络合催化氧化是利用过渡金属络合物与氧络合
,

使其与底物在温和条件下氧化
,

以达

到定向氧化的目的
。

这是近年来国际上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
。

单菇化合物比较活泼
,

用传统

的氧化方法 (如自由基氧化 )
、

化学试剂氧化等均有副产物多或对环境污染严重等缺点
。

用络

合催化氧化可大大提高氧化反应的选择性
。

目前国内尚未发现其它单位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

我们的工作之一是菇烯环氧化
。

首先从摸拟生物氧化酶的作用人手
,

以次氯酸钠为氧源
,

合成

了四苯基叶琳锰
、

酞青锰和西佛碱锰等三类络合物
,

选用不同条件评价了这三类络合催化剂的

催化活性及选择性
。

发现二价锰离子络合物的催化环氧化活性稍高于三价锰离子络合物
,

而

已有文献报道都是用三价叶琳锰络合物
。

用这三类络合物对 护旅烯环氧化实验表明
,

叶啦锰

的环氧化转化率与选择性最佳 (分别达到 80 % 和 50 % )
。

其二是菇类经基化合物催化氧化成

拨基化合物
。

我们合成了多种过渡金属络合物
,

考察了它们对伯
、

仲醇的催化氧化活性及选择

性
,

发现一类铜络合物催化体系以分子氧为氧源
,

在温和条件下可将伯
、

仲醇催化氧化为相应

的拨基化合物
,

其转化率和选择性均较好
。

如以分子氧为氧源
,

在络合催化剂作用下
,

分别对

香茅醇
、

经基香茅醇
、

盖烯二醇
、

异冰片等进行了氧化反应实验
,

效果较好
。

如用 8一经基喳琳

铜催化氧化异冰片得樟脑
,

其转化率达 62 %
,

选择性达 98 %
。

还发现一催化体系若用双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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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氧源氧化蒸烯二醇得到盖烯醇酮
,

其转化率达 90 %
,

选择性达 95 %
,

它将为制备 l一香芹酮

提供一条无污染的氧化合成路线
。

7
.

从 60 年代至今
,

把松节油和松香用于高分子材料领域
,

在国外每年均有大量的研究报

告和专利
,

在国内则很少
。

我们以松香和松节油为起始原料
,

或者经转化
,

在分子中引人可聚

合的碳碳双键:梭基
、

环氧基等基团
,

使之成为高分子单体
,

摸索了形成高分子单体及聚合的基

本规律
。

这方面的进展是 : ( 1)
: 一旅烯在固体酸作用下快速转化得茨烯 ( 47 % )

、

革烯 (2 5一

35 % )和双戊烯
。

此方法 比目前工业上用偏钦酸催化转化快 8一 10 倍
,

但茨烯得率降低 (由

65 % 降至 47 % )
。

我们搞清了反应条件与控制产物分布的规律
。

(2) 掌握了由茨烯合成 (甲基 )

丙烯酸异冰醋的基本规律
,

选择了最佳合成条件
,

得到有着广泛用途的无色透明
、

无味
、

无毒的

单体
。

并研究了它的聚合及与苯乙烯
、

(甲基 )丙烯酸甲醋等单体的共聚
。

测定了其聚合动力

学方程及聚合活化能
、

共聚竞聚率
、

聚合物及共聚物的表观性能
。

发现其聚合物的玻璃化温

度
、

硬度
、

折光指数
、

对紫外光吸收等均比相应的 (甲基 )丙烯酸醋高
,

热熔流动性较相应 (甲基 )

丙烯酸醋好
,

透可见光性相似等特点
。

为进一步了解构象固定的多脂环醋基对聚合及聚合物

性能的影响
,

我们设计合成了 (甲基 )丙烯酸的异冰片基氧乙基
、

氧丙基醋
,

双环二戊烯基
、

双环

二戊烯基氧乙基醋
,

双环庚基一 2一甲酸醋基醋等 5 个单体
,

有关聚合及聚合物性能的研究还在

进行之中
。

( 3) 以双戊烯为原料合成了马来酸配加成物及系列双醋和二加成物亚酞胺等 6 个化

合物
,

它们既可直接用作环氧树脂固化剂
、

复合材料的偶联剂
、

塑料增塑剂
、

增粘剂等
,

又可聚

合得到醇酸树脂等高分子材料
。

( 4) 合成了含松香
、

氢化松香的改性环氧丙烯酸醋
、

聚醋甲基丙

烯酸醋和含马来松香的醇酸丙烯酸醋等三类光固化及高固含量涂料的成膜预聚物
,

并进行了

相应的固化条件及漆膜性能的研究
。

发现凡含松香
、

氢化松香或马来松香的体系
,

其漆膜的光

亮度
、

硬度和流平性均优于不含松香的
,

含氢化松香优于含松香的
。

8
.

松节油中所含的 : 一藻烯和 夕一漩烯的分别利用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
,

但必须解决这两

个沸点相近的化合物的分离问题
。

为此
,

研究设计了一套年处理量 300 吨的精馏装置 (安装在

云南思茅香料厂 )
,

精馏柱填料高 13 米
,

含 60 以上理论塔板数
,

一次精馏得到 98 % 以上纯度

的刀一旅烯
,

这套设备的精馏效率高
,

投资少
,

大大优于进口的同类装置
。

我们在松脂化学研究中
,

几年来共发表论文 4 0 余篇
,

培养硕士生 13 名
。

在有关国际学术

会议上报告 6 篇
。

三
、

海洋生物化学成分及其生理活性研究川

我国南海生物藏量丰富
,

品种繁多
,

几年来我们较系统地研究了 20 种珊瑚
、

三种海绵以及

海蛾
、

鱼彭鱼鳃等海洋生物的化学成分
,

分离得到 100 多个化合物
,

其中 40 个是新化合物
。

对其

中 7 个化合物进行了生理活性试验
。

结果表明有一些化合物分别在心血管
、

降血压
、

抗乙酞胆

碱作用
、

子宫收缩作用
、

抗 S一 18 0 肿瘤作用
、

抗心率失常
、

耐缺氧等方面有着明显的生理活

性
。

有的正向临床过渡 (如三丙酮胺 )
。

与此同时还合成了 9 个 7一经一 8一甲氧基一4 (H )一哇琳

酮的类似物
,

并探索了这些类似物对心血管生理活性的构效关系
,

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

我们

还研究了有显著抗真菌效果高嗅海洋抗菌素的人工全合成
,

已完成了骨架化合物的合成和摸

索了澳化条件
,

仅剩下主体化合物的澳化及去甲基化反应两步
,

即可得到目标化合物
。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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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得到国外同行的好评
,

并先后与国外 7 个单位建立 了合作与学术交流的关系
。

研究成果

获 1 98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

其间发表论文 28 篇
,

在五次国际学术会议和三次全国性

会议上做报告 8 篇
,

培养博士生 巧 名
,

硕士生 32 名
。

综上所述
,

我们虽然已取得可喜进展和一批成果
,

但很多工作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

因为

我 国尚待研究的药用植物和海洋生物千万种
,

我们仅研究了几十种
。

虽然实现了在分子筛催

化下由 : 一漩烯合成天然龙脑 (近似 )
,

但尚提不出理论上的说明及反应机理
。

因此
,

还必须继

续深人
。

重要的是我们已积累了经验
,

初步建立起一套相应的研究方法
,

锻炼培养出一支骨干

研究队伍
,

为今后开展天然产物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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