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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糖苷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药用植物中,具有多种潜在的生物活性。众多研究表明糖苷类化合物中糖单元对于活性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于传统的化学方法,使用酶解法进行糖基转化,具有反应温和环保,特异性好等特点,可以实现糖基部

分的选择性水解。但是不同实验室来源的糖基酶也具有基原复杂、比化学试剂质量稳定性差等劣势。因此,使用来源可控、

性能相对稳定的商品化糖苷酶是开展糖苷类天然产物糖基选择性修饰的可行途径。以使用商品化酶水解中药天然产物的研

究为契入点,对它们的特点和应用展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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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来源的生物活性物质是新药发现的重要来

源,随着分离技术的提高,从中草药植物中分离得到

了包括糖苷在内的众多具有生物活性的天然产

物[12]。糖苷类化合物的糖基部分不易透过肠壁黏

膜[3],在肠内与菌群作用方式复杂[4],导致其药理活

性有较大的不确定性[5]。同时糖基连接方式的多样

性与复杂性给糖基部分结构优化和构效关系研究带

来了许多困难。洋地黄毒苷(Digitoxin)和异羟基洋

地黄毒苷(Digoxin,图1)C3β位的3个连续的洋地

黄毒素糖基可影响强心苷的药效活性和药代动力学

性质[6],活性和晶体实验证明含有单个洋地黄毒素

糖的衍生物与含有3个糖的洋地黄毒苷,在 Na/K
离子泵抑制活性上具有同等的效果[78];通过酶催化

反应变换其C3位为葡萄糖或其他单糖,也证明苷

元连接单个糖分子后活性和选择性的提高最为明

显[9]。酸水解等化学法反应条件剧烈,副产物多,无
法控制糖基的选择性水解。因此,近年来的研究倾

向通过糖基水解酶的方法进行催化水解[10],由于其

反应条件温和,位置选择性和立体选择性强,不易造

成环境污染等,具有较大的研究前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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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强心苷类药物的化学结构

1 糖苷类化合物

强极性的糖基和弱极性的苷元通过碳、氮、氧、
硫等原子连接组成了糖苷。糖苷有以下多种不同的

分类方式:①按苷元类型可分为:黄酮苷、蒽醌苷、香
豆素苷、强心苷、皂苷等;②按连接原子类型可分为:
碳苷如芒果苷、氮苷如腺苷、硫苷如萝卜硫苷、氧苷

等(图2);其中最为常见的氧苷又可根据连接氧键

的不同分为醇氧苷(红景天苷)、酚氧苷(天麻苷)、酯
氧苷(山慈菇苷A),再根据异头碳构型可分为α苷
和β苷;③按连接单糖个数可分为:单糖苷、双糖

苷、三糖苷等;④按生物体内存在形式可分为:原级

苷(在植物体内原存在的苷)、次级苷(原级苷水解掉

1个糖或结构发生改变)等。
氧苷是最为常见的糖苷类化合物,植物来源的

氧苷中最为常见的糖有葡萄糖、吡喃型阿拉伯糖、呋
喃型阿拉伯糖、鼠李糖、木糖等[1213]。因此目前糖苷

酶解转化中所采用的底物基本以这几类糖的氧苷为

主。

图2 不同连接原子的糖苷化合物实例

2 商品化糖苷酶

糖苷酶(Glycosidehydrolases,GH),是水解酶

家族(EC3)中的一大类酶,在生物体的糖水解与合

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水解的底物不同,
又可具体分为195种不同的酶(编号:EC3.2.1.1
EC3.2.1.195)[14]。这些糖苷水解酶可具体归为135
个类型(GH1~135),每个类型的成员彼此具有很

高的结构相似度。根据其催化活性中心的结构,又
可将 这 些 家 族 归 纳 为14个 亚 族(GH A~GH
N)[15]。这些亚族的糖苷酶在催化反应时,如果是

水分子充当亲核试剂进攻受体糖的异头碳,发生的

是水解反应,水解后为构型翻转的脱糖产物(图

3a);如果是糖苷酶催化活性中心的羧酸残基充当亲

核试剂进攻受体糖,然后再被水分子或另一分子糖

第2次亲核进攻,得到构型保持的脱糖产物(图3b)
或糖苷化产物(图3c)[5,16]。如亚族GH A的糖苷

酶三维结构状态为(β/α)8,使用葡萄糖作为亲核试

剂以及质子供体,水解后为构型保持产物。

注:a.构型翻转,水解;b.构型保持,水解;c.构型保持,转糖基

图3 糖苷酶作用机制

  糖苷酶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主要来源于细菌、
真菌以及动物的肝脏。目前糖苷酶的获取方式主要

有2种,一种是直接从动植物或微生物的体内分离

纯化(即纯化酶),另一种是通过蛋白重组工程表达

获得(即重组酶)[17]。有多个研究团队利用纯化酶

或重组酶转化人参皂苷等糖苷类天然产物[18],但这

些水解方法使用的酶往往是各自独立制备,难以被

研究团队以外的人员和机构获得。商品化的糖苷酶

是已经规模化生产的纯化酶或重组酶,具备来源可

控、生产率高、品质稳定、使用方便等特点,是适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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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实验室和工业生产转化糖苷类天然产物的对象。
截至2020年6月,国内市场现有主要的商品化糖苷

酶列于表1,主要包括纤维素酶、蜗牛酶、β葡萄糖

苷酶、β葡聚糖酶、木聚糖酶、果胶酶、糖化酶、高峰

淀粉酶、αL鼠李糖苷酶、橙皮苷酶等,其中β葡萄

糖苷酶、αL鼠李糖苷酶为单一酶,其他为多个同功

能亚类的混合物。

表1 商品化糖苷酶的种类与性质参数

商品酶 CAS 酶属
酶活性/

(U·mg-1)
使用pH

使用温度/

℃
纤维素酶(混) 9012548 EC3.2.1.4 10 4.5~6.5 40~60
木聚糖酶(混) 9025574 EC3.2.1.8 100 3.5~6.5 50~60

β葡聚糖酶 9025701 EC3.2.1.11 50 4.8~7.5 30~60

β葡萄糖苷酶(单) 9001223 EC3.2.1.21 10 5.0 50
果胶酶(混) 9032751 EC3.2.1.15 500 3.0 50

糖化酶 9032080 EC3.2.1.3 100 4.0~4.5 60~62
高峰淀粉酶(混) 9001198 EC3.2.1.1 100 4.8~5.5 50~60
橙皮苷酶(混) 37213471 - 100 3.0~8.5 60

αL鼠李糖苷酶(单) 37288350 EC3.2.1.40 - 4.0~5.0 45~60
蜗牛酶(混) - - - 5.8~7.2 30~55

3 商品化糖苷水解酶转化糖苷类天然产物

近年来,糖苷酶选择性水解糖苷类天然产物取

得了较快的进展,因此本文着重对其中使用了商品

化糖苷酶的研究进行综述,通过分析商品酶水解不

同氧苷类天然产物的方法,为后续糖苷类天然产物

选择性水解的研发与利用提供参考。

3.1 商品化水解酶转化醇氧糖苷类天然产物

醇氧键连接的糖苷是糖苷类天然产物的主要类

型,使用商品酶对人参、罗汉果、走马胎、黄姜、黄芪

等的糖苷进行水解已有较多的运用。
人参皂苷是人参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抗癌、抗

炎、抗过敏和抗氧化等多种药理活性。人参皂苷属

于达玛烷型四环三萜类糖苷,多在C3、C6和C20
位连有葡萄糖、吡喃型阿拉伯糖、呋喃型阿拉伯糖、
木糖和鼠李糖基形成多糖侧链。人参皂苷中含量较

高的成分包括Rb1、Rb2、Rc、Rd、Rg1和Re等,占
总皂苷的80%以上[19];部分去糖基化的产物如C
K、Rg3、Rh2、F2、Rh1、APPD、APPT在天然人参中

不存在或含量极低,被称为稀有人参皂苷。研究表

明稀有人参皂苷多具有更强的生物活性及更好的生

物利用度[2021],因此它们的选择性制备是国内外研

究糖苷酶水解天然糖苷的主要热点。使用商品酶进

行转化的方法主要用于制备人参皂苷CK,它是原

人参二醇类人参皂苷进入人体后的代谢产物,相比

其他人参皂苷具有更高的生物利用度[22]。姜彬慧

等[23]和童庆宣等[24]分别用β葡聚糖苷酶(购自北

京诺唯信公司)和蜗 牛 酶(购 自 SigmaChemical

Co.)转化三七叶总皂苷制备人参皂苷CK,前者时

间对转化率影响较大,后者物料比对转化率影响较

大,酶解得率为54%。林毅团队[25]和贾晓斌课题

组[26]同样用蜗牛酶(购自福建漳州金田生物科技公

司、北京拜尔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分别转化单体皂

苷Rd和Rb1制得CK(图4),其中最佳酶解条件为

温度55℃、醋酸醋酸钠缓冲液pH=5.5、底物浓度

1.0mg/mL、酶与底物质量比1∶1、反应时间36h,
转化率可高达87%。

图4 蜗牛酶水解人参皂苷示意图

中药罗汉果具有降血糖、抗癌、抗氧化、辅助降

血压等功效。罗汉果皂苷是中药罗汉果的主要有效

成分,属于葫芦烷三萜皂苷,多在C3和C21位连

有2个多糖侧链。羊学荣等[27]为获取罗汉果次级

皂苷进行代谢和药理实验研究,用β葡聚糖酶(购
自上海源叶生物有限公司)水解罗汉果皂苷Ⅴ可以

同时制得连接不同糖链的罗汉果皂苷ⅢE、Ⅲ、ⅣE
和赛门苷Ⅰ等次级皂苷(图5),正交试验确定最佳

水解条件为温度55℃、醋酸醋酸钠缓冲液pH=
5.6、β葡聚糖酶活性浓度为400000U/L、底物浓度

为0.2g/L、水解时间1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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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β葡聚糖酶水解罗汉果皂苷过程

  中药走马胎具有治疗跌打损伤、风湿关节痛、产
后瘀血及溃疡等功效[28],走马胎皂苷是中药走马胎

的主要有效成分,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活性[2931],走马

胎皂苷属于三萜皂苷,多在C3位有1个多糖侧链。
其中含量较高的三萜皂苷 Ag3对多种肿瘤有显著

抑制作用。为深入研究 Ag3活性位点并总结糖链

与抗 肿 瘤 活 性 构 效 关 系,张 静[32]采 用 果 胶 酶

PectinexUltraAFP(SON60088,购自诺维信中国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转化三萜皂苷Ag3,可以同时得

到3种次级皂苷和苷元(C1~C4,图6);单因素试验

确定最佳反应条件为温度50℃、pH=4.0、反应时

间52h。

图6 果胶酶水解走马胎三萜皂苷过程

  薯蓣皂苷元是生产甾体激素类药物的重要基础

原料,黄姜是世界上薯蓣皂苷元含量最高的植物种

属,黄姜粗皂苷包括螺甾醇皂苷和呋甾醇皂苷,两者

均在C3位有1个多糖侧链,其中呋甾醇皂苷在C
26位还有1个葡萄糖基。为优化薯蓣皂苷元制备

工艺,Liu等[33]用 纤 维 素 酶(来 自 Trichoderma
viride,购自上海博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水解黄姜

粗皂苷制备薯蓣皂苷元,其结合酸水解释放苷元的

产率相比于传统方法提高了15%;优化反应条件得

到最佳酶解条件为温度55℃、醋酸盐缓冲液pH=
5.0、酶/底物=15×103U/g。

黄芪甲苷是中药黄芪的代表性成分,具有强心、
降压、心肌保护等作用,黄芪甲苷属于环黄芪醇皂

苷,在C3和C6位有2个糖基侧链。研究发现环

黄芪醇6OβD葡萄糖苷是黄芪甲苷的主要代谢

产物之一。为研究这类天然药物在体内的相关代谢

产物制备,夏广萍等[34]用β葡萄糖苷酶(购自上海

宝丰生化有限公司)转化黄芪甲苷可以制得环黄芪

醇6OβD葡萄糖苷(图7);优化得到最佳水解条

件为 温 度 50 ℃,反 应 液 pH =5.0,酶 浓 度

460U/mL,底物初始浓度0.10mmol/L,反应时间

48h。

图7 β葡萄糖苷酶水解黄芪甲苷过程

3.2 商品化水解酶转化酚氧糖苷类天然产物

中药淫羊藿具有补肾阳、强筋骨、祛风湿等作

用[35],淫羊藿黄酮苷是中药淫羊藿的主要有效成

分,主要包括淫羊藿苷、朝藿定A、朝藿定B和朝藿

定C这4种黄酮苷[36],属于多羟基黄酮醇类糖苷化

合物,多在C3和C7位有多糖基侧链。研究发现

淫羊藿黄酮苷在肠道菌群作用下代谢为淫羊藿次级

黄酮苷———宝藿苷Ⅰ、箭藿苷A、箭藿苷B、鼠李糖

基淫羊藿次苷Ⅱ和淫羊藿苷元,这些部分脱糖产物

的抗骨质疏松活性显著增强。为进一步进行药理研

究,贾晓斌课题组用纤维素酶[37](Cellulase)和β葡
萄糖苷酶[38](购自夏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转化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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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藿苷均可制备宝藿苷Ⅰ,转化率分别为95%和

100%;用蜗牛酶[39](购自北京拜尔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转化淫羊藿苷可制备淫羊藿苷元,转化率为

93%;用纤维素酶[40](购自夏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也可转化朝藿定B制得箭藿苷B,转化率为94%
(图8)。陈彦课题组用蜗牛酶[4142](购自上海源叶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转化淫羊藿总黄酮也可同时得

到4种次级黄酮苷,转化率均在75%左右。卢艺[43]

用β葡聚糖酶(购自江苏锐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分别将朝藿定A和朝藿定C完全转化为箭藿苷

A和鼠李糖基淫羊藿次苷Ⅱ,采用双相酶水解体系

β葡聚糖酶在连续使用了7次之后,底物的相对转

化率仍高于70%(图8)。这些研究都为进一步明确

淫羊藿核心药效团和研究构效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图8 不同糖苷酶水解淫羊藿黄酮苷示意图

3.3 商品化水解酶转化酯氧糖苷类天然产物

Chiisanoside是药用植物短梗五加和刺五加叶

片中最主要的有效成分,具有抗肿瘤、抗炎、抗氧化、
抗急性肝损伤等药理作用[4446],Chiisanoside属于

3,4裂环羽扇豆烷型三萜皂苷,在C28位有1个多

糖侧链。研究发现短梗五加叶总三萜皂苷具有一定

的抗心律失常作用,为进一步研究短梗五加叶三萜

皂苷抗心律失常的作用机制与构效关系,陈晨[47]先

用鼠李糖苷酶(购自苏州昆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将

Chiisanoside转化为二糖基化合物 Divaroside(图

9),酶解条件为底物2g、酶1g、50%乙醇溶液(pH
=4.5)150mL、温度30℃、反应24h;接着用β葡萄

糖苷酶(购自苏州昆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一步将

Divaroside转化为单糖基化合物SessilosideA1(图
9),酶解条件为底物1g、酶1mL、50%乙醇溶液

(pH=4.5)100mL、室温、反应5h。这种依次水解

糖苷的方法,为开展刺五加三萜皂苷的活性研究创

造了良好的条件

图9 多个糖苷酶依次水解Chiisanoside糖链

4 讨论

综上可以看出,商业化的纤维素酶和蜗牛酶被

广泛应用于水解氧糖苷类天然产物,具有较强的酶

解活性。纤维素酶是降解纤维素生成葡萄糖的一组

酶的总称,是一种复合酶,主要由外切β葡聚糖酶、
内切β葡聚糖酶、β葡萄糖苷酶以及活力很高的木

聚糖酶等组成。蜗牛酶是从蜗牛的嗦囊和消化道中

制备的酶,它是含有纤维素酶、半纤维素酶、果胶酶、
阿尔法淀粉酶、甘露糖酶、蔗糖酶、半乳聚糖酶、蛋白

水解酶、氨基酸转移酶等的混合酶。纤维素酶和蜗

牛酶两者本身都是复合酶,所含的酶种类也很多,有
可能是其中某一种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也有可能

是某几种酶协同发挥了作用,从而使其具有较强的

酶解活性。在尝试酶解转化糖苷可以先行筛选上述

几种价廉易得的商品酶,然后考虑反应温度、pH
值、底物浓度和加酶量等因素。初筛温度区间建议

选用37℃至商品酶标注的参考温度,缓冲溶液选用

待水解糖苷具有较好溶解性的体系,溶液pH 选用

标注参考范围的中值,加酶量可根据底物用量按照

质量比1∶1添加。筛选发现合适的水解酶后,再用

单因素试验或正交试验优化酶解转化条件。
丰富的糖苷类天然产物是新药发现的重要来

源,酶解法水解糖基具有选择性高、副产物少、绿色

环保等优点,通过体外酶解转化可大大提高糖苷类

化合物的生物利用度,降低毒副作用,提高生物活

性,同时可获得众多新化合物以供活性筛选,用于创

新药物研究。商品酶转化专一性好、选择性强,适用

于多样化的糖苷类天然产物;同时反应条件温和,无
需进行官能团的保护和脱保护,不破坏苷元结构,保
持母核骨架不变;另外操作简单、反应时间短、重复

性好。
随着蛋白质和基因工程的发展,糖苷酶的生物

转化应用越来越广泛。与此同时,因商品酶来源有

限和底物特异性的影响,商品酶的应用仍然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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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局限性,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另外,部分课

题组储有对特定的糖苷生物转化的特异性纯化酶或

重组酶,若能通过专利授权、技术转让等将这些特异

性高的糖苷酶转化为产品,对糖苷类天然产物的生

物转化研究和经济效益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WOLFENDERJL,LITAUDON M,TOUBOULD,etal.In-
novativeomicsbasedapproachesforprioritisationandtargeted
isolationofnaturalproductsnewstrategiesfordrugdiscovery
[J].NatProdRep,2019,36(6):855868.

[2]KHANH,SAEEDIM,NABAVISM,etal.Glycosidesfrom
medicinalplantsaspotentialanticanceragents:Emergingtrends
towardsfuturedrugs[J].CurrMedChem,2019,26(13):2389
2406.

[3]杨云松,高鹏,代龙.糖苷类化合物体外生物转化的研究进展
[J].中国生化药物杂志,2012,32(6):927930.

[4]SPANOGIANNOPOULOSP,BESSEN,CARMODYRN,et
al.Themicrobialpharmacistswithinus:Ametagenomicviewof
xenobioticmetabolism[J].NatRevMicrobiol,2016,14(5):
273287.

[5]RYECS,WITHERSSG.Glycosidasemechanisms[J].Curr
OpinChemBiol,2000,4(5):573580.

[6]PRASSASI,DIAMANDISEP.Noveltherapeuticapplications
ofcardiacglycosides[J].NatRevDrugDiscov,2008,7(11):
926935.

[7]ZHANGJ,PONOMAREVALV,NANDURKARNS,etal.
Influenceofsugaramineregiochemistryondigitoxigeninneogly-
cosideanticanceractivity[J].ACS MedChem Lett,2015,6
(10):10531058.

[8]LAURSEN M,GREGERSENJL,YATIMEL,etal.Struc-
turesandcharacterizationofdigoxinandbufalinboundNa+,
K+ATPasecomparedwiththeouabainboundcomplex[J].
ProcNatlAcadSciUSA,2015,112(6):17551760.

[9]HUANG W,WENC,ZHOUZR,etal.Anefficientonepot
enzymaticsynthesisofcardiacglycosideswithvariedsugarchain
lengths[J].AdvSynthCatal,2019,361(13):31143119.

[10]于荣敏.天然药物活性成分的生物合成与生物转化[J].中草
药,2006,37(9):12811288.

[11]穆丽华,刘屏,张静.皂苷体外生物转化水解反应的研究进展
[J].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2016,28(1):156163.

[12]范冬冬,匡艳辉,向世勰,等.绞股蓝化学成分及其药理活性
研究进展[J].中国药学杂志,2017,52(5):342352.

[13]王宇.生物转化法制备人参皂苷F1及Rh1的研究[D].大连:
大连工业大学,2015.

[14]MCDONALDAG,BOYCES,TIPTONKF.ExplorEnz:the
primarysourceoftheIUBMBenzymelist[J].NucleicAcids
Res,2009,37(S1):D593D597.

[15]LOMBARDV,GOLACONDARAMULUH,DRULAE,et
al.Thecarbohydrateactiveenzymesdatabase(CAZy)in2013
[J].NucleicAcidsRes,2014,42:490495.

[16]黄红卫,刘艳丽,李春.糖苷酶的研究及其改造策略[J].生物
技术通报,2010(5):5560.

[17]崔莹莹.酶法分离和转化人参皂苷Rb2、Rb3和Rc的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9.

[18]SHINKC,OHDK.Classificationofglycosidasesthathydro-
lyzethespecificpositionsandtypesofsugarmoietiesinginsen-
osides[J].CritRevBiotechnol,2016,36(6):10361049.

[19]NOHKH,OHDK.Productionoftherareginsenosidescom-
poundK,compoundY,andcompoundMcbyathermostable
betaglycosidasefrom Sulfolobusacidocaldarius[J].Biol
PharmBull,2009,32(11):18301835.

[20]TAWAB MA,BAHRU,KARASM,etal.Degradationof
ginsenosidesinhumansafteroraladministration[J].Drug
MetabDispos,2003,31(8):10651071.

[21]HASEGAWAH.Proofofthemysteriousefficacyofginseng:
Basicandclinicaltrials:Metabolicactivationofginsenoside:

Deglycosylationbyintestinalbacteriaandesterificationwith
fattyacid[J].JPharmacolSci,2004,95(2):153157.

[22]刘文山,李振伟,傅荣昭.糖苷酶在人参皂苷转化中的应用[J].
生物技术通讯,2019,30(4):579588.

[23]姜彬慧,韩颖,赵余庆,等.酶转化三七叶总皂苷制备人参皂
苷CK的工艺优化[J].中草药,2004,35(9):986988.

[24]童庆宣,陈良华,明艳林,等.稀有人参皂苷IH901酶法转化
与制备研究[J].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2009,21(6):1039
1044.

[25]张阳,林毅.酶法转化二醇型人参皂苷Rd及制备稀有人参皂
苷CK[J].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2(6):668
671.

[26]于兆慧,刘其媛,崔莉,等.蜗牛酶转化人参皂苷Rb1制备人
参稀有皂苷CompoundK的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
30(2):412416.

[27]羊学荣,卢凤来,王磊,等.酶水解百分之五十罗汉果皂苷Ⅴ
方法学研究[J].广西植物,2015,35(6):812816,898.

[28]卢文杰,王雪芬,陈家源,等.大叶紫金牛化学成分的研究[J].
华西药学杂志,1990,5(3):136138.

[29]ZHENGZF,XUJF,FENGZM,etal.Cytotoxictriterpenoid
saponinsfromtherootsofArdisiacrenata[J].JAsianNat
ProdRes,2008,10(9/10):833839.

[30]CHANGX,LIW,JIAZ,etal.Biologicallyactivetriterpenoid
saponinsfromArdisiajaponica[J].JNatProd,2007,70(2):
179187.

[31]熊剑,章翔,程光,等.ArdipusillosideⅠ诱导胶质母细胞瘤细
胞凋亡实验研究[J].中华神经外科疾病研究杂志,2010,9
(1):1014.

[32]张静.走马胎中三萜皂苷 Ag3的生物转化及其产物抗肿瘤活
性研究[D].太原:山西中医学院,2016.

[33]LIU W,HUANGW,SUNWL,etal.Productionofdiosgenin
fromyellowginger(DioscoreazingiberensisC.H.Wright)
saponinsbycommercialcellulase[J].WorldJMicrobiolBio-
technol,2010,26(7):11711180.

[34]夏广萍,刘鹏,赵娜夏,等.β葡萄糖苷酶水解黄芪甲苷的研究
[J].中草药,2012,43(6):11121114.

[35]王霄旸,谢人明,孙文基.淫羊藿属药用植物黄酮类化合物的
研究进展[J].中药药理与临床,2010,26(5):171175.

[36]于霄,宋静,熊志立,等.一测多评法测定淫羊藿中朝藿定A、
朝藿定B、朝藿定C及淫羊藿苷的含量[J].中国中药杂志,
2010,35(24):33103313.

[37]贾东升,贾晓斌,赵江丽,等.纤维素酶转化淫羊藿苷制备宝
藿苷Ⅰ的研究[J].中草药,2010,41(6):888892.

[38]张振海,陈玲玲,贾晓斌,等.β葡萄糖苷酶酶解淫羊藿苷制备
宝藿苷Ⅰ的工艺研究[J].中国药房,2011,22(43):4059
4061.

[39]贾东升,贾晓斌,薛璟,等.蜗牛酶转化淫羊藿苷制备淫羊藿
苷元的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2010,35(7):857860.

[40]徐凤娟,孙娥,张振海,等.纤维素酶转化朝藿定B制备箭藿
苷B的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2014,39(2):235239.

[41]高霞,刘璇,陈彦,等.淫羊藿总黄酮的生物转化过程分析[J].
中国中药杂志,2013,38(23):40794083.

[42]彭静,马益华,陈彦,等.固定化蜗牛酶同时生物转化淫羊藿
中4种黄酮苷[J].中成药,2016,38(9):19841990.

[43]卢艺.基于酶水解制备淫羊藿次级黄酮苷的研究[D].镇江:江
苏大学,2019.

[44]BIANX,WANGS,LIUJ,etal.Hepatoprotectiveeffectof
chiisanosideagainstacetaminopheninducedacuteliverinjuryin
mice[J].NatProdRes,2019,33(18):27042707.

[45]BIANX,LIUX,LIUJ,etal.Studyonantidepressantactivity
ofchiisanosideinmice[J].IntImmunopharmacol,2018,57:
3342.

[46]BIANXB,ZHAOY,GUOX,etal.Chiisanoside,atriterpe-
noidsaponin,exhibitsantitumoractivitybypromotingapop-
tosisandinhibitingangiogenesis[J].RSCAdv,2017,7(66):
4164041650.

[47]陈晨.Chiisanoside次级苷的分离、制备及其抗心律失常活性研
究[D].长春:吉林农业大学,2020.

(编辑:杨巍敏)

—627—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年9月第36卷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