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化学-苷类 

中药化学

    苷类

苷类（glycosides）是糖或糖的衍生物与另一非糖物质通过糖的端基碳原子连接而成的一类化合

物，又称为配糖体。苷中的非糖部分称为苷元或配基。

特点：

• 在自然界中，由于各种类型的天然成分均可以和糖结合成苷，因此，苷类的分布广泛，是普

遍存在的天然产物，尤以高能植物分布最多。

• 苷的共性在糖的部分。

•   苷类科分布于植物的各个部位，如中药人参的根、根茎、茎、叶、花、种子均含有三萜皂

苷。对多数中草药而言，根及根茎往往是苷类分布的一个重要部位。

• 苷类化合物多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是很多中草药的有效成分之一。如天麻苷是天麻安神镇

静的主要活性成分；三七皂苷是三七活血化瘀的活性成分；黄酮苷有抗菌、止咳、平喘、扩

张冠状动脉血管等作用。

结构：

从结构上看，绝大多数苷类化合物是糖的半缩醛羟基与苷元上羟基脱水缩合，成为具有缩醛结构

的物质。

苷类在稀酸（如稀盐酸、稀硫酸）或者酶的作用下，苷键可以断裂，水解成为苷元和糖。

由于单糖有α及β两种端基异构体，因此在形成苷时就有两种构型的苷，即α-苷和β-苷。

在天然的苷类中，由D-型糖衍生而成的苷多为β-苷，而由L-型糖衍生而成的苷多为α-苷。

但必须注意的是β-D-糖苷与α-L-糖苷中糖的端基碳原子的绝对构型是相同的，α-D-糖苷与β-L-

糖苷中糖的端基碳原子的绝对构型也是相同的。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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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苷键原子的不同，苷类可以分成氧苷、硫苷、氮苷和碳苷。

氧苷：苷元通过氧原子和糖相连接而成的苷成为氧苷，氧苷是数目最多、最常见的苷类。

根据形成苷键的苷元羟基类型不同，又分成醇苷、酚苷、酯苷和氰苷等，其中以醇苷和酚苷居

多。

醇苷：苷元的醇羟基与糖缩合

酚苷：苷元分子中的酚性羟基与糖脱水而成的苷。

苯酚苷、萘酚苷、蒽醌苷、香豆素苷、黄酮苷、木脂素苷等多属于酚苷。

酯苷：苷元中羧基与糖缩合而成的苷，其苷键既有缩醛性质又有酯的性质，易为稀酸和稀碱所水

解。

氰苷：主要是指一类具有α-羟基氰的苷，数目不多，但分布广泛。

这种苷易水解，尤其是在有稀酸和酶催化时水解更快，生成的苷元α-羟氰很不稳定，立刻分解为

醛（酮）和氢氰酸；

而在浓酸作用下，苷元中的-CN基易氧化成-COOH基，并产生NH4+;在碱性条件下，苷元容易发

生异构化而生成α-羟基羧酸盐。

硫苷：糖的半缩醛羟基与苷元上巯基缩合而成的苷称为硫苷。

这类苷为数不多，常存在于十字花科植物中。

氮苷：糖上的端基碳与苷元上氮原子相连接而成的苷称为氮苷。

氮苷在生物化学领域中是十分重要的物质，腺苷、鸟苷、胞苷、尿苷等是核酸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药巴豆中的巴豆苷，其化学结构与腺苷相似。



碳苷：是一类糖基的端基碳原子直接与苷元碳原子相连接而成的苷类化合物。

组成碳苷的苷元多为黄酮类、蒽醌类化合物等，其中以黄酮碳苷最为多见。

它的形成是由于苷元酚羟基所活化的邻或对位氢，即苷元的活泼氢与糖的端基羟基脱水缩合而

成，因此在碳苷分子中，糖总是连接着有间二位酚或间三位酚结构的芳香环上。

碳苷类具有水溶性小，难于水解的共同特征。

其他分类方法：

• 按苷元的化学结构类型可分为：香豆素苷、蒽醌苷、黄酮苷、吲哚苷等。

• 按苷类在植物体内的存在状况，可将原存在于植物体内的苷称为原生苷，原生苷水解失去一

部分糖后生成的苷，称为次生苷。

• 按苷的生理作用分类，如强心苷。

• 按苷的特殊物理性质分类，如皂苷。

• 按糖的种类或名称分类，如葡萄糖苷、木糖苷、去氧糖苷。

• 按苷分子所含的单糖数目分类，可分为单糖苷、双糖苷、三糖苷等。

• 按苷分子中的糖链数目分类，可分为单糖链苷、双糖链苷等。

• 按其植物来源分类，例如人参皂苷、柴胡皂苷等。

性质：

苷类均为固体，其中糖基少的苷类可能形成具有完好晶形的结晶，含糖基多的苷多是具有吸湿性

的无定形粉末状物。

苷类是否有颜色取决于苷元部分共轭系统的大小和助色团的存在与否。

苷类一般是无味的，但也有很苦或很甜的苷。

溶解性：

• 苷类的溶解性与苷元和糖的结构均有关系。一般而言，苷元是弱亲水性物质而糖是亲水性物

质，所以，苷类分子的极性、亲水性随糖基数目的增加而增大。

• 在中药各类化学成分中，苷类属于极性较大的物质，在甲醇、乙醇、含水正丁醇等极性大的

有机溶剂中有较大的溶解度，一般也能够溶于水。

• 但一些由极性较小的大分子苷元（如甾醇、萜醇等）形成的单糖苷，由于糖基所占比例小，

往往可以溶于低极性的有机溶剂（如氯仿等）。

• 在用不同极性的溶剂顺次提取中药时，除了挥发油部分、石油醚部分等非极性部分外，在极

性小、中等极性、极性大的提取部分中都存在苷类的可能，但主要存在于极性大的部位。



• 碳苷的溶解性较为特殊，和一般苷类不同，无论是在水还是在其他溶剂中，碳苷的溶解度一

般都较小。

提取：

• 由于中药中原生苷、次生苷、苷元的存在状态和性质不同，其提取方法有较大的差别。

• 在中药研究中，特别是对未曾研究过的药物、或未知的成分进行的研究时，需要尽量保持化

学成分原来的存在状况，要求提取原生苷。

• 在植物体中，苷类往往是与能水解苷的酶共存，因此，在提取原生苷时，首先要设法破坏或

抑制酶的活性，以避免原生苷被酶解。常用的方法是采用甲醇、乙醇或沸水提取，或者在药

材原料中拌入一定量的无机盐（如碳酸钙）。其次在提取过程中要避免与酸或者碱接触，以

防酸或碱破坏欲提取成分的结构。如果药材本身具有一定的酸碱性，可用适当的方法中和，

尽可能在中性条件下提取。

• 如果要求提取次生苷，可根据具体的产品要求，有目的的控制和利用酶、酸或碱的水解作

用，采用诸如发酵、选择性部分水解的方法处理药材，以提高目标提取物的产量。

三分忙，七分瞎忙，总算把这生活凑满了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