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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草药化学研究的先驱者—赵承暇教授

高怡生 朱任宏 谢毓元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

中国医药学
,

是我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

争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总结
,

对于我国民族的繁

衍昌盛
,

有着很大的贡献
。

我们的祖先在用中

草药防治疾病时
,

或用水煎
,

或用酒浸
,

或者做

成丸
、

散
、

膏
、

丹等各种剂型
,

并不知道它们的有

效成份是什么
。

直到现代科学时代
,

学者们逐

渐注意分析研究中草药的有效化学成份
。

在中

国
,

这项工作到二十年代后期才开始
。

全国解

放以后
,

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
,

广大植物化

学工作者
,

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
,

对中草

药有效成份的研究
,

才进行了较大量系统性的

工作
。

植物中化学成份复杂
,

许多成份结构十

分类似
,

有的成份含量极少
,

只有百万分之一
,

甚至千万分之一
。

当然
,

应用现代的分离和纯

化技术
,

要把这些复杂的成份一个个地分离纯

化
,

已不是太大的难题
。

从美登木中分离得到

含最仅千万分之一的抗肿瘤药物美登 素结晶
,

并阐明了化学结构
,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

但

是
,

回顾在二十年代
,

这些分离纯化的新技术都

还没有被发明和采用
,

要进行中草药有效成份

的研究
,
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

我国药学界和

有机化学界的老前辈赵承瑕教授正是在那个时

代
,

在国内运用当时可以利用的有限手段
,

首先

开始了对中草药的系统研究工作 ; 并且毕生坚

持
,

始终不渝
,

对发掘和提高祖国医药遗产
,

作

出了有益的贡献
,

在国内外享有声誉
。

他是我

国应用科学方法进行中草药研究的先驱者
。

先生字石民
, 1 8 8 5 年 11 月 6 日 (阴历 ) 诞

生于江苏省江 阴县
。

前清末年曾应试科举
,

获

中秀才
。
以后去欧

洲学习
,

19 10 年在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赵 承 叔

的以第一个合成染 l( 88 5一 19 “ )
、

料知名的有机化学大师潘金 ( w
.

P er ik 。 jr
.

)指

导下得理学士学位
,

又去瑞士在著名有机化学

教授毕诞 ( A
.

iP
c
ett ) 指导下先后于 19 12 年在

瑞士工业学院得硕士学位
,

于 19 14 年在 日内瓦

大学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二年
。 19 16 年去

法国罗克药厂研究部任技术员
,

设计了局部寐

醉药普罗卡因的生产工艺
,

获得专利
,

后提升为

主任
。 19 2 2 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前南京高等师

范
、

东南大学化学系教授及前协和医学院药学

系教授兼代主任
,

19 3 2 年负责创办前北平研究

院药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所长
。

全国解放后担

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药物化学研究室

主任
。

1 9 5 3 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后担

任所长职务
。 19 5 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

学部委员
,

并三度当选为第一届
,

第二届和第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1 9 6 6年 8 月 6 日在

上海病故
。

先生毕生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

五十

余年如一 日
。

他在工作中充分吸取并发扬了他

的导师的优点和特长
。

eP 南
n
教授以重视实验

室工作和精巧的实验技术著称
,

而先生也终其

一生
,

孜孜于实验室工作
,

致力于技术
_

L的精益

求精
,

在长期的实验室工作中
,

对植物化学特别

是生物碱的分离结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创造

了独到的分离方法
。

在他以前
,

提取植物有效 )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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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一般均用乙醉浸泡
,

这样所得的粗提物成份

复杂
,

不易进一步分得结晶单体
。

他根据生物碱

的性质
,

采取碱磨苯浸的方法
,

使粗提物成份趋

于简单
,

减少了进一步分离单体的困难
。

他还注

意根据不 同研究对象
,

设计不同的提取和纯化

方法
。

依靠这些
,

他和他的学生们系统地研究了

雷公藤
、

细辛
、

三七
、

贝母
、

常山
、

防己
、

延
一

明索
、

钩吻
、

莽草
、

闹羊花等三十多种中草药的化学成

份
,

得到 了许多新生物碱结晶
,

提供药理工作

老进行药理研究
,

选择有价值的推荐临床使用
。

通过这些工作
,

建立了系统研究整理祖国医药

的一套科学方法
。

先生治学严谨
,

一丝不荀
。

他

的工作
,

不经反复验证
,

从不轻易发表
。

已发表

的
,

一经发现有误
,

立即进行订正
。

缮写论文
,

行文简洁
,

要言不烦
,

使人一目了然
。

这些都永

远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
。

先生运用自己钻研创造的一套分离提取方

法
,

研究中草药成份
,

往往从一种植物中分出多

种结晶
。

例如从延胡索植物中分得了十三种生

物碱结晶 ; 从不同品种的钩吻植物中分得了七

种生物碱结晶 ; 从常山植物中分得了三种在一

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异构体常山碱
。

他人

巳详细研究过的中草药
,

经他和学生们重新研

究
,

往往也还能分出新的成份
。

例如在麻黄研究

中除找到了利用 草酸盐结晶溶解度的不同分开

麻黄素和假性麻黄素的方法外
,

还分得了麻黄

副素 ; 从蔓陀萝中
,

除已知的天 仙子碱
、

天仙子

胺和阿托品以外
,

又分得了蔓陀芹和蔓陀芹引

等新生物碱
。

他完成这些出色的分离工作
,

依

靠的只是简单的经典方法
。

先把粗提物根据化

学性质的不同
,

分成儿个部分 ; 然后利用化合

物本身或其盐类在几种常用溶剂中溶解度的不

同
,

把它们一个一个结晶纯化
。

他的结晶母液
,

v 从不轻易丢弃 ;总是反复试验
,

设法从母液中获

取其它成份
。

他的实验桌上
,

总是排列着无数

的小三角瓶
,

上面标明号码和实验的年月日
。

他

一边进行其它实验
,

一边耐心地等待着这些小

瓶子 中结晶的出现
。

有时等上几天
,

有时是儿

个月甚至一年以上
,

当然
,

更多的可能是始终不

见结晶析出
。

只要有结晶析 出
,

根据标记
,

便可

通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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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纪录中找到是那种植物
,

那个部位的成

份
。

就是这样耐心细致
,

井然有序的上作方法
,

使他在中草药成份的系统研究中
,

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
,

做 出了宝贵的贡献
。

先生从事研究工作
,

非常重视联系实际
,

从

来不以获得儿种新的生物碱结晶
,

发表儿篇论

文为满足 ; 而是十分注意这些新生物碱是否有

临床实用价值
。
他梅得到一%:I 新生物碱

,

都要

请药理学家进行详细的药理试验
,

其中有些的

确被发现具有较强的生理或药理作用
。
例如从

钩吻中分得的钩吻素乙
,

毒性远较鸟头碱和假

性乌头碱为大 ;从常山中分得的丙种常山碱
,

其

抗疟作用为奎宁的 1 48 倍 ; 从延胡索中分得的

延胡索素乙
,

延胡索素子和延胡索素丑都有和

球冠素 ( B ul b oc 叩 in en ) 相似的作用 ; 延胡索素

乙现已在临床上作为镇痛
、

镇静剂使用
。

此外
,

他也经常为药厂解决一些生产中的问题
。

例如

原热河麻黄素厂生产麻黄素时有大址副产物消

旋麻黄素
,

他为该厂设计 了用 d一杏仁酸拆分消

旋麻黄素的方法
,

为此还试验改进了 d 一杏仁酸

的生产工艺
。
全国解放以后

,

在党的英明领导

下
,

祖国面貌 日新月异
。

他在现实的教育下
,

更

加迫切地力求运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

为

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

从不拒绝药厂或生

产单位提 出要求帮助解决的问题
。

青毒索试生

产过程中
,

从钙盐转为钾盐
,

不易得到结晶 ; 他

用较短时间
,

摸索解决了青霉素钾盐结晶的方

法
,

使青霉素得以顺利投产
。

四月l常山种植场

采用常山叶治疗疟疾
,

他为该场化验了常山叶

中抗疟质素的含量 ; 并试验设计了简单的化验

方法
,

使该场可以利用简陋设备
,

随时化验样

品
。
他还根据在法国药厂工作时的经验

,

指导

设计试验了一套局部麻醉药普鲁卡因的合成工

艺
,

供药厂生产参考
。

先生热爱本职工作
,

孜孜不倦地从事中草

药的化学研究
,

数十年如一 日
。

不论有任何困

难
,

始终坚守岗位
,

从不间断研究工作
。

在敌伪

统治时期
,

经费时常发生困难
,

他总是多方设

法
,

使研究所的正常工作可以维持下去
。

尤其

在解放前夕
,

经费来源中断
,

物价一日数涨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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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仅剩余款
,

购置银元三百余元
,

勉强维持工

作人员的生活
。

当时工友月支银元 10 元
,

而他

自己每月只支银元 5 元
,

照常坚持工作
。

他以

实验室工作为人生最大乐趣
,

常对人说
: “
我没

有什么爱好
,

总觉得一天不到实验室
,

就好像少

了什么似的
。 ”
他在沪居住二

、

三十年
,

从未到外

地去游览风景名胜
,

连近在咫尺的杭州也只是

在 19 5 2 年陪同外宾去过一次
。

虽在晚年
,

已届

八十高龄
,

依然坚持每天到实验室工作五
、

六小

时
。

直到临终那天
,

上午还在实验室工作
,

谁

知下午就中暑不起
,

永远离开了他心爱的实验

室
。

先生毕生辛勤工作的结果
,

总结为论文六

十余篇
,

分别在国内外有关期刊发表
。

赵承故教授在实验室阅读文献

先生终其一生
,

坚持勤俭办科学的精神
。

解

放前他的研究工作得不到反动政府的支持
,

经

费非常拮据
,

他总是把极有限的经费
,

用在最需

要的地方
。

对于必要的图书期刊
,

他都设法订

齐
。

药物所图书馆目前所藏整套期刊
,

不少是他

从头开始订的
。

而在药品溶剂等消耗性物品方

面
,

他就尽量节约使用
。

沸点高的溶剂不必说
,

即使沸点较低的溶剂如氯仿
,

甚至如乙醚等也

尽 t 反复回收使用
。

他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很少

添里
,

即使一块揩桌布也使用十几年不换新的
。

解放后工作条件改进了
,

他仍反对铺张浪费
,

讲

究排场
。

自己长期使用的仪器器皿
,

一直没有

更新
。

他认为研究工作固然需要一定的条件
,

但首先要有能力去使用
,

同时不能等待条件
,

并

为条件所限制
。

先生离开我们已十三年
,

但他毕生为科学

事业奋斗的精神
,

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

先生

科学地
、

系统地研究整理中草药的工作
,

正是毛

主席关于
“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

应当

认真总结
,

加以提高
”
的教导所要求的

。

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要求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

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
。

深信在党的领导下
,

我

国药学界和植物化学界的同志们一定会遵循毛

主席的教导
,

继承并发扬先生的未竟事业
,

把中

草药的研究工作
,

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

为我国

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现代化
,

作出应有的贡献
。

赵承暇教授科学论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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