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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C-B 是一种新型的毒品，它具有兴奋和致幻的双重精神作用。作为滥用品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欧美地

区，近年来，在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开始出现其滥用的情况，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本文就 2C-B 的合成方法、
药毒理作用、代谢等方面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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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ion of a new abusing drug 2C-B( ZHANG Dalei1，2，ZHANG Jilin2，LIAO Linchuan1 /
1. West China School of Preclinical and Forensic Medicin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41，China;

2. Forensic Science Section of Heilongjiang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Haerbin 150008，China)

【Abstract】As a new abusing drug，2C-B has double psychoactive properties of stimulation and
hallucination. Several countries and districts have reported 2C-B emerging in new 21century after it was used
in Europe and USA in 1980's. And there is a trend to be abused extensively.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ion of synthesis，pharmacology，toxicology and metabolism of 2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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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B( 4-溴-2，5-二 甲 氧 基 苯 乙 胺) 在 美 国 称 为

“NEXUS，在台湾称为“六角”，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合

物，分子式 C10H14BrNO2，分子量 259，化学结构见图 1。
1974 年，Alexander Shulgin 首次合成 2C-B 并发现其有

精神作用，未发现其临床药用价值［1-2］。上世纪 90 年

代，瑞士、荷兰等国先后发现“Esctasy”片中含有该成

分［3-4］。自 1986 年开始，WHO 和一些国家陆续将 2C-B
列为管制药品品种目录［5-12］; 我国 2001 年将 2C- B 列

入Ⅰ类精神药品管制目录［13］。2004 年，我国禁毒部门

发现在收缴的毒品中含有 2C-B［5-8］。本文现将 2C-B
合成方法、药毒理作用、代谢及检测等方面进行论述。

图 1 2C-B 的化学结构

Fig 1 Chemical constitution of 2C-B

1 合成方法

按照《PiHKAL: A Chemical Love Story》记载的方

法合成 2C-B［1］，合成过程见图 2。

图 2 2C-B 合成过程

Fig 2 Synthetic process of 2C-B

取 2，5-二甲氧基苯甲醛溶于硝基甲烷，在无水醋

酸铵的作用下生成 2，5-二甲氧基-2'-硝基苯乙烯; 加入

溶有氢化铝锂的无水四氢呋喃中，充入惰性气体，回流

反应 24h，二氯甲烷洗涤，得 2，5-双甲氧基 － 苯乙胺白

色油状液; 与冰醋酸混合，加入含 Br2 的溴醋酸溶液，得

氢溴酸盐混合物，溶于 50mL 醋酸水中( 含 7. 0g 醋酸) ，

剧烈震荡，加入浓盐酸，生成 2C-B 无水盐酸盐。
Tatsuyuki 等［14］合成了 2 种 2C-B 可能的体内代

谢产物，即 1-氨基-2-( 4-溴-2，5-二甲氧基苯基) 乙醇、
4-溴-2，5-二甲氧基苯乙酸，方法与 2C-B 的合成相似。

2 药毒理作用

2C-B 兼具兴奋和致幻的精神作用。有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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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B 的致幻效果比 4-溴-2，5-二甲氧基苯丙胺( DOB)

强 10 倍［4］，是位列 MDMA、MDEA 之后的第三类需严

格管制的精神物质［15］。其精神作用与服用剂量相

关，摄入 4mg 时，开始出现欣快感，产生消极和松弛的

精神状态; 随着剂量增加，兴奋状态由弱至强，伴随

视、听、嗅、触觉的欣快，直至出现幻觉或达妄想状态，

持续时间约 4 ～ 8h［1，3-4，9］。
药毒理研究认为，2C-B 作为精神类物质，与中枢

神经系统血清素受体 ( 5-HT 受体) 有高度亲和性。
R. A. Glennon 等［16］通过实验证明 2C-B 与大鼠脑中

5-HT1 受体有亲和性，与 5-HT2 受体表现出高度亲和

性。C. A. Villalobos 等［17］发现 2C-B 与光滑爪蟾卵母

细胞 5-HT2 受体有亲和性，是 5-HT2A受体的拮抗剂，

但对 5-HT2C受体无阻断作用，表明其对 2 种受体亚型

的作用具有选择性。Mauricio Lobos 等［12］ 研究指出

2C-B 是离体大鼠胸主动脉血管平滑肌 NE 和 5-HT 受

体的部分激动剂，拮抗剂不能完全阻断。
目前对 2C-B 药毒理作用的研究，局限于其与5-HT

受体亲和性等方面，对受体作用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尚未

进行。2C-B 对各组织器官中的 5-HT 受体作用不同，有

待进一步研究。另外，一些基础性药毒理方面的内容还

未开展，如中毒量、致死量、对机体各组织器官的影响等。

3 代谢研究

机体内主要的代谢酶为单胺氧化酶( MAO) 和细

胞色素( P450 ) 酶系。研究发现 2C-B 进入机体后在

MAO 和 P450的作用下，通过脱氨基、乙酰化、去甲基等

氧化和还原作用，生成相应的醇、酸等代谢物［14，18］。
Denis S. Theobald［19］通过体外测定 MAO 和 P450对 2C-B
的脱氨基作用，发现 MAO-A、MAO-B 和 CYP2D6 是代

谢 2C-B 的 主 要 酶，其 与 MAO-A 有 高 亲 和 性，但

MAO-B 又具有高效性，CYP2D6 亲和性与高效性均不

如前两者，推断 MAO 可能是 2C-B 体内代谢的主要

酶。部分酸类代谢物还可与甘氨酸结合生成代谢物

与甘氨酸的缀合物。此外，交感神经末梢通过 β-碳的

羟基化，代谢 2C-B 生成相应的产物［18］。
β-取代的乙胺类药物( 如 5-HT、组胺、LSD) 及苯

丙胺的代谢途径基本相同，均通过脱氨基或乙酰化生

成相应的代谢物［14，18-22］。早期 有 报 道 人 尿 液 中 有

4-溴 2，5-二甲氧基苯乙酸、4-溴-2，5-二甲氧基苯甲

酸、4-溴-2-羟基-5-甲氧基苯乙酰胺存在［18］。大鼠尿

液中代谢产物有 4-溴-2，5-二甲氧基苯乙醇、4-溴 2，5-
二甲氧基苯乙酸、4-溴-5-羟基-2-甲氧基苯乙酰胺、4-溴-
2-羟基-5-甲氧基苯乙酰胺，而肝细胞中 4-溴 2，5-二甲

氧基苯乙酸则是主要的代谢物［8，14，23-24］。说明 2C-B
在不同生物体内的代谢途径并不完全相同。同时，推

断的代谢中间产物 4-溴-2，5-二甲氧基苯乙醛至今没有

被检测到［22-23，25-26］。因此，结合已有的研究结果，推测

2C-B 体内存在两个主要代谢途径: ①通过脱氨基作用

生成乙醛代谢物，乙醛代谢物进一步氧化、还原生成乙

醇或羧酸代谢物，产生的羧酸代谢物可与甘氨酸结合

生成羧酸 － 甘氨酸缀合物; ②通过乙酰化生成去甲基

代谢物，其氨基部分再乙酰化生成 N-乙酰化代谢物。
2C-B 可能的代谢途径及代谢物的化学结构见图 3。

图 3 2C-B 体内代谢可能的途径及代谢产物

Fig 3 Metabolic pathway and metabolites of 2C-B，in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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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代谢途径是根据已测定的代谢物，与苯丙

胺、LSD 的代谢途径比较后分析得出，尚不确定为完

整的 2C-B 代谢途径。同时，有些代谢物由于没有标

准样品比对，其化学结构只能根据质谱图分析得出，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C-B 体内分布及代谢动力学方面的研究较少。

Miroslava R. 关于 2C-B 在大鼠血液、脑、肺、肝中分布

的研究表明，皮下静脉注射 2C-B 后，30min 达到峰浓

度，肺、脑中浓度高，肺中 2C-B 以原体形式存在的时

间短，血 液 中 t1 /2 为 1. 1h，Vd 为 16L /kg，清 除 率 为

9. 8L /h［21］。提示我们，在进行毒物分析工作中，肺和

脑可能是中毒死亡尸体的最佳检材。
关于 2C-B 代谢的研究，通过测到的代谢物推断出

2C-B 的代谢途径，并不能肯定为全部的代谢途径。通

过分析脑、肺、血、肝中 2C-B 的含量找到肺和脑为高分

布器官，但并不能表现其全部的体内分布状况。因此，

在现有基础上，应继续寻找新的代谢物，推断或完善其

代谢途径。进一步开展该物质在体内的分布、排泄及

动力学研究，为毒物分析工作发现新的检材部位和检

测目标、选择合适的检测时间等方面提供基础型数据。
2C-B 体内代谢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法医毒理学意义。

4 前处理方法

2C-B 检材的提取方法通常采用液液萃取的方式

提取，也有采用固相萃取、固相微萃取方式提取的报

道［25］。原体可直接溶于水中，用有机溶剂溶解后即可

分析，如: 将原体化合物溶于碳酸钠水溶液中，氯仿溶

液提取，无水硫酸钠过滤，干燥后备检［4］。生物检材中

原药及其代谢物的提取，可选用己烷 /乙酸乙酯( 9∶1)

或氯仿 /异丙醇( 10∶1) 等作为提取溶剂; 提取方法要综

合考虑到代谢物的酸碱性以及与蛋白的结合状态，采

取将检材先水解，然后调 pH 值的方法选用上述溶剂提

取，尽量避免代谢物的遗漏。当采用固相萃取或固相

微萃取处理检材时，萃取柱常选用 C8 或 C18 作填料。
2C-B 尿中代谢产物测定的前处理方法见图 4［14］。

5 分析技术

化学方法 2C-B 可与 Marquis 或 Mecke's 试液发

生颜色反应，而区别于其他化合物［4］。将 2C-B 粉末

溶于水中，与 Marquis 试液混合，混合液先呈现出黄

色，然后逐渐变成棕色; 与 Mecke's 试液反应出现绿

色 － 黄色( 慢) － 蓝色( 慢) 变化［4，15］。此方法可作为

2C-B 与麦斯卡林等滥用物质的区别性检验，但不能

作为最终定性结果，有些结构与其相似的苯丙胺类化

合物也产生此种颜色变化。

仪器 分 析 2C-B 仪 器 分 析 的 方 法 报 道 较 多。
2C-B 纯 品 分 析 可 采 用 紫 外 ( UV，λmax 294nm，λmin

256nm) 、红外( IR，－ NH3
+ 3040cm －1，C-H υst 3050 ～

2850cm －1，OCH3 υst 1 250cm －1，C-Br υst 740cm
－1，芳环

氢在 825 cm －1和 750 cm －1处有 2 个尖峰) 、核磁( 1H-
NMR，7. 71: s-H-C3，6. 88: s-H-C6，3. 71: s-MeO-C5，

3. 08: s-MeO-C2，3. 08: t-3J = 7HZ-CH2N，2. 84: t-3J =
7HZ-CH2 ) 、质谱( MS，EI: 259 、230、215、201、77 m /z)
等［3-4］。实际工作中，2C-B、含 2C-B 成分的滥用物质

以及进行代谢物研究时，色谱及色谱 － 质谱联用技术

应用分析方法相当成熟，具有良好的检出限、线性范

围和灵敏度，如: 气相色谱( 配 NPD 检测器) 、液相色

谱( UV 或 DAD 检测器) 、毛细管电泳( LIF 检测器) 、
气 /质 联 用 ( GC /MS ) 、液 /质 联 用 ( LC /MS )

等［3，7-8，10，15，18，21，24，］。同时，在进行 GC 或 GC /MS 分

析时，也可将各种提取物进行衍生化，然后进行分析，

衍生化试剂可选用乙酸酐、MBTFA 等［3，18，24］。在色

谱条件的选择方面，采用非极性分析柱( 如: DB-1、DB-5
气相柱、C18液相柱等) ，程序升温或梯度洗脱方式。质

谱分析可选用 EI、CI 两种离子源分析，以获得更多的

代谢物质谱数据，从而确定代谢物的化学结构。

图 4 2C-B 尿液中代谢物的提取

Fig 4 Extraction of 2C-B metabolites in urine

近年来，制毒者和贩卖者开始寻求新的替代品，

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 2C-B 这

种老化合物而新毒品的滥用物质，我国大陆、台湾及

一些东南亚地区也不断有 2C-B 出现，提醒我们要重

视其泛滥趋势，加强对该物质各方面的研究。但是，

目前关于 2C-B 的研究很少，只是局限在受体亲和性、
代谢物检测、代谢途径推断上，并且仍有许多尚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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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问题，如: 理论的 4-溴-2，5-二甲氧基苯乙醛代谢

物仍未检出，2C-B 对受体的影响还不能肯定，完整的

代谢途径和代谢产物分析，2C-B 的成瘾性等，这些都

需要进一步研究得出结论。同时，更深入的毒理学机

制的研究，还可为将来的 2C-B 乃至 2C 系列毒品的中

毒者或成瘾者临床救治提供参考依据，也可为治疗药

物的研究开发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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