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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南丹参的根中首次分得 个脂溶性丹参酮类成分和 个水溶性酚酸类成分
。

经
、 、

,

和 光谱测定
,

分别鉴定为丹参酮 人
、

丹参酮
、 一谷留醇

、

咖啡酸 万
、

迷迭香酸
、

迷迭香酸甲醋 砚
、

丹酚酸 顶
、

丹 酚酸 姐
、

丹 酚 酸

【
。

关匆词 南丹参 丹参酮类成分 水溶性酚酸类成分

南丹参
。 。 。 二 少 为唇形科

 
鼠尾草属植 物

。

在浙江
、

江西等

一些南方省区作丹参药用
,

且资源较多
。

有关其化学成分未见报道
。

本文报道从南丹参根中

分得的 个丹参酮类成分和 个酚酸类成分的分离和鉴定
。

经光谱及化学方法
,

并结合理化常数

等的测定
,

它们分别被鉴定为丹参酮 一  , ,

丹参酮
, ,

日
一
谷角醇

,

咖啡酸
、

迷迭香酸
, ,

迷迭香

酸甲醋
,

硕
,

丹酚酸
,

孤
,

丹酚酸 二

 ,

租 和丹酚酸  ,

互
。

研究表明
,

南丹参中含

有与丹参相同的两大类成分
。

因此本研究为南丹参资源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

材料和仪器

药材购自浙江省台州药材采购供应站
,

原植物经作者鉴定为 南丹参 阮二 。。

。

熔点测定用 型体视显微熔点测定仪
,

温度计未较正
。

紫外光谱用 岛津 一

型仪测定
,

红外光谱用 一 型仪测定
,

氢谱用 一 ,

。型测定
,

质谱用
一
型质谱仪测定

。

提取和分离

南丹参粗粉
,

用  乙醉回流抚取 次
。

醉提掖浓缩后进行硅胶千柱 层 析
,

二氯

甲烷洗脱
,

按色带切割成 份
,

每份分别用二氯甲烷洗脱
,

将第 份洗脱液浓缩 至 干
,

乙醇结晶得化合物
,

第 一 份洗脱液浓缩至干
,

乙醇溶解
,

滤出不溶物后静置
,

析出结晶

为化合物
。

不溶物用丙酮结晶得化合物
。

药渣继续用水提取 次
,

水提掖减压浓缩后
,

用乙醇调至含醇量为  
,

静置滤去沉淀
,

水醇液浓缩
,

依次用氯仿
、

乙酸乙醋
、

正丁醇萃取
。

乙酸乙酷部分用硅胶进 行 千 柱 层析
,

一 一   ·
洗 脱 后 切 割为 份

,

各份用甲醇洗脱
,

合并 相同

组分
,

得 份及 份两部分
,

各部分分别经 一 柱层析用甲醉洗脱
,

多

次薄层制备
,

用不同配比的
一 一 展开

,

得到 个化合物
、 、 、

飞
、

租
。

正丁醇部分经多次薄层制备后得到化合物
。

鉴定

化合物 桔红色针晶
。

℃
。

与标准品棍合点样后仍 为单一斑

点
, 二一 二 。 , , , ,

。 一 ’ 、
二 与文献〔‘〕报道的丹参酮

一
的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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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I
:
紫褐色针晶 (M e

ZC O )
。

m p 2 3 o
~

2 5 1 ℃与文献记载的m p231~ 2 32℃ 相符
,

与标准品混合点样后仍为单一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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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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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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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化合物

l 确定为丹参酮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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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片晶

,
m p 1 3 7 一138 ℃

,

M S 裂解与文献〔
3 〕报道的日

一谷 街醇裂解 相同
。

与日
-谷 街醇标准品混合T L C 检查为单一斑 点

,

推定此化合物为日
一谷 街醇

。

化合物W
:
淡黄色无定形粉末 (未进行结晶处理 )

:
三氯化铁一铁氰化钾及澳甲 酚 绿均

为阳性
,

香荚兰醛显黑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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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道的咖啡酸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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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T L C 的 R
,
值

、

荧光颜色及 H P L C 的R t值均与咖啡酸一致
,

故此化合物为咖啡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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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黄色无定形粉末

。

三氯化铁 一铁氰化钾及澳甲酚氯显色均为阳 性
,

香荚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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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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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T L C 的Rf 值
、

荧光颜色及H P L C 的

R t值均与迷迭香酸相同
,

因此该化合物为迷迭香酸
。

化合物 VI
: 淡黄色无定形粉末

,

香荚兰醛显粉红色
,

嗅甲酚绿显色 阴性
。

表明分子 中不

含游离轻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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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推测此化合物为

迷迭香酸甲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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