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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酮贰水解按常规方法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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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州漏芦化学成分的研究

山东省医科院药物研究所 (济南 250062) 陈 莉
去

丁杏艺

摘 要 从祁州漏芦根中共分得 14 个化合物
,

经光谱分析
、

理化性质与标准图谱及 已知化合物对

照
,

鉴定了其中的 11 个 化合物
,

它们分别为 件谷当醇 ( 工 )
,

牛菩子酸 (
areti。 a c

id
,

l
)

,

棕搁酸

(palm iie aeid
,

n )

,

牛芬子醛 (
aret, n a

l
,

w )

,

正二十四烷酸(
n 一t e t r a e o , a n o

i
c a e

i d
,
切 )

,

胡萝 卜贰 (呱 )
,

蜕 皮幽酮 (
eedysterone

,

姗 )
,

蔗糖( IX )
,

漏芦 街酮 (
rhapontisterone

,
x )

,

土克 街酮 (t
urkesterone

,

xI )

,

麦芽糖(xI II)
。

其中 u
、

切 、

vII

、

”和 xlT T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得
。

关键词 祁州漏芦 噬吩 蜕皮激素 长链脂肪酸

祁州漏 芦 R haP on tic
um un tfl or

u m (L )

D C
.
是一味常用中药

,

为中国药典收载
。

具有

清热
、

解 毒
、

消肿
、

下乳汁的功效
,

始载于《神

农本草经 》
,

列为上品
,

有
“

下乳汁⋯⋯轻身益

气
,

耳 目聪明
,

不老延年
”

的记载
〔‘〕;
蒙医用它

的干燥花主治感 冒
、

心热痢疾
、

血热及传染性

热疾
。

我们从祁州漏芦根中分得 14 个化合

物
,

本文报道其中 n 个化合物的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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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莉
,

1 9 8 8 年毕业 卜中国药科大学化学 制药专业
,

获学 卜

an do ng A eadem y of M
ediea l S cien ces

,

J i
n a n

学位
。

1 9 9
3 年 考入山东省医学科学院药物所

,

1 9 9 6 年 7 月获
。

分配 至中国药科大学天然药化教研究 l作
,

主要从 事教学 及科研 「作
,

目前的科研 卜作主要是
“

祁州漏芦活性成
”

及
“

丹参的综合开发利用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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