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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化合物 V 首次从该植物 中分离得到
, ” 为一新 化合

物
,

命名为厚果鸡血藤 乙素 ( p a e
h y e a r in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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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豆科植物
,

又名少果鸡血藤
。

味苦
,

辛
、

热
,

有毒
,

具有杀虫
、

攻毒
、

止痛之功效
。

主

治 疥 疮
、

癣
、

瘩
、

疹 气 腹 痛
、

小 儿 疮 积 等 疼

痛川
。

广东省连县等地 民间用 以治疗 乙型肝

炎
。

我们在 以前 曾报道从该植物根部分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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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墩 果 酸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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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黄 皮 素

( l )
、

厚 果 鸡 血 藤 甲 素 ( p a e h y e a r i n A )

( vI 户二
,

现又从该植物根部分离出 2 种成分
,

经理化常数和 光谱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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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化合物 V 首

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

vI 为一新化合物
,

命

名为厚果鸡血藤乙素 ( p a e h y e a r i n B )
。

化合物 V 为无色针状结晶
,

m p 18 7 C 一

1 8 8 C (丙 酮 )
,

M S m / 2 2 9 2
,

2 6 3
,

1 5 4
,

1 3 6
,

1 0 7
。

元 素 分 析 实 验 值 ( % )
:
C

: 7 4
.

2 7 ; H :

4
.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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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6 4 0 (拨基吸

收 )
。

显示化合物 V 是一个黄酮类化合物
,

据

不饱和度推测应有一个映喃环
。

e N M R数据

显示 吠喃环 应连接 在 C
7 ,

C
S

位 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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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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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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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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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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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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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

结构式如图 1 所示
。

化合物 VI 为针状结 晶
,

m P 1 3 5 C 一 1 3 6

C ( 甲醇 )
。

M S m / 2 3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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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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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4
,

1 3 6
。

元 素 分 析 实 验 值 ( 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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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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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化合物 vI 是一个黄酮

类 化合物
。

据不饱 和度推测应有 一个 吠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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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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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芳环 上 氢质 子
。 ` 3

C N M R 6 C 1 74
.

5 6 8 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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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S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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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0 吸收峰为化合物

vI R D A 裂介的典型吸收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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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为 p a e h y e a r i 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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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结构式如图 1 所

不
:

图 l 化合物 V 和 讥的结构式

1 仪器与试剂
、

原料

熔点用 W C
一

1 型显微熔点仪测定
,

温度

未校正
。

U V 用 岛津 N V
一

2 5 O I P C 型紫外光谱

仪 测 定
。

I R 用 V G ZA B H S 红 外 光 谱 仪测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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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N M R
、 ` 3

C N M R 用 I N O V A 5 0 0 N B

(V a r i a n )型 核磁共振仪测定
。

M S 用 V a r i a n

M at 21 2 型质谱仪测定
。

硅胶选用青岛海洋

化工厂生产的柱层析用硅胶
。

厚果鸡血藤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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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广东省连县
。

2 提取与分离

厚果鸡血藤粗粉 3 k g
,

用 95 % E t 0 H 热

提 Z h
,

提取 液浓缩收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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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得到化合物 I ~ VI
,

并多次重结晶纯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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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半合成紫杉醇类化合 物的关 键步骤 1 0
一

去 乙 酞 基 巴卡 亭 I ( 10
一
D A B ) 的轻基保护 反应

进行 了研究
。

结果表 明
,

利 用抓 甲酸 ( 2
,

2
,

2
一

三抓 ) 乙醋作 为轻基保护基
,

获得 7
,

1 0
一

二 (三氛 乙氧拨

基卜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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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乙 酞基巴 卡亭 班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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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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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时 间为 2 m in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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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e l i t a x e l ( l
,
t a x o l ) 是从 红豆杉 属植物

树皮 中分 离得到的一种二枯化合物
,

其结构

新颖
,

抗癌机制独特
,

是近年来国际上公认的

最好的抗癌药物之一
。

但它天然含量甚微
,

远

远不能满足临床及基础研究的需要
。

因此
,

多

年来人们不断努力试图通过细胞培养和化学

合成的方法得到紫杉醇
,

以解决其供应不足

的问题
。

到 目前
,

细胞培养生产紫杉醇已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 .l[
2 〕。

1 9 9 4 年
,

紫杉醇的化学全

合成也获得 了成功 3[,
4〕 ,

但全合成路线复杂
,

成本昂贵
,

目前仅具有理论意义
。

而从可再生

的植物枝叶中提取含量相对较高的紫杉烷二

枯成分作为化学合成的前体
,

进行紫杉醇 的

半合成不仅可 以缓解紫杉醇的供应危机
,

还

可通过半合成的研究获得有关构效关系的信

息
,

对紫杉醇进行结构改造以期寻找活性 更

大
、

毒副作用小
,

抗癌谱略有不同或更广的紫

杉醇类抗癌药物
,

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方法
。

d o e e t a x e l ( x
,
t a x o t e r e )就是通过半合成的方

法得到的一种紫杉醇类似物
,

其抗癌活性及

水溶性均略优于 紫杉醇
。

化学半合成的方法是通过从天然提取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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