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贯叶金丝桃黄酮醇类成分研究

吴　 ,李　萍,周素娣
*

(中国药科大学 生药学教研室, 江苏 南京　210038)

中图分类号: R284.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3 2670( 2001) 03 0206 01

　　贯叶金丝桃 Hyp ericum perf oratum L. 为藤黄

科金丝桃属植物。具有止血消肿, 清热解毒的功

效[ 1]。在国外贯叶金丝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抑郁

作用及抑制 HIV 的作用。一直以来认为金丝桃素

( hypericin)是贯叶金丝桃抗抑郁的主要活性成分,

但近期有报道其黄酮类成分也显示有抗抑郁的活

性[ 2]。在贯叶金丝桃中黄酮类成分高达9. 25% [ 3] ,而

且黄酮类比金丝桃素类成分要稳定得多, 因此具有

好的开发前景。我们对贯叶金丝桃化学成分进行了

研究, 从丙酮部分经硅胶柱层析分离得到 4 个黄酮

醇类化合物, 经光谱鉴定为 蓄苷 ( avicularin,

quer cet in-3-O-A-L -arabo furano side, Ⅰ ) , 槲 皮素

( quercet in, Ⅱ) , 金丝桃苷( hyper in, Ⅲ )及芦丁

( rut in, Ⅳ) ,其中 蓄苷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得。

1　仪器和材料

X-11-5显微熔点测定仪, 未校正: Bruker-ACF-

300型核磁共振仪; 岛津 UV-2501 PC 仪; 薄层层

析、柱层析用硅胶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

贯叶金丝桃植物采于江苏南京,经周素娣教授

鉴定为 Hyper icum perf oratum L.。

2　提取和分离

贯叶金丝桃地上部分干燥药材 1. 5 kg 粉碎,以

二氯甲烷索氏提取脱脂后再用丙酮索氏提取,浓缩

得浸膏约 45 g, 经硅胶柱层析,二氯甲烷-甲醇-水梯

度洗脱,分别得化合物Ⅰ～Ⅳ。

3　鉴定

化合物Ⅰ: 黄色针晶, mp 280 ℃, U V,
1
H,

13
CN-

MR数据与文献
[ 4]对照,确定化合物Ⅰ为 蓄苷。

化合物Ⅱ: 黄色针晶, mp 313℃。mp, U V, 1H,
13
CNMR数据与文献

[ 5]对照,确定Ⅱ为槲皮素。

化合物Ⅲ:黄色针状结晶, mp 214 ℃, UVKmax ,

nm( MeOH) : 255. 5, 357. 5。其mp, U V, 1HNMR 与

文献数据对照
[ 5]
,和金丝桃苷的光谱数据

[ 6]
一致。以

金丝桃苷标准品为对照薄层鉴定,三个展开系统展

开, Rf值一致, 故确定该化合物为金丝桃苷。

化合物Ⅳ:黄色针状结晶, mp 188 ℃, UVKmax ,

nm( MeOH) : 256. 6, 358. 5。其mp, U V, 1HNMR 与

文献数据基本一致, 故确定该化合物为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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