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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菀为常用中药 ,具润肺下气、止咳祛痰之功

效。主治气逆咳嗽、痰吐不利、肺虚久咳、痰中带血等

症 ,在中医临床处方及中成药中用量很大。中国药典

( 1995年版 )收载其来源为菊科植物紫菀 Aster

tataricus L. f. 的干燥根茎及根 ,销全国大部分地

区。文献报道紫菀中主要含三萜类 [1～ 3 ]、环肽 [4～ 9 ]、

寡肽 [ 10]等成分 ,但止咳祛痰有效成分尚未确定。为

了进一步确定其有效成分 ,为制定质量标准提供科

学依据 ,我们对其化学成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从中

分离得到 20余个单体化合物 ,鉴定出 14个 ,部分已

报道 [11 ] ,现报道另外的 5个酚类和 1个三萜类化合

物。它们的结构经理化常数测定和波谱分析 ,鉴定为

槲皮素 ( quercetin,Ⅰ )、山柰酚 ( kaem ferol ,Ⅱ )、 3-甲

氧基山柰酚 ( kaemfero l-3-OMe,Ⅲ )、东茛菪素

( scopoletin,Ⅳ )、大黄素 ( emodin,Ⅴ )、β -香树脂 (β -

amyrin,Ⅵ )。其中Ⅴ为首次从菊科植物中分得 ;Ⅳ为

首次从紫菀属植物中分得 ;Ⅱ、Ⅲ、Ⅵ 为首次从该植

物中分得。

1　仪器和材料

熔点测定用 X4显微熔点测定仪 (北京光电设

备厂 ) ,温度未经校正。 NMR用 Bruker 300核磁共

振仪测定 , TM S为内标。 IR用 Perkin-Elmer 983型

红外光谱仪测定。 薄层层析及柱层析用硅胶为青岛

海洋化工厂出品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紫菀 A. tataricus 1997年 11月购自安徽亳州

药材市场 ,经作者鉴定无误 ,凭证标本存于中国药科

大学中药标本馆。

2　提取与分离

紫菀干燥根及根茎粗粉 8 kg ,用丙酮回流提

取 ,回收丙酮 ,得浸膏 200 g ,经过反复硅胶柱层析和

制备薄层层析 ,以石油醚-乙酸乙酯和氯仿-甲醇梯

度洗脱 ,经反复精制得化合物Ⅰ ～ Ⅵ 。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Ⅰ : 黄绿色针晶 (甲醇 ) , mp 312℃～ 313

℃。 UV、
1
H、

13
CNMR数据与文献

[12 ]中报道的

quercetin一致 ,与标准品共 TLC,其 Rf值一致 ,混

合熔点不下降 ,故该化合物鉴定为槲皮素。

化合物Ⅱ : 黄绿色粉末 (甲醇 ) , mp 262℃～

264℃。1
HNM R和

13
CNMR光谱数据与文献

[12 ]中

报道的 kaemferol一致 ,与标准品共 TLC,其 Rf值

一致 ,混合熔点不下降 ,故该化合物鉴定为山柰酚。

化合物Ⅲ : 黄绿色粉末 (甲醇 ) , mp 291℃～ 292

℃。 UVλmax ( MeOH): 332, 268 nm; IR( KBr) cm- 1:

3 500 ( O H) , 1 648 ( C= O) ; HCl-Mg粉反应阳性 ,

AlCl3显色荧光加强 ,故推测该化合物为黄酮类化

合物。
1
HNMR谱与化合物Ⅱ比较在δ3. 78处多 1

个甲氧基信号。 与 3-甲氧基山柰酚标准品 TLC,其

Rf值一致 ,混合熔点不下降 ,故该化合物鉴定为 3-

甲氧基山柰酚。

化合物Ⅳ: 浅黄色针晶 (氯仿 ) , mp 207℃～ 208

℃ , 1HNM R( CDCl3 )和
13
CNM R( CDCl3 )光谱数据均

与文献 [ 13]报道的东莨菪素一致 ,故该化合物Ⅳ鉴定

为东莨菪素。

化合物Ⅴ : 橙色针晶 (丙酮 ) , mp 256℃～ 257

℃ , 1HNM R( DM SO-d6 )和
13
CNM R( DM SO-d6 )光谱

数据均与文献 [14 ]报道的大黄素一致 ,故该化合物鉴

定为大黄素。

化合物Ⅵ : 白色颗粒状结晶 (石油醚 -乙酸乙

酯 ) , mp 197℃～ 198℃ , L-B反应阳性 , APCI-M S:

[M+ H ]+ 427, IR( KBr) cm
- 1: 3 483( O H) , 1HNMR

( CDCl3 )示有 8 个角甲基和 1 双键 , 13 CNMR

( CDCl3 )示有 30个碳原子 ;以上光谱数据与文献中

报道的 β -香树脂一致
[15 ]

,并与对照品薄层层析 Rf

一致 ,故该化合物鉴定为 β -香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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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蓝刺头地上部分化学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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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蓝刺头为菊科蓝刺头属植物 ,其原植物学

名为 Echinops grijisii Hance。《中国药典》 2000版将

其作为中药禹州漏芦的原植物之一收录。 其药用部

位为根。我们报道了对其根的化学成分研究 [1, 2 ]。为

开发、扩大药用资源 ,我们对其他部分亦进行了化学

成分研究 ,从中共分得 13个化合物 ,并应用光谱法

对其进行了结构鉴定。 其结构分别鉴定为 5-(丁烯 -

3-炔 -1)联噻粉 (Ⅰ ) ,α-三联噻吩 (Ⅱ ) ,齐墩果 -3-酮

(Ⅲ ) ,三十二烷醇 (Ⅳ ) ,蒲公英萜醇乙酸乙酯 (Ⅴ ) ,

槲皮素 (Ⅵ ) ,芦丁 (Ⅶ ) ,橙皮苷 (Ⅷ ) ,木犀草素-7-O-

β -D-葡萄糖苷 (Ⅸ ) ,三十烷醇 (Ⅹ ) ,谷甾醇 (Ⅺ ) ,谷

甾醇 3-O-葡萄糖苷 (ⅩⅡ ) ,卡多帕亭 (ⅩⅢ )。以上 13

种成分均为首次从该植物地上部分中得到。化合物

Ⅲ ,Ⅷ为首次从蓝刺头属植物中获得。

1　仪器与药品

熔点用 XT4A数字显示双目显微熔点测定仪测

定 ,温度计未校正。 UV光谱用 UV-260型仪测定。

IR光谱用 Perkin-Elmer 983型红外光谱仪测定 ,

KBr压片。NM R光谱用 Joela-500, v arian-USA-un-

rry 200和 VXR 300型仪器测定 , TM S内标。MS用

AEI-M S-50和 JM S-DX303型质谱仪测定。

柱色谱硅胶 ( 100-200目 , 200-300目 )和薄层色

谱硅胶 G、 GF254、 HF254均为青岛海洋工厂产品:聚酰

胺粉 ( 200目 )为江苏无锡县中化教具厂产品 ;聚酰

胺膜为浙江黄岩化学实验厂产品 ; Sepadex LH-20

( 25～ 100μm)为 Pharmacia公司产品 ,上海化学试

剂厂分装。

显色剂: 10%硫酸乙醇溶剂 , 5%磷钼酸乙醇溶

液 , 5%三氯化铁乙醇溶液。

药材作者于 1996年 10月采自河南省禹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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