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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8．0(C一15)，20．1(C一16)，46．3(C一17)，41．8

(C一18)，46．5(C一19)，30．7(C一20)，34．0(C一21)，

32．9(C～22)，210．1(C一23)，10．8(C一24)，15．3(C一

25)，17．1(C一26)，25．9(C一27)，181．2(C一28)，33．1

(C一29)，23．6(C一30)，Glur 103．2(C一17)，77．9(C一

2 7)，85．9(C一37)，69．9(C一4’)，76．4(C一5 7)，175．4(C一

6 7)，Gal 103．7(C一17)，73．1(C一2 7)，74．7(C一3 7)，

70．4(C一47)，75．5(C一5 7)，61．5(C一6 7)，Xyl 104．4(C一

17)，74．9(C一2 7)，77．8(C一37)，71．5(C一4’)，66．8(C一

57)，FAB—MS 979．8IN+K-I+，963．8 EM+Na]+，

847．7 M+K—xylose l+，831．7 M+Na—

xylose]+，669．5[M+Na一(xylose+galactose)]+，

493．4 EM+Na一(xylose+galactose+glucoronic

acid)]+，471．6 EM+H一(xylose+galactose+glu—

coronic acid)l+，453．6 M+H一(xylose+

galactose q-glucoronic acid)一H20]+。

2．3酸水解反应：取化合物约5 mg于安瓿中，先

用少量MeOH溶解，再加入5％HCl 5 mL，封瓶，

置70℃水浴加热6 h，冷至室温后，用5％NaOH约

5 mL中和至pH约7．0，将水液层和糖标准品同点

于高效硅胶板上，以氯仿一甲醇一水(30：12：4)下层

9 mL加1 mL冰醋酸展开，以10％硫酸乙醇显色，

比较水解产物与糖标准品的Rf值。其Rf值分别与

D一糖、D一半乳糖和D一葡萄糖醛酸的Rf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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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骨草的化学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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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研究筋骨草Ajuga decumbens的化学成分。方法 采用硅胶柱色谱对筋骨草的甲醇提取浸膏进行分

离纯化，得到5个单体，并通过光谱分析鉴定了其结构。结果这5个单体分别被鉴定为1一辛烯一O—a—L一吡喃阿拉伯

糖一(1-6)一O_[pD一吡喃葡萄糖一(1-2)]一pD一吡喃葡萄糖(I)、正丁基一pD一吡喃果糖苷(Ⅱ)、6，7-二羟基一香豆素

(Ⅲ)、5，7-二羟基一4’一甲氧基黄酮(IV)和谷甾醇一3一O—pD一吡喃葡萄糖苷(V)。结论5个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

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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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Ajuga decumbens．Methods Five com—

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methanol extraction and purified with silica gel column chromatography．Their

structures were elucidated on the basis of spectral analysis．Results Five compounds were 1一octen—O—a—L—

arabinopyranosyl一(1-6)一O一[pD—glucopyranosyl一(1-2)]一B—D—91ucopyranoside(I)，，2一butyl—p—D—fructopy—

ranoside(Ⅱ)，6，7-dihydroxy—coumarin(i11)，5，7-dihydroxy一47一methylflavone(IV)，and 3一O—pD—glu—

copyranositosterol(V)．Conclusion These five compounds are isolated from this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

Key words：Ajuga decumbens Thunb．；Labiatae；chemical constituents

筋骨草Ajuga decumbens Thunb．又称金疮小

草、白毛夏枯草、苦草等，为唇形科植物。主要分布在

秦岭以南各省。民间主要用于止咳化痰、清热、凉血、

消肿、解毒、腹泻、肝炎、疔毒疖肿、外伤出血等。筋骨

草性味苦寒。按中医药理论，苦能燥湿解毒、寒能清

热泻火，其对多种细菌具有抑制功能。研究发现服用

筋骨草后，临床检测到白细胞增加，血清谷丙转氨酶

活力显著下降，表明筋骨草对肿瘤及病毒性疾病确

有疗效口]。目前，文献已报道的筋骨草全株的化学成

分主要包括克罗烷二萜、甾酮、糖苷等化合物[2~9]。

笔者对采自广西的筋骨草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寻

找新的活性化合物或先导化合物，为进一步开发利

用筋骨草提供依据。

1仪器和材料

试剂及样品：熔点用北京泰克仪器公司的双目

镜X一6型显微熔点测定仪测定(温度计未经校

正)；红外光谱用EQUINOX55(Bruker)红外仪测

定；核磁共振谱用Varian Unity INOVA 500型核

磁仪测定(1H—NMR谱500 MHz，13C—NMR谱125

MHz，TMS为内标)；质谱用VG Autospec一500质

谱仪测定。薄层色谱硅胶和柱色谱硅胶为青岛海洋

化工厂产品；所用试剂为分析纯。筋骨草Ajuga de—

cumbens Thunb．从广州药材市场购得(采自广西)，

由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李植华教授鉴定。

2提取和分离

筋骨草全株(干重24 kg)，粉碎，以甲醇浸提2

次，减压回收溶剂得浸膏。浓缩浸膏依次用石油醚、

氯仿、正丁醇萃取。石油醚、氯仿及正丁醇萃取部分

进行硅胶柱色谱，得化合物I～V。

3结构鉴定

化合物I：淡黄色粉末，mp 80～82℃，分子式

为C。。H“015．在薄层板上对香草醛一浓硫酸显深红

色；FAB—MS m／2：607 EM+Na]+；IRv釜基cm一1：

3 406，2 928，2 875，1 644，1 453，1 420，1 371，

1 256，1 162，1 076，1 014，948，921，860，780；由

FAB—MS m／z：607 EM+Na]+；1H—NMR(Pyridine—

d5)艿：(Aglycone)5．32(1H，d，t，一10．0 Hz，H一1)，

5．18(1H，d，J一10．0 Hz，H一1)，6．15(1H，m，H一2)，

4．37(1H，m，H一3)，1．93(1H，m，H一4)，b 1．73(1H，

m，H一4)，1．46(2H，m，H一5)，1．27(2H，m，H一6)，

1．25(2H，m，H一7)，0．81(1H，t，J一7．0 Hz，H一8)，

(Inner glucose)4．88(1H，d，J一7．5 Hz，H一1 7)，

4．07(1H，m，H一27)，3．90(1H，m，H一37)，4．09(1H，

m，H一4’)，3．92(1H，m，H一57)，4．3l(1H，m，H一6’)，

(Terminal glucose)5．23(1H，d，J一7．5 Hz，H一1'9，

4．08(1H，m，H一2”)，4．22(1H，m，H一3”)，4．27(1H，

dd，t，一11．0，3．0 Hz，H一4”)，3．92(1H，m，H一5”)，

4．39(1H，m，H一6”)，4．47(1H，dd，J一11．0，3．0 Hz，

H一6”)，(Arabinose)4．90(1H，d，J一7．5 Hz，H一1”)，

4．42(1H，m，H一2”)，4．15(1H，dd，J一8．0，3．0 Hz，

H一3”)，4．20(1H，m，H一4”)，4．66(1H，dd，J一11．0，

3．0 Hz，H一4”)，4．28(1H，m，H一5”)，b 3．74(1H，dd，

J一11．O，3．0 Hz，H一5”)；13C—NMR(Pyridine—d5)艿：

(Aglycone)115．9(C一1)，140．5(C一2)，82．2(C一3)，

35．2(C一4)，24．8(C一5)，32．2(C一6)，22．9(C一7)，

14．2(C一8)，(Inner glucose)101．6(C一17)，84．1(C一

27)，76．6(C一3 7)，71．4(C一4 7)，78．5(C一5’)，68．9(C一

6’)，(Terminal glucose)106．3(C一1”)，76．8(C一2”)，

77．9(C一3”)，71．6(C一4”)，78．0(C一5”)，62．8(C一6”)，

(Arabinose)105．1(C一1”)，72．2(C一2”)，74．2(C一

3”)，69．1(C一4”)，66．2(C一5”)。与已知化合物的物

理常数及波谱数据相比较，确定化合物I为1一辛烯一

O—oc—L一吡喃阿拉伯糖一(1—6)一0一[pD一吡喃葡萄糖一

(1—2)]一B—D一吡喃葡萄糖[1引。

化合物Ⅱ：白色针状结晶，mp 148～150℃，分

子式为Cl。H2。06，FAB—MS m／z：259EM+Na]+；在

薄层板上对香草醛一浓硫酸显棕褐色；与已知化合物

的物理常数及波谱数据相比较一致，确定化合物Ⅱ

为正丁基一B—D一吡喃果糖苷口2|。

化合物Ⅲ：淡黄色针状结晶，mp 266～268℃，

”C—NMR(Pyridine—d。)艿：161．6(C一2)，111．6(C一3)，

144．8(C一4)，112．2(C一5)，149．0(C一6)，152．5(C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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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3．7(C一8)，144．1(C一9)，113．1(C一10)；

1H—NMR(Pyridine—d。)艿：6．25(1H，d，J一9．5 Hz，

H一3)，7．62(1H，d，￡，一9．5 Hz，H一4)，7．23(1H，s，H一

5)，7．11(1H，s，H一8)。与已知化合物的波谱数据相

比较一致n引，确定化合物Ⅲ为6，7一二羟基一香豆素。

化合物Ⅳ：淡黄色针状结晶，mp 270～275℃，

分子式为C。。H。205；13C—NMR(Pyridine—d5)艿：163．9

(C一2)，104．5(C一3)，182．7(C一4)，158．4(C一5)，

100．0(C一6)，165．9(C一7)，94．8(C一8)，162．9(C一9)，

104．9(C一10)，128．5(C一1‘)，128．5(C一27)，114．8(C一

37)，163．9(C一47)，114．8(C一57)，128．5(C一6’)，55．5

(OMe一47)；1H—NMR(Pyridine—d5)艿：6．90(1H，s，H一

3)，13．66(1H，s，OH一5)，6．73(1H，d，J一2．0 Hz，

H一6)，6．79(1H，d，J一2．0 Hz，H一8)，3．74(3H，s，

OMe一4 7)，7．93(2H，d，J一9．0 Hz，H一27，6 7)，7．07

(2H，d，，一9．0 Hz，H一3’，5 7)，经与已知化合物的物

理常数及波谱数据相比较一致，确定化合物Ⅳ为5，

7一二羟基一4’一甲氧基黄酮[1引。

化合物V：白色粉末，mp 269～271℃；FAB—

MS m／z：599[M+Na]+；Molish反应阳性，Lieber—

mann反应阳性。与谷甾醇葡萄糖苷对照品共薄层，

Rf值一致。确定化合物V为谷甾醇葡萄糖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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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牡丹的化学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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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紫牡丹Paeonia delavayi的化学成分。方法利用反复硅胶柱色谱进行分离纯化，通过理化性

质和光谱数据分析鉴定化合物结构。结果 分离得到11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paeonisuffral(I)、芍药苷元

(paeoniflorigenone，Ⅱ)、palbinone(Ⅲ)、常春藤皂苷元(hederagenin，Ⅳ)、槲皮素一3，7一二甲氧基(quereitrin一3，7一

dimethoxy，V)、紫云英苷(astragalin，VI)、单棕榈酸甘油酯(glyceryl monopalmitate，VI)、1-亚油酸一3一棕榈酸一甘油

酯(1一linoloyl一3一palmitoylglyeerol，Ⅷ)、没食子酸甲酯(methyl gallate，Ⅸ)、香草酸甲酯(methyl vanillate，X)、丁香

酸甲酯(methyl syringate，XI)。结论化合物I，Ⅲ，V～Ⅺ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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