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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树的化学成分研究

何素丽，陈若芸+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物研究所，北京100050)

白树Suregada glomerulata(B1．)Baill．为大

戟科白树属植物。该属植物共约40种。分布于亚洲、

大洋洲和非洲热带地区。我国产2种，分别为台湾白树

S．aequorea和白树S．glomerulata。后者即本课题的

研究对象。该种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广东南部、海

南、广西南部和云南南部[1]。白树并非药用植物，但通

过药理研究发现其具有较强的抗糖尿病活性。本课题

是首次对该种植物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笔者从白树

根部分离得到5个化合物，经理化鉴定和波谱分析，分

别鉴定为泽漆内酯甲(helioscopinolide A，I)、泽漆

内酯丁(helioscopinolide D，1I)、泽漆内酯戊(helio—

scopinolide E，Ⅲ)、euphoranginol B(iV)和p谷甾醇

(t3-sitosterol，V)。其中，化合物I～Ⅲ为松香烷型二

萜，化合物iV为贝壳杉烷型二萜。

1仪器与材料

熔点用Boetius显微熔点测定仪，温度计未校

正；红外光谱用美国尼高力公司傅立叶变换红外光

谱仪(IMPACT一400型)；核磁共振谱用NOVA一

500核磁共振谱仪(TMS为内标)；质谱用ZAB一2F

型和1100系列LC／MSD Trap—SL型质谱仪测定。

硅胶选用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的柱色谱用硅胶。样

品采自海南省吊罗山，由海南大学生命科学中心黄

世满先生鉴定。

2提取与分离

自树的根粗粉18 kg，95％EtOH热提3次，分

别为2、1和1 h，提取液浓缩成膏，加水悬浮，然后分

别用石油醚、醋酸乙酯、正丁醇萃取，其中醋酸乙酯

部分得浸膏500 g。取170 g经多次硅胶柱色谱分

离，用石油醚一醋酸乙酯(9：1～8：2～7：3)梯度洗

脱，并经多次重结晶纯化，得化合物I(100 mg)、化

合物Ⅱ(5 mg)、化合物Ⅲ(100 mg)、化合物iV(15

mg)、化合物V(io mg)。

3结构鉴定

化合物I：白色针状晶体(EtOAc)，mp 208～

209℃，ESI—MS m／z：339．2[M+Na十]，655．3

[2M+Na+]，IR艘cm～：3 483，2 937，1 730，

1 666，1 612。1H—NMR(300 MHz，CDCl。)d：6．28

(1H，S，H一14)，4．86(1H，dd，J一5．7，13．2 Hz，H一

12)，3．28(1H，dd，J一4．5，12．0 Hz，H一3)，2．56

(1H，m，H一1leq)，2．54(1H，m，H一7eq)，2．20(1H，

m，H一7ax)，2．18(1H，m，H一9)，1．96(1H，m，H—

leq)，1．88(1H，m，H一6eq)，1．83(3H，S，H一20)，1．78

(1H，m，H一2eq)，1．65(1H，m，H一2ax)，1．52(1H，m，

H一1lax)，1．48(1H，m，H一6ax)，1．25(1H，m，H—

lax)，1．18(1H，m，H一5)，1．03(3H，S，H一17)，0．92

(3H，S，H一19)，0．82(3H，S，H一18)，”C—NMR(300

MHz，CDCl。)数据见表1。以上数据均与文献报道[2]

一致，因此确定化合物I泽漆内酯甲为(helio—

scopinolide A)。

化合物Ⅱ：白色针状晶体(EtOAc)，mp 255～

256℃，ESI—MS m／z：353．3[M+Na+]，IR憾
cm～：3 433，2 954，1 751，1 687，1 668。1H—NMR

(500 MHz，CDCl。)d：6．43(1H，S，H一14)，4．91(1H，

dd，J一6，0，13．2 Hz，H一12)，3．11(1H，dd，J=6．0，

13．5 Hz，H一1leq)，2．78(1H，m，H一7ax)，2．56～

2．59(2H，m，H一2)，2．48(1H，dd，J一3．0，13．0 Hz，

H一5)，2．37(1H，m，H—lax)，2．36(1H，m，H一7eq)，

1．88(3H，S，H一20)，1．85(1H，m，H—leq)，1．78(1H，

rn，H一6eq)，1．54(1H，m，H一6ax)，1．40(1H，m，H一

1lax)，1．17(3H，s，H一17)，1．10(3H，S，H一19)，1．09

(3H，S，H一18)，13C—NMR(500 MHz，CDCl3)数据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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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以上数据均与文献报道一致呦，因此确定化合

物Ⅱ为泽漆内酯丁(helioscopin01ide D)。

表1化合物I～Ⅳ的”C—NMR数据(CDCI，)

Table 1 13C-NMR data of compounds I～1V(CDCl3)

化合物Ⅲ：白色针状晶体(EtoAc)，mp 205～

206℃，ESI—MS m／z：337．1 M+Na+I，651．2

[2M+Na+]，IR艘cm一：2 960，1 751，1 701，

1 668，1 606，1 018。1H—NMR(300 MHz，CDCl。)艿：

6．33(1H，S，H一14)，4．89(1H，dd，J一5．7，13．2 Hz，

H一12)，2．55～2．71(3H，m，H—leq，H一1leq，H一7eq)，

2．65(1H，m，H一2ax)，2．48(1H，m，H一2eq)，2．27

(1H，m，H一9)，2．15～2．24(1H，m，H一7ax)，1．85

(3H，S，H一20)，1．82(1H，m，H一6eq)，1．52～1．70

(4H，m，H—lax，H一5，H一6ax，H一11。；)，1．13(3H，S，

H一17)，1．08(3H，S，H一19)，1．06(3H，S，H一18)，

13C—NMR(300 MHz，CDCl。)数据见表1。以上数据

均与文献报道[2]一致，因此确定化合物噩为泽漆内

酯戊(helioscopinolide E)。

化合物Ⅳ：白色针状晶体(EtOAc)，mp 177～

178℃，EI—MS m／2：304．4(M+，40)，289．3(35)，

286．3(45)，271．3(100)，253．3(33)，246．3(93)，

229．2(28)，203．2(40)，147．1(35)，135．1(48)，

121．1(40)，107．1(39)，91．1(34)，79．1(25)，67．1

(22)，IRy怒am：3 384，2 925，1 660，1 456，1 385，

1 099，997，893。1H—NMR(300 MHz，CDCl3)艿：5．20

(1H，S，H一17)，5．07(1H，S，H一17)，3．79(1H，S，H一

15)，3．20(1H，dd，J一5．0，11．0 Hz，H一3)，2．74

(1H，br．S，H一13)，1．90、1．36(2H，m，H一14)，1．86、

O．89(2H，m，H一1)，1．64、1．58(2H，m，H一2)，1．67、

1．36(2H，m，H一6)，1．45、1．73(2H，m，H一7)，1．48、

1．38(2H，m，H一12)，1．41、1．57(2H，m，H一11)，1．02

(3H，S，H一20)，O．99(3H，S，H一18)，O．98(1H，m，H一

9)，0．75(1H，m，H一5)，0．78(3H，S，H一19)，

”C—NMR(300 MHz，CDCl3)数据见表1。以上数据

均与文献报道一致，因此确定化合物Ⅳ为

euphoranginol BL引。

化合物V：白色针状晶体(EtOAc)，mp 137～

138 oC，Liebermann—Burchard反应阳性；其EI—MS、

1H—NMR、TLC的Rf值均为口一谷甾醇对照品一致，

混合溶点不下降，因此确定化合物V为p一谷甾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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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苦Evodia lepta(Spreng．)Merr．是芸香

科吴茱萸属植物，始载于《岭南采药录》，又名三桠

苦、三叉虎等，药用根、茎或叶，分布于中国海南、广

东、广西、福建、台湾、云南等省区，《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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