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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成分

密花远志的化学成分研究

李 军，王 琚一，姜 勇，屠鹏飞’

(北京大学药学院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北京100083)

摘要：目的研究密花远志Polyga肠tricornis的化学成分。方法采用反复柱色谱方法进行分离，利用化合物的

光谱数据结合理化性质鉴定化合物的结构。结果分离并鉴定了8个化合物，分别为：豆甾一7，22一二烯(stigmasta一

7，22一diene，I)、a一菠甾醇(口一spinasterol，Ⅱ)、a一菠甾醇一3一O—B—D一葡萄糖苷(a—spinasteryl一3一O—p-D—glucoside，Ⅲ)、a一

菠甾醇一3一O—pD一葡萄糖苷一6'-O一棕榈酸酯(a—spinasteryl一3一O—p—D—glueoside一6’一O—palmitate，Ⅳ)、1，7-二羟基口山酮

(1，7-dihydroxy xanthone，V)、1，3一二羟基口山酮(1，3-dihydroxy xanthone，VI)、1一甲氧基一2，3-亚甲二氧基Ⅱ山酮(1一

methoxy一2，3-methylenedioxy xanthone，Ⅶ)、1，7-二甲氧基劬酮(1，7-dimethoxy xanthone，Ⅶ)。结论 化合物I～

Ⅷ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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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roots of Polygala tricornis

LI Jun，WANG Jun，JIANG Yong，TU Peng-fei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Modern Research Cen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roots of Polygala tricornis．Methods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by repeated silica gel chromatographies and their structures were determined by

spectral analysis．Results Eight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roots of P．tricornis and their struc—

tures were identified as stigmasta一7，2 2一diene(I)，a—spinasterol(Ⅱ)，0【一spinasteryl一3一O—pD—glueoside

(Ⅲ)，a—spinasteryl一3一O—pD—glucoside一6'-O—palmitate(Ⅳ)，1，7一dihydroxy xanthone(V)，1，3一dihydrox—

Y xanthone(VI)，1一methoxy一2，3一methylenedioxy xanthone(Ⅶ)，l，7一dimethoxy xanthone(Ⅷ)．Con—

clusion Compounds I一Ⅷare obtained from this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

Key words：Po匆gala tricornis Gagnep．；Polygala L．；xanthone

密花远志Polygala tricornis Gagnep．为远志

科远志属植物，又名小鸡花，多花远志。载于《中国中

药资源志要》《云南植物研究》。本品味苦、辛，性温，

具有安神补心、补肾、舒筋活血之功效，用于身体虚

弱、肾虚、跌打损伤等。我国远志属药用植物相当丰

富，已有的化学研究表明，远志属药用植物含有多种

成分，如皂苷、口山酮、香豆素、黄酮、木脂素、生物碱及

糖酯类等。密花远志的化学成分研究国内外尚未见

报道，为更好地开发和应用我国的远志属植物资源，

本实验对密花远志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从密花

远志的石油醚萃取部位分离鉴定了8个化合物。

1仪器与材料

熔点测定用XT一4A显微熔点测定仪(温度计

未校正)。UV用TU一1901型紫外分光光度计测

定。NMR用JEOL JNM—A300型核磁共振仪测

定。薄层色谱硅胶GF：。。和柱色谱硅胶(200—300目)

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

密花远志采自云南省屏边县大围山，由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所陈书坤研究员鉴定，标本保存于北

京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样品库。

2提取与分离

密花远志根3．05 kg，粉碎，6倍量95％EtOH

回流提取2 h，共提取3次，合并3次提取液并减压

回收溶剂，得浸膏850 g。取800．g浸膏悬浮于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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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用石油醚、氯仿、正丁醇萃取。回收溶剂得石油

醚萃取物10．4 g、氯仿萃取物53．5 g、正丁醇萃取物

245．0 g。取石油醚部分9．0 g用200 300目硅胶

进行柱色谱分离，以石油醚(60～90℃)一丙酮

(100：o—o：lOO)梯度洗脱，合并成分相似流份，再

经过反复硅胶柱色谱并结合结晶的方法得到化合物

I(7．3 mg)、Ⅱ(45．0 mg)、Ⅲ(53．4 mg)、Ⅳ(48．6

mg)、V(6．4 mg)、VI(8．7 mg)、Ⅶ(13．5 mg)、Ⅷ

(9．4 rag)。

3结构鉴定

化合物I：无色针晶(丙酮)，mp 135～136℃。

氢谱、碳谱和质谱数据与文献对照Ⅱ]，确定化合物I

为豆甾一7，22一二烯。

化合物Ⅱ：白色片状结晶(甲醇)，mp 162～164

℃。与标准品TLC对照Rf值相同，氢谱和质谱数据

与文献对照[2]，确定化合物Ⅱ为a一菠甾醇。

化合物Ⅲ：白色片状结晶(甲醇)，mp 272～274

‘C。与标准品TLC对照Rf值相同，氢谱和质谱数据

与文献对照[2]，确定化合物Ⅲ为a一菠甾醇一3一O—pD一

葡萄糖苷。

化合物Ⅳ：白色蜡状物(丙酮)，mp 168～169

℃。10％H：SO。乙醇显紫红色，TOF—MS(m／z)：

836[M+NH。]+。1H—NMR和13C—NMR数据除了d一

菠甾醇葡萄糖苷的信号外，还多出了一组长链脂肪

酸的H、C信号，艿0．55(3H，s)，1．26[brs，一

(CH2)。一]，2．38(2H，t，COCH2)；艿14．1，22．7，24．9，

29．2～31．9，34．3，174．7。13C—NMR(75 MHz，in

CDCl。)艿：174．7(C一1”)，139．5(C一8)，138．1(C一22)，

129．4(C一23)，117．3(C一7)，101．1(C一17)，79．0(C一

3)，75．9(C一37)，73．9(C一27)，73．5(C一5’)，70．0(C一

47)，63．2(C一67)，55．9(C一17)，55．1(C一14)，51．2(C一

24)，49．4(C一9)，43．2(C一13)，40．9(C一20)，40．2(C一

5)，39．4(C一12)，37．1(C一1)，34．4(C一10)，34．3(C一

2”)，34．2(C一4)，31．9(C一25)，29．7～27．2

[一(CH2)。]，25．4(C一28)，24．9(C一15”)，23．0(C一15)，

22．7(C一11)，21．5(C一26)，21．1(C一21)，19．0(C一

27)，14．1(C一16”)，13．0(C一19)，12．2(C一29)，12．0

(C一18)。经与文献对照‘3|，其13C—NMR和1H—NMR数

据与a一菠甾醇一3—0一pD一葡萄糖苷一67一O一棕榈酸酯基

本一致。因此鉴定化合物IV的结构为a一菠甾醇一3一O—

pD一葡萄糖苷一6／-O一棕榈酸酯。

化合物V：黄色针状结晶(甲醇重结晶)，mp

193～195‘C。UV磷器H(nm)：258，286，386。

1H—NMR(300 MHz，in acetone—dR)艿：12．7(1H，s，

HO一1)，8．9(1H，s，HO一7)，7．69(1H，t，c，一8．4 Hz，

H一3)，6．99(1H，dd，J=6，1．8 Hz，H一4)，6．76(1H，

dd，J一9．0，1．2 Hz，H一2)，7．59(1H，d，，一3．0 Hz，

H一8)，7．51(1H，d，L厂一9．0 Hz，H一5)，7．42(1H，dd，

t，一9．0，3．0 Hz，H一6)；13C—NMR数据见表1。经与文

献对照‘4。，确认其结构为1，7-二羟基劬酮。

表1化合物v～Ⅷ的”C—NMR数据

(75 MHz，in acetone—d‘)

Table 1”C—NMR data of compounds V一Ⅷ

(75 MHz，in acetone—d‘)

化合物Ⅵ：淡黄色针状结晶(甲醇重结晶)，mp

186～188℃。UV A嬲H(nm)：234，306，344。

1H—NMR(300 Hz，in acetone—dR)艿：12．91(1H，s，

HO一1)，9．90(1H，s，HO一3)，8．20(1H，dd，J一7．8，

1．5 Hz，H一8)，7．84(1H，dt，J一6．6，2．1 Hz，H一7)，

7．53(1H，dd，J一8．7 Hz，H一5)，7．46(1H，dt，J=

8．6，1．5 Hz，H一6)，6．43(1H，d，J一2．1 Hz，H一4)，

6．26(1H，d，J一2．1 Hz，H一2)；13C—NMR数据见表1。

经与文献对照[5]，鉴定该化合物为l，3一二羟基口山酮。

化合物Ⅶ：白色羽状结晶(甲醇重结晶)，mp

166～167℃。UV A攀H(am)：244，302，346。

1H—NMR(300 Hz，in acetone—d6)艿：8．15(1H，dd，

J一7．8，1．8 Hz，H一8)，7．74(1H，dt，J一8．1，1．5

Hz，H一7)，7．48(1H，dd，J一7．8，1．5 Hz，H一5)，7．37

(1H，dt，J一7．8，1．5 Hz，H一6)，6．80(1H，s，H一4)，

6．17(2H，s，一OCH20一)，4．02(3H，s，一OCH3)。

13C—NMR数据见表1。经与文献对照[6]，鉴定该化合

物为1一甲氧基一2，3一亚甲二氧基汕酮。

化合物Ⅷ：白色针状结晶(甲醇重结晶)，mp

148～149℃。UV A警拳H(rim)：254，366。1H—NMR

(300 Hz，in acetone—dR)d：7．69(1H，t，J一8．4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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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一3)，7．58(1H，d，J一3．0 Hz，H一8)，7．46(1H，d，

J一9．0 Hz，H一5)，7．33(1H，dd，J一9．0，3．0 Hz，H一

6)，7．09(1H，d，J=8．4 Hz，H一4)，6．95(1H，d，J一

8．4 Hz，H一2)，3．95(3H，s，一OCH。)，3．90(3H，s，一

OCH。)。；13C—NMR数据见表1。经与文献对照[4|，鉴

定此化合物为1，7一二甲氧基口山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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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basidiomycete Hydnum repan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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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the fruiting bodies of Hydnum repandum．

Methods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were performed on silica gel，Sephadex LH-20 and ODS CC．Their

sturctures were established by 2D—NMR(1H一1HCOSY，HMQC，HMBC，and NOESY)，MS，HR—MS

spectra，and ORD data．Results Eleven compounds were obtained and identified as sarcodonin A(I)，

scabronine B(Ⅱ)，3p—hydroxy一5a，8a—epidioxyergosta一6，22一dien(Ⅲ)，(22E，24R)一ergosta一7，22一diene一

3B，5a，6ptriol(Ⅳ)，(22E，24R)一ergosta一7，22一diene一3p—ol(V)，benzoic acid(Ⅵ)，4-hydroxylben—

zaldehyde(V1)，4一monopropanoylbenzenedi01(Ⅷ)，ethyl—B—D—glucopyranoside(Ⅸ)，thioacetic anhydride

(X)，(2S，27R，3S，4R)一2一(2-hydroxyoctadecanoylamino)docosane一1，3，4-triol(XI)．Conclusion A1l

of the compounds are isolated from this fungus for the first time．

Key words：Hydnum repandum L．Fr．；basidiomycete；diterpenoids

担子菌黄卷缘齿茵的化学成分
王兴娜1’2，杜建厂1，谭仁祥1，刘吉开”

(1．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江苏南京210093；2．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

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云南昆明 650204)

摘 要：目的 研究担子菌黄卷缘齿菌Hydnum repandum的化学成分。方法通过硅胶、Sephadex LH一20、反相硅

胶柱色谱分离化合物，运用氢谱、碳谱、二维核磁共振(1H一1HCOSY，HMQC，HMBC，NOESY)、质谱、高分辨质谱、

旋光鉴定结果。结果共分离鉴定了¨个化合物，分别是：sarcodonin A(I)、scabronine B(Ⅱ)、3p羟基一5d，8口一过

氧麦角甾一6，22一二烯一3p醇(Ⅲ)、(22E，24R)一麦角甾一7，22一二烯一3p，5a，6p一三醇(IV)、(22E，24R)一麦角甾一7，22一二

烯一3p一醇(V)、苯甲酸(VI)、对羟基苯甲醛(Ⅶ)、对羟基苯甲酸乙酯(Ⅷ)、乙基一p—D一吡喃葡萄糖苷(IX)、硫代乙

酸酐(x)、(2S，2’R，3S，4R)一2一(2一羟基一十八碳酰胺)二十二碳烷一1，3，4一三醇(xI)。结论所有化合物都是首次

在黄卷缘齿菌中分到。

关键词：黄卷缘齿菌；担子菌；二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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