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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C一27，6 7)，126．1(C一3’，57)，128．8(C一4’)，

21．1(C一1”)，l 21．2(C一2”)，139．7(C一3”)，39．7(C一

4”)，26．3(C 5”)，123．6(C一6”)。132．2(C一7“)，17．7

(C一8”)，25．7(C一9”)，16．2(c一10”)。再根据HMQc

谱归属相关的c—H信号，1H—NMR和El—MS谱数据

与5，7-二羟基一8橇牛几基双氢黄酮基本一致[5]。

化合物Ⅲ：白色固体，mp 208～210 C。

1H—NMR、”c—NMR和HMBC谱数据与文献报道基

本一致o“1，此化合物为灰叶素。

化合物Ⅳ：无色方晶，mp 154～1 56 c。uv

^脞”nnl(A)：213．4(0．1 76)，224．0(0．314)，238．8

(0．1 77)，275．4(O．993)。。H—NMR(CDCI。，TMS)谱

a：8．1 9(1H，dd，J=8．7，1．8 Hz，H一5)，6．97(1H，

dd，．，一8．7，2．1 Hz，H一6)，6．83(1H．d，J一2．1 Hz，

H一8)为AMX偶合系统，推测结构中存在1，3，4 3

取代苯环。由7．48(2H。d，J一8．4 Hz，H一2’，6 7)，

6．95(2H，d，J一8．7 Hz，H一3’，5’)，推测结构中存在

1，4二取代苯环。7．90(1H，s，H一2)，3．89、3．82(3H，

s，each，OCH3—7，4’)，为2个甲氧基信号。”C—NMR

(CDcl。，TMS)谱d：低场区给出1 3个碳信号，130．1

和113．9是其他碳信号高度的2倍，为1，4取代苯

环上的4个对称信号。高场区有55．8、55。3两个甲

氧基碳信号，152．2(C一2)，124．8(C，3)，175．9(C一

4)，127．7(C一5)，114．5(C一6)，163．9(C一7)，100．1

(C一8)，157．9(C一9)，118．3(C—t0)，124．1(C一1’)，

130．1(C一2’，67)，113．9(C一3 7，5‘)，159．5(C一4’)，

55．8(oCH3—7)．55．3(OCH。一47)。1H一1HCosY谱占：

8．1 9同6．97相关，7．48同6．95相关。HMQC谱d：

8．1 9同127．7，7．48同130．1，6．97同114．5，6．95

同113．9，6．83同100．06相关，3．90同55．8，3．82

同55．3相关。HMBC谱d：8．19同175．9、1 63．9、

157．9相关，7．90同175，9、157．9、12Z．5相关，1．48

同159．5、130．1、124．1相关，6．97同118．3、100．1

相关，6．95同124．1、n3．9相关，6．83同163．9、

1 57．9、118．3、114．5相关，3．90同163．9相关，3．82

同159．5相关。E1一MSm／z(％)：282(M+，100)，281

(25)，150(15)，132(58)，122(10)。根据以上数据确

定该化合物的结构为7，40二甲氧基异黄酮，与文献

结构一致o]。

化合物V：白色针晶，mp 186～188 C。结台文

献IR、’H—NMR和Ms[s-73确定化台物为7，2 7，4’，

5J一四甲氧基异黄酮。

文献报道灰叶素和7，27，4’，5一四甲氧基异黄酮

对6种人癌细胞系A一549、HCT一8、RPMI一795l、TE一

671、KB和P388有细胞毒作用(EDso<10 pg／

mg)”]。此外，7，4'-二甲氧基异黄酮对Raii细胞有高

的细胞毒作用。结合已有资料及初筛结果，认为灰叶

素和7，2’，4 7，5 7一四甲氧基异黄酮可能为细胞毒活性

主要成分，紫穗槐体外细胞毒活性具体由何种成分引

起，还是各成分间的协同作用，尚有待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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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五昧子种子挥发油成分的GC—M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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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五味子系木兰科植物华中五味子Schisandra sphenanthera Rehd．et Wills．的干燥成熟果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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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早期仅作为正品五味子的

一种被广泛收载于各种中药专著及各版药典，然而

由于该品种在生境分布、化学成分、组成及药效等方

面与五味子S．chinensls(Turcz。)Baill．(称北五味

子、辽五昧子)存在一定差异，故《中国药典》2005年

版将其作为南五味子的正品来源收载。南五味子种

子含挥发油及木脂素类成分等，其中挥发油具有镇

咳作用“‘2]。关于五味子挥发油的研究以北五味子较

多【3“j，而对来源明确的华中五味子种子挥发油的研

究尚未见报道。本实验采用GC MS联用技术对陕

西产南五味子种子挥发油进行了分析。

l实验部分

1．1样品及挥发油的提取：南五味子药材购自陕西

省山阳县，经我院生药室鉴定为华中五味子S．

sphenanthera Rehd．et Wills．。称取南五味子药材

500 g．加水适量，浸泡30 min后煮沸．冷水冲洗、揉

搓除去果肉，低温干燥，得种子1 70 g(34％左右)。称

取种子50 g，捣碎，于挥发油提取器上提取6 h，将

所得挥发油用少量乙醚溶解，无水硫酸钠脱水，滤

过，挥去乙醚，得到淡黄色南五味子种子挥发油

0．9mL(1．8％)。

1．2仪器及实验条件：日本岛津GCMS—QP20lo

(30 iq．m×0．32 am)；载气为高纯氦气；进样口温度

为200 c；程序升温60 c保持2 rain后．以8 C／

rain E升至220 c，保持10 rain。质谱条件：电子轰

击源EI{电子能量70 eV；扫描范围40～500 alnu；

离子源200 c。

2结果及讨论

2．i 将南五昧子种子挥发油用GCMS—QP2010

型气质联用仪进行分离、鉴定，气相色谱给出30个

峰，经质谱分析，对每个色谱峰的化合物给出特定的

MS峰，经计算机库贮存信息检索，初步鉴定出22

种化台物，占挥发油总量的68．05％。其中，质量分

数较高的有a檀香烯(10．65％)、a u榄香烯

(6．48蹦)、p一雪松烯(11．49％)、7-杜松萜烯

(10．87％)、2一(4a，8二甲基1，2，3，4，4a，5，6．7_／L

氢萘一2)i-丙烯醇(5．42％)和2种未检出的化合物

峰22(16．79％)、峰27(10．07％)。结果见表1。

2．2从检出的22种化合物来看，其中的3与7号

峰及8与13号峰的质谱数据和计算机检索结果完

全一致。分析认为，可能为同一化合物的不同立体异

构所致。

2，3从检出的化合物结构可以看出，南五味子种子

挥发油成分主要为倍半萜类(包括萜烃及含氧衍生

型气质联用仪。气相色谱条件：DB一5石英毛细管柱 物一醇、醚、酮等)化合物。

衰l南五昧子种子挥发油成分的GC—MS分析结果

Table 1 Analysis of volatile oll from seed of S．sphenanthera by CC—MS

序号 化合物
质量分数

序号 化台物
质量分散

／％

q-檀香烯 10 65 7 p檀香烯 l岫

2 1，10-土青术香烯0 62 1 8束幢m 0{7

3 7蛇麻烯 2．18 l 9 a一红没药醇0 7 6

4异鳓叭蛹 O鹌 20＆檀香酵 3．7 3

5 a榄香烯 6 48 2I 2咂甲基6，8，8=甲基i蚵：[5 2 2 0(1，6)]卜烷3醇0．4 4

6来检出0 88 22来检出 1 6，冲

7}蛇扉烯 I，12 23未橹出 1．档

8 p雪松烯 ¨怕 2^6(1．3一甲蔫-丁基一1，3-二烯肇)一l，5．5一二甲基牛氧杂一 2．112

9(R)(+)花侧柏烷 1 62 二环[41 o]2庚烯

lo■杜橙萜烯 1 0．87 25 2一(4a，8-二甲基一i，2．3，4．4a，5．6，7八氧萘2)1-阿烯醇 5 42

11来检出 l 12 z6未检Ⅲ n s4

12 2，4a．5，6．7．8，9，9a^氢3，5，5三甲薤-9一亚甲慕一 I)．85 27束稳出 lo 07

1H嘈}并环庚烯 28 a卫茫香烯 1．33

13 p雪松烯 2 46 29 4．6，h--Z甲基2-(3甲基丁基1，3二烯墓)3氧杂三环 2

I 4 9、10环异长松叶烯0．50 [5 1 0 o(2．4)]辛烷

5大根香时埔B 2，1 7 ∞来拉出 m∽

1 6毕澄茄酵 J．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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