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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伯碳(CH。)，10个仲碳(CH。)，18个叔碳(CH)，6

个季碳(C)，结合质谱推定分子式为C。。H，。O⋯艿

105．61、97．87 2个CH，艿71．29～79．76 8个CH，8

—62．52、62．72 2个CH。，提示存在2组葡萄糖残基；

余下的碳原子信号归属于苷元部分。苷元C一5信号

为艿61．04，表明苷元为原人参三醇型；C一17、C一21、

C一22信号分别为艿51．16、21．94、35．75，说明苷元

为20(S)一原人参三醇型。与皂苷元原人参三醇对

照，C一6、20明显向低场位移，推测该位置成苷。与20

(5)一人参皂苷一Rgl对照品进行TLC对照，Rf值和

显色行为相同，混合熔点不下降。根据以上数据，结

合文献确定化合物Ⅲ为20(S)一人参皂苷Rg，[63。

化合物Ⅳ：黄色粉末(CH。OH)，mp 203～204

℃。盐酸一镁粉反应和Molish反应均呈阳性，ESI—

MS、1H—NMR与13C—NMR光谱数据与参考文献一

致口]，化合物Ⅳ为淫羊藿次苷Ⅱ。

化合物V：黄色粉末(CH。OH—H。O)，mp 170～

174℃。盐酸一镁粉反应和Molish反应均呈阳性，

ESI—MS、1H—NMR与13C—NMR光谱数据与参考文献

一致[7]，化合物V为朝藿定C。

化合物Ⅵ：黄色粉末(CH。OH—H。O)，mp 162～

164℃。盐酸一镁粉反应和Molish反应均呈阳性，

(一)ESI—MS优屈：807rM一1]+。1H—NMR(DMSO—

d6)艿：5．34(1H，s，Rha—H一17)，5．01(1H，d，L厂一7．0

Hz，Glc—H一1 7)，4．20(1H，d，J一7．6 Hz，Xyl—H一1”)，

7．91(2H，d，J=9．0 Hz，H一2 7，67)，7．13(2H，d，J一

9．0 Hz，H一37，5 7)，6．63(1H，s，H一6)，5．16(1H，br，

H一12)，3．84(3H，s，47一OCH。)。13C—NMR—DEPT

(DMSO—d。)艿：153．03(C一2)，134．58(C一3)，178．26

(C一4)，160．43(C一5)，98．19(C一6)，161．37(C一7)，

108．36(C一8)，152．86(C一9)，105．46(C一10)，21．24

(C一】】)，]22．]】(C一】2)，]3】．】3(C一】3)，17．62(C一

14)，25．14(C一15)，122．04(C一17)，130．39(C一2 7)，

114．01(C一37)，159．04(C一47)，114．01(C一5 7)，

130．39(C一6 7)，55．38(47一OCH。)，100．58(Glc—C一

17)，73．25(Glc—C一2 7)，76．46(Glc—C一3’)，69．23(Glc—

C一47)，77．17(Glc—C一5‘)，60．59(Glc—C一67)，101．10

(Rha—C一1 7)，80．46(Rha—C一2 7)，70．48(Rha—C一3’)，

71．62(Rha—C一47)，70．01(Rha—C一5 7)，17．36(Rha—

C一67)，105．52(Xyl—C一1”)，73．54(Xyl—C一2”)，76．23

(Xyl—C一3”)，70．49(Xyl—C一4”)，65．72(Xyl—C一5”)。参

考文献报道啪，化合物Ⅵ为朝藿定B。

化合物Ⅶ：黄色粉末(CH。OH—H。o)，mp 182～

186℃。盐酸一镁粉反应和Molish反应均呈阳性，

ESI—MS、1H—NMR和13C—NMR与参考文献报道[7]一

致，化合物Ⅶ确认为朝藿定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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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树条荚蓬Viburnum sargentii Koehne，又名

佛头花、鸡树条子、天目琼花，为忍冬科荚蓬属植物，

国内分布地东北、华北地区及内蒙古、陕西、甘肃、四

收稿日期：2006—03—12

川、湖北、安徽、浙江等省区。该植物为灌木，高2～3

m，小枝褐色至赤褐色；叶对生，阔卵形至卵圆形，先

端3中裂；复伞形花序生于枝梢顶端，花径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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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白色花，周边为不孕花，中央为孕性花；核果球

形，鲜红色。

鸡树条荚蓬是庭园绿化优良树种，既能赏花，又

可赏果，还可药用。其叶、嫩枝及果实均可入药，其功

效是通经活络、活血消肿、祛风杀虫[1]。现代药理研

究表明鸡树条荚莲果实能够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咳

嗽痰喘等症，且疗效较好，有望开发成止咳平喘新

药。目前对鸡树条荚蓬果实的化学成分的研究尚属

空白，本实验采用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GC—MS)

对鸡树条荚蓬果实中挥发油成分进行了分析，为进

一步合理开发利用该植物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1实验部分

1．1材料：鸡树条荚莲果实于2002年10月采自黑

龙江省尚志市帽儿山，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于加宾教授鉴定为鸡树条荚蓬V．sargentii

Koehne。

1．2挥发油的提取：将鸡树条荚蓬果实30 g干燥、

粉碎，按《中国药典22005年版附录XD水蒸气蒸馏

法提取挥发油E2]，用无水硫酸钠干燥后得淡黄色油

状物，出油率1．76％∞]。

1．3仪器与条件：GC—MS(气质联用)仪为日本岛

津GCl7A—QP5050气相一质谱联用仪。色谱柱为

DBl，石英毛细管柱(30 m×0．25 mm，0．25肛m)；色

谱条件：载气为氦气，分流比5：1，柱前压72 kPa，

体积流量1 mL／min，进样品温度230℃，接口温度

280℃，供试溶液进样量1_uL，程序升温：100～250

℃，每分钟升温2℃；质谱条件：电离方式EI，倍增

电压1 kV，扫描质量范围50～500 m／z。

所得质谱图经计算机数据处理和NIST一98、

wILEY275标准质谱图库检索分析发挥油中各组

分，按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化学成分的质量分数[4]。

2结果与讨论

在气相色谱图o～92．214 rain测出32个峰，鉴

定为23个化合物，其名称和质量分数列于表1。

所鉴定出的23个化合物占挥发油总量的

93．37％，主要有棕榈酸(hexadecanoic acid)、6，9-十

五碳二烯(6，一pentadecadien)、十八烷酸(octade—

canoicacid)、二十八烷(octacosane)，其相对量都在

表1鸡树条荚蓬果实挥发油成分及质量分数

Table 1 Compounds and content of essential oil

in fruit of V．sargentii

5％以上，其中以6，9一十五碳二烯的量最高，占总量

的27．22％。

鸡树条荚蓬的生境、果实的成熟程度对其果实

中挥发油组成和质量分数有一定影响，但是都含有

较高的6，9一十五碳二烯、十八烷酸、二十八烷。鸡树

条荚蓬果实能够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咳嗽痰喘等症，

且疗效较好。但是具体果实中挥发油的活性，还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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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杂志被评为“第四届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

2005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了“第四届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名单，《中草药》杂志获此殊荣——“第四

届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这个名单是按照期刊指标评价体系对重要指标(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他引总引比、基金论文比

和即年指标)进行打分的结果，并在近几年来召开了20余场专家研讨会，对评价指标不断进行推敲和改进而评出的。

摘引自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4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年度研究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