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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油藤的化学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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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油藤Celastrus paniculatus Willd．是卫矛科

南蛇藤属Celastreae L．的植物。南蛇藤属植物全世

界约有50种，我国约有30种，广泛分布在西南、华

南及东北，其中有15种入药，用于祛风除湿、行气散

血、消肿解毒、治疗风湿筋骨疼痛、跌打损伤等。灯油

藤味苦、辛，性平，有小毒。有祛风止痛、通便、催吐的

功效，在民间用于治疗风湿痹痛、便秘、食积、脘腹胀

痛等[1]。近20年来从南蛇藤属植物中分离得到了许

多有杀虫或昆虫拒食的成分，主要是二氢沉香呋喃

型倍半萜。除二氢沉香呋喃型倍半萜外，从南蛇藤属

植物中还分离得到了三萜、二萜、黄酮、生物碱等类

型的化合物。本研究报道从灯油藤茎的氯仿部分分

离得到10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雷公藤内酯甲

(wilforlide A，I)、B一香树脂醇(B—amyrin，Ⅱ)、B一香

树脂醇棕榈酸酯(j3一amyrin palmitate，Ⅲ)、13，14一

dihydroxy一8，l l，1 3一podocarpatrien一7一one(IV)、8，

12-dienabieta一11，14-dione一19-acid(V)、丁香酸(sy—

ringic acid，V1)、对羟基苯甲醛(4-hydroxylben—

zaldehyde，Ⅶ)、香草酸(vanillic acid，VI)、13一谷甾醇

(p-sterol，IX)、胡萝b苷(daucosterol，x)。其中化

合物I、Ⅲ～Ⅷ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1仪器与材料

药材采自云南，由西双版纳药品监督管理局李

再林研究员鉴定为灯油藤C．paniculatus Willd．的

干燥茎。

Fisher—Johns熔点测定仪；Zabspec E质谱仪；

INOVA 600型核磁共振仪(Varian公司)。柱色谱

硅胶(200～300目)及薄层色谱硅胶GF。。。为青岛海

洋化工厂生产。Sephadex LH一20为Pharmacia公司

的产品。

2提取和分离

灯油藤的干燥茎10 kg用95％乙醇回流提取3

次，每次1 h。提取液浓缩得总浸膏230 g，用适量水

将总浸膏混悬依次用石油醚、氯仿一醋酸乙酯、正丁

醇萃取，分别得萃取物2、25、28、140 g。

氯仿萃取部分，上硅胶柱色谱分离，用石油醚一醋

酸乙酯梯度洗脱得到8个流份，再经过反复硅胶柱色

谱，经Sephadex LH一20纯化，从第2流份分离得到

化合物Ⅲ，从第4流份中分离得到化合物Ⅱ、Ⅷ和IX，

从第5流份中得到I、Ⅳ和V，从第6流份中得到化

合物Ⅵ、Ⅶ，从第8流份中分离得到化合物X j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I：无色针晶，mp 318～320℃，EI—MS

m／z：454[M]+，436，421，395，46(100)；1H—NMR

(CDCl3)艿：0．79，0．87，0．93，0．92，0．99，1．08，1．21

(各3H，S，7×CH3)，3．22(1H，m，H一3)，4．14(1H，

d，J=5．4 Hz，H一22)，5．28(1H，m，H一12)。以上数据

与文献报道一致[z]，故推断化合物I为雷公藤内酯

甲(wilforlide A)。

化合物Ⅱ：白色针晶，mp 196～198℃。Lieber—

mann—Burchard反应阳性，El—MS m／z：426[M]+，

411，218(100)，203，189，175，135，109，93，81，

1H—NMR(CDCl3)8：0．79，0．83，0．87，0．89，0．93，

0．95，0．99，1．13(3H，S，8×CH，)，3．23(1H，dd，J一

5．4，3．6 Hz)，5．18(1H，t，J一6．6 Hz)。13C：NMR

(CDCl。)艿：79．03(C一3)，121．72(C一12)，145．23(C一

13)。以上数据与文献数据[3]对照一致，故推断化合

物Ⅱ为8一香树脂醇。

化合物Ⅲ：白色腊状物，mp 52～58℃，Lieber—

mann—Burchard反应阳性，El—MS彬／2：664[M]+，

649，445，409，218(100)，203，189，95。1H—NMR

(CDCl 3)艿：0．79，0．83，0．87，0．89，0．93，0．96，

0．99，1．14(，3H，S，8×CH。)，5．18(1H，t，J=4．2

Hz，H—12)，4．51(1H，t，J=7．2 Hz，一CH2一COO一)以

上数据与文献对照[4]一致，故推断化合物Ⅲ为B一香

树脂醇棕榈酸酯。

化合物Ⅳ：无色针状结晶，分子式：C。，H。。O。。IR

v⋯KBr(cm．1)：3 363，3 100～2 600，1 626，1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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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80，1 250，l 116，970，830；El—MS m／z：274[M]+

(100)，259，191，189，177；1H—NMR(CDCl3)艿：0．94，

0．99，1．20(3H×3，s)，6．72(1H，d，J=8．4 Hz，H一

11)，7．07(1H，d，J=8．4 Hz，H：12)，5．50(1H，s，一

OH)，12．82(1H，s，～OH)。13C—NMR(CDCI。)d：

37．97(C一1)，18。84(C一2)，41．32(C一3)，33．24(C一

4)，49．60(C一5)，36．15(C一6)，206．60(C一7)，115．12

(C一8)，148．26(C一9)，37．77(C一10)，113．62(C一11)，

120．79(C一12)，142．81(C一13)，149．48(C一14)，

32．54(C一15)，21．37(C一16)，23．58(C一17)。以上数

据与文献中13，14一dihydroxy一8，11，13一podocarpa—

trien一7一one完全一致[4]，故推断化合物Ⅳ为13，14一

dihydroxy一8，1 1，1 3一podocarpatrien一7一one。

化合物V：黄色针晶，mp 207～209℃，El—MS

m／z：330[M]+，315，284，269(100)，227，204；

1H—NMR(CDCl。)艿：1．08(3H×2，d，J一3．6 Hz，H一

16，17)，1．23，1．25(3H×2，s，H一18，20)，2．95(1H，

sept，H一15)，6．32(1H，s，H一12)。13C—NMR(CD30H)

艿：38．29(C一1)，21．12(C一2)，39．10(C～3)，45．11(C一

4)，54．96(C一5)，20．98(C一6)，28．10(C一7)，145．11

(C一8)，151．05(C一9)，40．87(C—10)，189．49(C一11)，

133．48(C一1 2)，154．8l(C—13)，189．72(C一14)，

27．99(C一1 5)，22．11(C一16)，22．11(C一17)，29．78

(C一18)，181．80(C一19)，18．97(C一20)。以上数据与

文献数据[5]完全一致，故推断化合物V为8，12～di—

enabieta一1 1，14～dione一1 9一acid。

化合物Ⅵ：白色针晶，mp 210℃。1H—NMR和

13C—NMR以上数据与文献一致[川，故推断化合物I／I

为丁香酸。

化合物Ⅶ：白色针状结晶，mp 115～116。C。EI—

MS、1H—NMR和13C—NMR以上数据与文献一致[8]，

故推断化合物Ⅶ为对羟基苯甲醛。

化合物Ⅷ：白色针晶，mp 212～214℃。查阅文

献，化合物Ⅷ的光谱数据和理化常数与已知化合物

香草酸(vanillic acid)完全一致[7]，故确定化合物Ⅶ

为香草酸。

化合物Ⅸ：白色针状结晶，mp 137～138℃。该

化合物I。iebermann—Burchard反应阳性。E1一MS

m／z：414[-M]+。与标准品共TLC，Rf值完全相同，

将其与p一谷甾醇对照品混合后测熔点，混合熔点不

下降。IR图谱与p一谷甾醇标准图谱对照基本一致，

故推断化合物Ⅸ为卢一谷甾醇。

化合物x：白色粉末，mp 280～281℃。该化合

物Liebermann—Burchard反应阳性，a一萘酚反应阳

性，将其与胡萝卜苷对照品共TI。C，Rf值完全相

同，将其与胡萝b苷对照品}昆合后测熔点，混合熔点

不下降。IR图谱与胡萝卜苷标准图谱对照基本一

致，故推断该化合物为胡萝b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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