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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葵花的化学成分研究(Ⅱ)——黄酮类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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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蜀葵Althaea rosea花中的黄酮类化学成分。方法用各种柱色谱方法进行分离纯化，根据理化

性质和波谱解析鉴定其化学结构。结果分离得到9个黄酮类化合物，分别鉴定为紫云英苷(astragalin，I)、山柰

酚(kaempferol，Ⅱ)、洋芹素(apigenin。m)、香橙素(aromadendrin，IV)、异甘草苷(isoliquiritin，V)、南酸枣苷(cho—

erospondin，V1)、虎耳草苷(saxifragin，Ⅶ)、4’。5，7，8-tetrahydroxy一3一methoxyflavone(姐)、芦丁(rutin。Ⅸ)。结论

其中化合物Ⅲ～Ⅷ为首次从蜀葵属中得到，化合物I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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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vonoids isolated from flowers of Althaea ro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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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葵Althaea l'osecl(Linn．)Cavan．系锦葵科

蜀葵属植物，产于我国西南地区，全国各地广泛栽培

供园林观赏用。花型大，色彩鲜艳。全草入药，味甘

甜，性凉。有和血止血、解毒散结的功能，主治吐血、

衄血、月经过多、赤白带下、二便不通、小儿风疹

等Ⅲ。为进一步揭示蜀葵花药理活性的物质基础，本

课题组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化学成分研究。前文

报道了从乙醇提取物的氯仿萃取部分和醋酸乙酯萃

取部分共分离得到了10个化合物，包括两个黄酮类

化合物[2]。本实验从醋酸乙酯萃取部分分得另外9

个黄酮类单体化合物，分别是紫云英苷(astragalin，

I)、山柰酚(kaempferol，Ⅱ)、洋芹素(apigenin，

n1)、香橙素(aromadendrin，Ⅳ)、异甘草苷

(isoliquiritin，、『)、南酸枣苷(choerospondin，VI)、虎

耳草苷(saxifragin，Ⅶ)、47，5，7，8一tetrahydroxy一3一

methoxyflavone(V1)、芦丁(rutin，IX)。其中化合物

11I～Ⅷ为首次从蜀葵属中得到，化合物I为首次从

该植物中得到。

1仪器，试剂及材料

Fisher—Johns熔点仪；核磁共振谱仪：VARIAN

IN()VA 600、VARlAN IN()VA 400；质谱仪：Zab—

spec E；凝胶Sephadex I xH一20(Phadrmacia)；聚酰胺

为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四甲生化塑料厂产品。硅胶为

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蜀葵花于2004年3月购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经本所李国强副教授鉴定为锦葵科蜀

葵属植物蜀葵A．yosed(I。inn．)Cavan．的干燥花。

2提取与分离

取干燥蜀葵花10娃，用95％乙醇回流提取2

次，每次1．5 h，然后用60％乙醇回流提取2次，每

次1 h。提取液合并减压浓缩，浸膏加适量水，分别

用石油醚、氯仿、醋酸乙酯、正丁醇萃取。醋酸乙酯部

分200 g经聚酰胺柱色谱分离，氯仿一甲醇系统

(99：1～1：1)梯度脱，再反复用常压及减压聚酰胺

柱、硅胶柱、凝胶Sephadex I，H一20柱等方法进行分

离纯化，得到化合物I～IX。

3结构鉴定

化合物I：黄色针状结晶，mp 170～171 C，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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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一镁粉反应阳性。1H—NMR和”C—NMR(CD。OD)分

别见表1和2。根据以上数据并参照文献报道嘲鉴

定为紫云英苷(astragalin)。

化合物Ⅱ：黄色针状结晶，mp 275～276 C，盐

酸一镁粉反应阳性。1H—NMR和13C—NMR(CD。OD)分

别见表1和2。根据以上数据并参照文献报道Ⅲ鉴

定为山柰酚(kaempfer01)。

化合物蛋：黄色粉末状结晶，mp 343～345 C，

表1化合物I～Ⅳ和Ⅵ～Ⅷ的‘H—NMR数据

Table 1 1H-NMR Data of compounds I一ⅣandⅥ一Ⅷ

衰2化合物I～lV和Ⅵ～Ⅷ的”C—NMR数据

Table 2 ”C—NMR Data of compound I JV and VI—Viii

盐酸一镁粉反应阳性。1H—NMR和13C—NMR

(CD。COCD。)分别见表1和2。根据以上数据并参照

文献报道[41鉴定为洋芹素(apigenin)。

化合物IV：无色针状结晶，mp 231～233 C，盐

酸一镁粉反应阳性。1H—NMR和13C—NMR

(CD。CoCD。)分别见表1和2。根据以上数据并参照

文献报道[s]鉴定为香橙素(aromadendrin)。

化合物V：黄色针状结晶，mp 143～145‘C，盐

酸一镁粉反应阳性。1H—NMR(CD3COCD3)艿：8．14

(1H，d，．，=8．8 Hz，H一2 7)，7．85(1H。d，．，一1 6 Hz，

BH)，7．83(1H，d，．，一1 6 Hz，aH)，7．82(2H，d，，，一

8．8 Hz，H一2，6)，7．17(2H，d，．，一8．8 Hz，H一3。5)，

6．49(1H，dd，．，一8．8，2．4 Hz，H一3’)。6．39(1H，d，

。，一2．4 Hz，H一5’)，5．07(1H，d，．，=7．6 Hz，H—r)，

3．32～3．92(6H，m，H～2”～6”)；”C—NMR

(CD。COCD。)艿：129．8(C—1)，131．3(C一2，6)，117．8

(C一3，5)，160．8(C一4)，119。8(C—oc)，144．5(C—B)，

192．8(C=O)，114．3(C一1’)，166．0(C一27)，103。6

(C一37)，167．2(C一47)，108．9(C一5’)，133．4(C一6 7)，

101．5(C一1”)，74．4(C一2”)，77．7(C一3”)，71．1(C一4”)，

77．9(C一5”)，62．4(C一6”)。根据以上数据并参照文献

报道[63鉴定为查耳酮类化合物异甘草苷(isoliquir—

itin)。

化合物Ⅵ：白色粉末，mp 236～237 C，盐酸一镁

粉反应阳性。’H—NMR和13C—NMR(CD。OD)分别见

表1和2。根据以上数据并参照文献报道[73鉴定为

南酸枣苷(choerospondin)。

化合物Ⅶ：黄色粉末，mp 248～250 C，盐酸一镁

粉反应阳性。1H—NMR和13C—NMR(CD。COCD。)分

别见表1和2。根据以上数据并参照文献报道嘲鉴

定为虎耳草苷(saxifragin)。

化合物Ⅷ：黄色针状结晶，mp 301～302 C，盐

酸一镁粉反应阳性。EI—MS m／z(100％)：316(M+，

60)，301(100)，287(5)，273(14)，244(3)，217(3)，

167(5)，158(7)，147(7)，139(10)，121(10)，111(3)，

93(4)，77(3)，69(5)。1H—NMR和”C—NMR

(CD。COCDs)分别见表1和2。根据以上数据并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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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报道‘93鉴定为4’，5，7，8-tetrahydroxy一3一

methoxyflavone。

化合物IX：黄色粉末，nap 180～-181‘C，盐酸一镁

粉反应阳性。与芦丁对照品混合熔点不下降，薄层色

谱Rf值与芦丁一致。鉴定为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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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丁香树皮的化学成分研究

张树军。，张军锋，王金兰

(齐齐哈尔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黑龙江齐齐哈尔 161006)

摘要：目的研究紫丁香树皮中的活性成分。方法采用硅胶柱色谱和制备高效液相色谱等对紫丁香树皮的醋

酸乙酯提取物进行分离，根据理化性质及波谱分析确定结构。结果 分离得到8个化合物，鉴定为：羽扇豆酸(1u—

panic acid。1)、齐墩果酸(oleandic acid，1)、对羟基苯乙醇(声一hydroxy phenylethanol，1II)、3。4-二羟基苯乙醇(3，4一

dihydroxy phenylethanol，Ⅳ)、橄榄苦苷(eleuropein，V)、(8E)一gstroside(V1)、2一(3，4-二羟基)苯乙醇乙酸酯[2一(3，

4-dihydroxy)phenyl ethyl acetate，vI]、七叶内酯(esculetin，Ⅶ)。结论 化合物I、I、Ⅶ首次从该种植物中分离得

到；Ⅲ、IV、VI、Ⅶ首次从该植物的树皮中分离得到的。

关键词：紫丁香；羽扇豆酸；羟基苯乙醇；橄榄苦苷

中圈分类号：R2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3—2670(2006)11—1 624—03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stem bark of Syringa oblata

ZHANG Shu—jun，ZHANG Jun—feng，WANG Jin—lan

(Institute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Qiqihar University，Qiqihar 161006，China)

Key words：Syringa oblata Lindl．；lupanic acid；hyroxyphenylethol；eleuropein

紫丁香Syringa oblata Lindl．为木樨科丁香属

落叶乔木。该植物资源丰富，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

内蒙古、华东、华北、西北，是常用温里药。性温，味

辛，归脾、胃、肺，具有抗菌消炎、抗病毒和保肝利胆

作用，用于治疗脾胃湿寒、呃逆吐泻、心腹冷痛等，在

临床上应用广泛[1]。国内外对紫丁香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花蕾以及树叶上，对树皮的研究很少。本实验对

紫丁香树皮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从中分离并鉴

定出8个化合物，分别为：羽扇豆酸(1upanic acid，

I)、齐墩果酸(oleandic acid，Ⅱ)、对羟基苯乙醇(户一

hydroxy phenylethanol，Ⅲ)、3，4-二羟基苯乙醇(3，

4-dihydroxy phenylethanol，IV)、橄榄苦昔(eleu—

ropein，V)、(8E)-gstroside(Ⅵ)、2一(3，4-二羟基)苯

乙醇乙酸酯[2一(3，4-dihydroxy)phenyl ethyl ac—

etate，Ⅶ]、七叶内酯(esculetin，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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