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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15．26(C一5’)，114．27(C一27)，94．49(C一6)，

93．69(C一8)，78．53(C一2)；DEPTl35。：129．22(C一

17)，117．85(C一67)，115．26(C一5’)，114．27(C一27)，

94．49(C一6)，96．69(C一8)，78．53(C一2)，55．76

(OCH。)，42．05(C-3)。

根据NMR及UV数据分析，判断该化合物为

黄酮类化合物[4．5]：UV谱图显示的k 335，285 rlm

表明该化合物为二氢黄酮类化合物。加检测试剂

A1C1。后，UV谱图中I带红移55 nm，I带红移21

am，再加HCI基本无变化；加检测试剂NaOAc以

及H。BO。对光谱影响甚微，说明化合物中存在5位

羟基而无7位羟基。1H—NMR谱图中，艿6．76、6．74、

6．89信号为B环未取代氢信号峰，根据信号偶合常

数可判断它们分别处于邻、问位位置，符合27，5 7，67

位氢的多重峰信号特征。谱图中艿6．08，6．06信号

应为A环未取代质子，由偶合常数和A环未取代质

子信号特征判断它们分别是H一8和H一6信号。

13C—NMR中艿3．78(3H，s)显示化合物中存在一个

甲基。根据A环未取代氢位置以及UV检测结果判

断，A环7位应为甲氧基取代。由此可判断该化合物

为37，47，5一三羟基一7一甲氧基一二氢黄酮，l§P：lt美圣草

素一7一甲醚。

化合物Ⅵ：黄色针状晶体，mp>300℃。MS、

UV、IR、1H—NMR和13C—NMR数据与文献数据[7]基

本一致，因此鉴定该化合物为3，37，7，5一四羟基一4’一

甲氧基一黄酮，即柽柳素。

化合物Ⅶ：浅黄色粉末，mp>300℃。根据

MS、UV、IR、1H—NMR和”C—NMR数据，结合文献

资料[83鉴定该化合物为3’，47，5，7一四羟基黄酮，即

木犀草素。

化合物Ⅶ：黄色针状晶体，mp 233～235℃。根

据MS、UV、IR、1H—NMR和13C—NMR数据，结合文

献资料[73鉴定该化合物为3，37，5一三羟基一4’，7一二甲

氧基一黄酮，即商陆素。

化合物Ⅸ：无色针状结晶，mp“9～152℃，其

MS、IR谱与豆甾醇标准图谱一致，Rf值与对照品

对照相同，混合熔点不下降，故鉴定为豆甾醇。

化合物x：无色片状结晶，mp 143"～145℃。其

IR及TLC的Rf值与p谷甾醇对照品一致，混合溶

点不下降，因此鉴定为肛谷甾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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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地榆的化学成分及其抗艾滋病病毒活性

杨国红，陈道峰。

(复旦大学药学院生药学教研室，上海200032)

紫地榆Geranium strictipPs是拢牛儿苗科老鹳

草属植物，药用部位为根，民间称隔山消‘¨。在云南

的白族和彝族中，长期用作治疗厌食症，同时具有显

著的止血止痢功效‘纠。对紫地榆的化学成分研究较

少，仅报道过3个化合物‘纠。本课题组在对中药的抗

艾滋病毒活性筛选中，发现紫地榆根的醇提物有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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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毒活性，因此对其化学成分进行研究，从紫地

榆中分离并鉴定了7个化合物，分别为鞣质类成分

p1，4，6一三一D-没食子酰基一葡萄糖(I)、}1，6一二一

。一没食子酰基一葡萄糖(I)、鞣花酸(I)、五倍子酸

甲酯(Ⅳ)、没食子酸(V)、(+)一儿茶素(Ⅵ)；酚酸类

成分3，4一二羟基苯甲酸(Ⅵ)。其中化合物I、I、

Ⅳ、Ⅵ和Ⅶ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得；化合物Ⅳ有抗艾

滋病毒活性，EC。。为2．43／ag／mL，治疗指数(TI)为

8．40。

1仪器与材料

XT一4显微熔点测定仪；JASCO P一1020型旋

光色散仪；756MC UV—VIS分光光度计；Avatar

TM 360．E．S．P TM傅立叶转换分光光度计；

Bruker DRX 400型和AV 500型核磁共振光谱仪；

Diaion HP一20，MCI gel CHP一20 P，Toyopearl HW一

40C；Sephadex LH一20；所用试剂为分析纯。紫地榆

药材于2001年9月采自云南省宣威市，经陈道峰教

授鉴定为老鹳草属植物紫地榆G．strictipPs的根。

2提取与分离

紫地榆根粗粉10 kg，室温下以95％乙醇反复

冷浸、渗漉提取后，减压回收溶剂，得到浸膏2 kg。

浸膏悬浮于蒸馏水(4 L)中，分别以石油醚(4 L×

3)、醋酸乙酯(4 L×3)、正丁醇(4 L×3)萃取，得到

萃取物16、500、354 g。取醋酸乙酯萃取物200 g，用

稀醇溶解后，上Diaion HP一20大柱(用水装柱)粗

分，用20％、30％、40％、60％乙醇洗脱，得到4个部

分：Diaion HP一20大柱的20％乙醇洗脱部分，浓缩

后上Toyopearl HW一40C中柱，分别用10％、20％、

30％乙醇梯度洗脱，相同部分合并，再分别用MCI

gel CHP一20P和Sephadex LH一20上小柱(20％乙醇

作洗脱剂)反复分离，依次得化合物_(20 mg)、Ⅳ

(2 rag)、I／1(2 rag)；Diaion HP一20大柱的30％乙醇

洗脱部分，浓缩后上Toyopearl HW一40C中柱，用

20％、30％乙醇梯度洗脱，相同部分合并，再分别用

MCI gel CHP一20P和Sephadex LH一20上小柱

(30％乙醇作洗脱剂)反复分离，得化合物V(6

rag)、Ⅵ(2 rag)，Diaion HP-20大柱的40％乙醇洗

脱部分，浓缩后上Toyopearl HW一40C中柱，用

40％乙醇梯度洗脱，相同部分合并，再用MCI gel

CHP一20P和Sephadex LH一20上小柱(40％乙醇作

洗脱剂)反复分离，得化合物I(10 rag)；Diaion HP一

20大柱的60％乙醇洗脱部分，浓缩后上Toyopearl

HW一40C中柱，用60％乙醇梯度洗脱，相同部分合

并，再用MCI gel CHP-20P和Sephadex LH一20上

小柱(60％乙醇作洗脱剂)反复分离，得化合物I(50

mg)。

3结构鉴定

化合物I：白色粉末；FeCl。显色呈阳性，提示

为酚性化合物。ESI—MS，，l／z：637EM+H]+。UV

k rim(19e)：217(4．44)，272；IR v黧(cm叫)：

3 414，1 723，1 617，1 512，1 410；1H—NMR(MeOH—

d”500 MHz)艿：7．16(2H，s，H—galloyl)，7．11(2H，

s，H—galloyl)，7．07(2H，s，H—galloyl)，5．79(1H，d，

J=8．76 Hz，glc—H一1)，5．24(1H，t，，=9．62 Hz，

glc—H一4)，4．46(1H，dd，J一1．18，11．85 Hz，gle—H一

6)，4．24(1H，dd，J=4．80，12．28 Hz，glc—H一6)，

4．07(1H，in，glc—H一5)，3．86(1H，t，J=9．23 Hz，

glc—H一3)，3．67(1H，t，‘，=8．70 Hz，glc—H一2)；

”C—NMR(MeOH—d．，125 MHz)d：167．2，166．7，

166．1(three galloyl—CO)，145．8，145．8，145．7

(three galloyl—C一3，5)，139．8，139．4，139．2(three

galloyl-C-4)，120．6，120．4，119．9(three galloyl-C-

1)，110．1，109．9，109．8(three galloyl—C一2，6)，95．6

(glc—C-1)，75．9(glc-C-5)，74．3(glc-C-3)，74．2

(glc-C-2)，71．9(glc-C一4)，63．7(glc-C一6)。UV、IR、

1H—NMR和”C—NMR的数据与文献报道[31的基本一

致，故化合物I被鉴定为p1，4，6一三一D一没食子酰

基一葡萄糖(p1，4，6-tri—O—galloyl—D-glucose)。

化合物I：浅褐色粉末；FeCl。显色呈阳性，提

示为酚性化合物。ESI—MS优屈：485[-M+H3+。UV

k。nm(Ig￡)：218(4．42)，270；IR v黧(am_1)：

3 420，1 730，1 618，1 514，1 415；1H—NMR(MeOH—

d¨500 MHz)艿：7．14(2H，s，H—galloyl)，7．08(2H，

s，H-galloyl)，5．69(1H，d，，=6．92 Hz，glc—H一1)，

4．56(1H，dd，J一1．27，12．00 Hz，glc—H一6)，4．41

(1H，dd，J一4．96，12．10 Hz，glc—H一6)，3．72(1H，

m，glc—H一5)，3．52(3H，rll，glc—H一2，3，4)；13C—NMR

(MeOH—d4，125 MHz)艿：167．3，165．9(two galloyl—

CO)，145．6，145．6(two galloyl—C一3，5)，139．5，

139．0(two galloyl-C一4)，120．7，120．0(two galloyl-

C-1)，110．0，109．6(two galloyl-C-2，6)，95．5(glc-

C-1)，77．7(glc-C-5)，76．1(glc—C-3)，73．8(glc-C-

2)，70．9(glc—C一4)，64．2(glc—C一6)。UV、IR、

1H—NMR和”C—NMR的数据与文献报道[33的基本一

致，故化合物I被鉴定为p1，6一二一o-没食子酰基一

葡萄糖(p1，6-di-O-galloyl—D-glucose)。

化合物I：深黄色粉末。MS、UV、IR、1H—NMR

和13C—NMR的数据与文献报道[4~5]的基本一致，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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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I被鉴定为鞣花酸(ellagic acid)。

化合物1V：白色粉末；FeCI。显色呈阳性，提示

为酚性化合物。EI—MS m／z：184(I-M]+(60)，154

(9)，153(EM—OcH3]+(100)，125(24)，107(5)，79

(10)，51(5)。UVk nm(19￡)：220(4．44)，271；IR

v裟(cm-1)：3 418，1 722，1 616，1 513，1 420；

1H—NMR(MeOH—d¨500 MHz)艿：7．03(2H，s，H一2，

6)，3．80(3H，s，OCH3)；”C—NMR(MeOH—d”125

MHz)艿：169．0(C—O)，146．5(C一3，5)，139．7(C一

4)，121．4(C一1)，110．0(C一2，6)，52．3(OCH3)。El—

MS、UV、IR、1H—NMR和”C—NMR的数据与文献报

道[6]的基本一致，故化合物Ⅳ被鉴定为五倍子酸甲

酯(methyl gallate)。

化合物V：棕色块晶。熔点、EI—MS、UV，IR、

1H—NMR和”C—NMR的数据与文献报道[73的基本一

致，故化合物V被鉴定为没食子酸(gallic acid)。

化合物Yl：白色无定形粉末，■]D、IR、1H—NMR

和”C—NMR的数据与文献报道[83的基本一致，故化

合物I／I被鉴定为(+)一儿茶素[(+)-catechin]。

化合物vI：白色粉末。IR、1H—NMR和”C—NMR

的数据与文献报道[9]的基本一致，推定化合物Ⅵ为

3，4一二羟基苯甲酸(3，4-dihydroxy—benzoic acid)。

4活性评价

对分离到的化合物采用HIV—l感染H9细胞培

养法rlo]进行抗HIV的活性评价。化合物Ⅳ的EC∞

为2．43 gg／mL，TI值(IC5。／EC。。)为8．40，显示抗

HIV活性，其余的化合物没有活性。 。

致谢：美国北卡罗莱那大学药学院天然产物研

究室李国雄教授协作完成抗艾滋病毒的活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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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节风化学成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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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节风为金粟兰科植物草珊瑚Sarcandra

glabra(Thunb．)Nakai的干燥全株，又名草珊瑚，

九节茶，观音茶，接骨金粟兰等。主要分布于江西、浙

江、广西等地I朝鲜、日本等国亦有少量分布。《中国

药典>>2005年版收载其为常用中药材。具有清热凉

血、活血消斑、祛风通络的功效。用于血热紫斑、紫

癜、风湿痹痛、跌打损伤等[1】。早期文献多次报道了

国内外学者对肿节风化学成分以及药理活性的研

究，但化学成分的系统研究报道并不多见。本实验对

肿节风进行系统的化学成分研究，从其正丁醇层分

离并鉴定了6个化合物：分别为二十六醇(I)、胡萝

卜苷(I)、己六醇(1)、槲皮素(Ⅳ)、异甘草素(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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