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C-NMR数据和文献中 3-O-α-L-吡喃鼠李糖-( 1→

2) [β -D-吡喃葡萄糖 ( 1→ 4) ]-α-L-吡喃阿拉伯糖齐

墩果酸-28-O-α-L -吡喃鼠李糖 -( 1→ 4) -β-D-吡喃葡

萄糖-( 1→ 6) -β -D-吡喃葡萄糖苷相一致 [ 4]。

化合物Ⅵ : 白色粉末 ,易溶于甲醇。
1
H-NM R和

13
C-NMR数据与文献

[5 ]
对照 ,将化合物Ⅵ 结构确定

为 3-O-α-L-吡喃鼠李糖 -( 1→ 2) [β -D-吡喃葡萄糖

( 1→ 4) ]-α-L-吡喃阿拉伯糖常春藤苷元-28-O-α-L-

吡喃鼠李糖 -( 1→ 4) -β -D-吡喃葡萄糖-( 1→ 6)-β -D-

吡喃葡萄糖苷。

化合物Ⅶ :白色粉末 ,易溶于甲醇 , Liebermann-

Burchard反应和 Molish反应均呈阳性 ,化合物Ⅶ 经

碱水解得到次生苷 ,其
1
H-NMR、

13
C-NMR数据与化

合物Ⅸ 完全一致 [6 ]。因此将化合物Ⅶ 的结构鉴定为

3-O-α-L-吡喃鼠李糖 -( 1→ 2)-α-L-吡喃阿拉伯糖齐

墩果酸-28-O-α-L -吡喃鼠李糖 -( 1→ 4) -β-D-吡喃葡

萄糖-( 1→ 6) -β -D-吡喃葡萄糖苷。

化合物Ⅷ : 白色粉末 , Liebermann-Burchard反

应和 Molish反应均呈阳性 , 1H-NM R和 13 C-NM R数

据与文献
[7 ]
对照确定化合物Ⅷ的结构为 3-O-α-L-吡

喃鼠李糖 -( 1→ 2) -α-L-吡喃阿拉伯糖常春藤苷元 -

28-O-α-L-吡喃鼠李糖-( 1→ 4) -β-D-吡喃葡萄糖 -

( 1→ 6) -β-D-吡喃葡萄糖苷。

化合物Ⅸ : 白色粉末 , mp 260～ 262℃。酸水解

液经 HPT LC检出 L-鼠李糖、 L -阿拉伯糖 ,同时检出

齐墩果酸 ,分子式 C41 H66O11。1H-NM R和 13 C-NM R数

据与文献报道的齐墩果酸 -3-O-α-L-吡喃鼠李糖-( 1

→ 2) -α-L-吡喃阿拉伯糖苷相一致
[4 ]。

化合物Ⅹ : 白色粉末 , mp 232～ 234℃ , Lieber-

mann-Burchard反应和 Molish反应均呈阳性。酸水

解液经 HPTLC检出 L -鼠李糖、 L-阿拉伯糖 ,同时检

出常春藤皂苷元。分子式为 C41 H66O12。1
H-NMR和

13
C-NM R数据与文献报道的常春藤苷元-3-O-α-L-

吡喃鼠李糖 -( 1→ 2)-α-L-吡喃阿拉伯糖苷相一

致 [8 ]。

化合物Ⅺ:白色粉末 , mp 259～ 261℃。Lieber-

mann-Burchard反应和 Molish反应均呈阳性 ,
1H-NMRW: 0. 89, 0. 90, 0. 91, 0. 97, 1. 00, 1. 20(各

3H, s)为 6个角甲基 , 4. 97( 1H, d, J= 7. 2 Hz, H-1

of ara) , 5. 45( 1H, t-like, H-12)。
13
C-NMR部分数据

和常春藤苷元基本一致 , C-3位移至 81. 7, 106. 7( C-

1 o f ara) ,糖基数据见表 1。酸水解液经 HPTLC检出

L -阿拉伯糖、常春藤皂苷元。 分子式为 C35H56O8。以

上数据与文献
[9, 10 ]
报道的常春藤皂苷元 -3-O-α-L-吡

喃阿拉伯糖苷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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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杂志被评为第六届“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

2007年 11月 15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了第六届“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名单 ,《中草药》杂

志又获此殊荣——第六届“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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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引自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06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年度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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