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lish 反应阳性 ,示为一芳香酸苷类化合物。
1

H-NM R( 300 M Hz, DM SO-d6 )中给出一个羧基质

子信号W12. 25( 1H, s) , 4个芳香质子信号W7. 63

( 2H, d, J= 8. 4 Hz, H-2, 6) , 7. 05 ( 2H, d, J= 8. 4

Hz, H-3, 5) ,一对反式烯氢质子信号W7. 55( 1H, d,

J= 16. 0 Hz, H-β ) , 6. 40( 1H, d, J= 16. 0 Hz, H-α) ,

一个糖端基质子信号W4. 94( 1H, d, J= 6. 9 Hz, H-

1′)。
13

C-NM R( 75 M Hz, DM SO-d6 )中共给出 15个

碳信号W: 128. 0( C-1) , 129. 8( C-2, 6) , 116. 5( C-3,

5) , 159. 0 ( C-4) , 143. 6( C-7) , 117. 2 ( C-8) , 167. 8

( C-9) , 100. 1( C-1′) , 73. 3( C-2′) , 77. 2( C-3′) , 69. 8

( C-4′) , 76. 6( C-5′) , 60. 7( C-6′)。将其氢谱和碳谱

数据与相关文献对照 [10 ] ,鉴定化合物Ⅸ 为香豆酸 -4-

O-β -D-吡喃葡萄糖苷。

化合物 Ⅹ : 白色针晶 (甲醇 ) , m p 136. 0～

137. 0℃ ,三氯化铁 -铁氰化钾反应阳性 ,示有酚羟

基存在 ,溴钾酚绿反应阳性 ,示有游离羧基存在 ,

Molish 反应阳性 ,示为一芳香酸苷类化合物。
1 H-NM R( 300 M Hz, DM SO-d6 )中给出一个羧基质

子信号W12. 40( 1H, s) , 3个芳香质子信号W7. 12

( 1H, d, J= 2. 1 Hz) , 7. 10( 1H, d, J= 8. 3 Hz) , 7. 06

( 1H, dd, J= 8. 3, 2. 1 Hz) ,一对反式烯氢质子信号

W: 7. 50( 1H, d, J= 16. 0 Hz, H-β ) , 6. 35( 1H, d, J=

16. 0 Hz, H-α) ,一个糖端基质子信号W: 4. 96( 1H, d,

J= 7. 5 Hz)。 13
C-N M R( 75 M Hz, DM SO-d6 )中共给

出 15个碳信号W: 129. 2( C-1) , 114. 5( C-2) , 147. 4

( C-3 ) , 147. 7 ( C-4) , 116. 8 ( C-5 ) , 120. 5 ( C-6) ,

144. 3 ( C-7) , 117. 1 ( C-8) , 168. 2 ( C-9) , 102. 2 ( C-

1′) , 73. 5( C-2′) , 77. 4( C-3′) , 69. 7( C-4′) , 76. 9( C-

5′) , 61. 1( C-6′)。 将其氢谱和碳谱数据与相关文献

对照 [10 ] ,鉴定化合物Ⅹ 为咖啡酸-4-O-β -D-吡喃葡萄

糖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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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环渤海医药发展前沿论坛暨代谢组学与中药研究调研汇报会”在津召开

2007年 12月 21～ 22日 ,在渤海之滨天津市召开了“ 2007年环渤海医药发展前沿论坛暨代谢组学与中药

研究调研汇报会”。这次学术会议是由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天津市科委、天津市科协、天津市卫生局、天

津市药监局和天津市开发区管委会共同主办 ,天津市药学会、天津市院士活动中心、天士力集团承办 ,北京市

药学会、河北省药学会、辽宁省药学会、山东省药学会、大连市药学会和青岛市药学会以及天津市药理学会协

办。刘昌孝院士、张伯礼院士、杨胜利院士、郝希山院士和 12位来自全国各地知名专家就目前医药发展的前

沿问题及中药代谢组学的最新研究进展分别做了大会学术报告 , 81篇研究报告和综述性论文在大会上交

流 ,论文集由香港医药出版社正式出版 ,来自环渤海地区的 7个省市 18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环渤海地区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区 ,该地区面临着共同的发展机遇 ,特别是医药科技产

业 ,区域产业优势和特点将逐渐形成 ,区域内共享合作平台将逐步构建。本区域的发展还将促进异域联合 ,对

全国乃至海内外均将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在这一新形势下召开的本次会议必将对环渤海地区的医药科技

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张铁军 )

·36·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39卷第 1期 2008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