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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矢藤化学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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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追踪分离鸡矢藤 Paederia scandens 的化学成分，并对分离得到的单体化合物进行抗肿瘤活性测试。方法  以
95%乙醇回流提取，采用各种色谱技术对提取物进行分离纯化，通过理化性质和光谱数据确定所得单体化合物的结构。结果  
从鸡矢藤中分离并鉴定了 9 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 3β,13β-二羟基-乌索-11-烯-28-油酸（1）、2α,3β,13β-三羟基-乌索-11-烯-28-
油酸（2）、乌索酸（3）、2α-羟基乌索酸（4）、α-亚麻酸（5）、二十三碳酸（6）、棕榈酸（7）、β-胡萝卜苷（8）、β-谷甾醇（9）。
结论  化合物 1、2、4、6 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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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矢藤 Paederia scandens (Lour.) Merrill 为茜

草科鸡矢藤属草本植物，又名鸡屎藤、牛皮冻、斑

鸠饭、清风藤。该属植物全世界约 40 种，主要分布

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日本、朝鲜、中

国等地。鸡矢藤是我国常见的药用植物，在陕西、

甘肃、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四

川等省区均有分布[1]。鸡矢藤作为传统的中草药，

对风湿疼痛、腹泻痢疾、脘腹疼痛、无名肿毒、跌

打损伤等疾病有疗效[2]。袁肇金等[3]报道鸡矢藤的

水蒸气蒸馏液有镇痛和抗惊作用。鸡矢藤含有挥发

油、环烯醚萜、三萜等化合物[4-7]。 
为了进一步探索其活性成分，本实验对鸡矢藤

进行了化学成分研究，从中分得了 9 个化合物，根

据理化常数和波谱数据，分别鉴定为 3β,13β-二羟基- 
乌索-11-烯-28-油酸（1）、2α,3β,13β-三羟基-乌索-11-
烯-28-油酸（2）、乌索酸（3）、2α-羟基乌索酸（4）、
α-亚麻酸（5）、二十三碳酸（6）、棕榈酸（7）、β-
胡萝卜苷（8）、β-谷甾醇（9）。其中化合物 1、2、

4、6 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1  仪器和材料 

Bruker AV—400 型核磁共振光谱仪，Bruker 
Esquire 2000 型质谱仪，岛津 LC-6A 高效液相色谱

仪（配备 Shimadzu SPD—6AV 型检测器），RE 52AA
型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Sephadex 
LH-20（Pharmacia 公司），ODS（Pharmacia 公司），

D-101 大孔吸附树脂（西安蓝晓科技有限公司），柱

色谱用硅胶（100～200 目、200～300 目）和薄层色

谱硅胶 GF254 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其他试剂

均为国产分析纯。 
ALB-124 电子天平（Acculab Sartius Group），

低速离心机（湖南仪器仪表总厂离心机厂），CHS—
213 生物倒置显微镜（日本 Olympus 公司），超净工

作台（苏州实验仪器厂），TC2323 型二氧化碳培养

箱（美国 SHELLAB 公司），全自动立式高压消毒锅

（武汉国光医疗仪器厂），微量加样器（Gilson 公司）。 
人肝癌细胞株 HepG2、人白血病细胞株（HL-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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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Mata）购自武汉大学细胞保藏中心，高糖 DMEM 
培养粉（Sigma 公司产品），胎牛血清（杭州四季青

公司产品），胰蛋白酶（武汉科瑞生物技术公司），

四甲基偶氮唑蓝（MTT，Sigma 公司），二甲基亚砜

（DMSO，Sigma 公司）。 
鸡矢藤购自安徽亳州，经南京中医药大学谈献

和教授鉴定为 Paederia scandens (Lour.) Merrill。 
2  提取与分离 

5.5 kg 鸡矢藤用 95%乙醇加热回流提取 3 次，

每次 2 h，提取液合并减压浓缩得浸膏。将浸膏分散

于蒸馏水中，依次以氯仿、醋酸乙酯及水饱和的正

丁醇萃取，回收溶剂后得到氯仿部位浸膏 65 g。 
氯仿部位进行硅胶柱色谱，环己烷-醋酸乙酯

（50︰1、20︰1、10︰1、5︰1、2︰1、1︰1）梯度

洗脱，合并洗脱液为 16 部分（Fr. 1～16）。Fr. 2 经硅

胶柱色谱以环己烷-醋酸乙酯（100︰1、50︰1、20︰1）
洗脱，得到化合物 6（23.1 mg）、7（36.2 mg）、9
（125.0 mg）。Fr. 3 经重结晶分别得到化合物 5（87.0 
mg）。Fr. 11 经重结晶分别得到化合物 3（182.1 mg）。
Fr. 12 经硅胶柱色谱以氯仿-甲醇（50︰1、20︰1、10︰
1、5︰1、2︰1、1︰1、0︰1）梯度洗脱及制备 HPLC
分离纯化得到化合物 1（5.5 mg）、2（7.1 mg）、4
（6.8 mg）。Fr. 14 经硅胶柱纯化，以氯仿-甲醇（15︰1）
洗脱，得到化合物 8（32.1 mg）。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无色粉末。ESI-MS [M＋H]＋ m/z: 
473。13C-NMR (100 MHz, pyridine-d5) δ: 38.6 (C-1), 
23.2 (C-2), 79.0 (C-3), 39.0 (C-4), 54.3 (C-5), 18.7 
(C-6), 33.1 (C-7), 41.2 (C-8), 53.5 (C-9), 36.7 (C-10), 
133.5 (C-11), 129.0 (C-12), 90.2 (C-13), 27.8 (C-14), 
29.1 (C-15), 25.6 (C-16), 45.4 (C-17), 60.3 (C-18), 
38.4 (C-19), 39.2 (C-20), 31.1 (C-21), 31.8 (C-22), 
28.1 (C-23), 15.3 (C-24), 17.5 (C-25), 19.0 (C-26), 
18.5 (C-27), 180.6 (C-28), 16.5 (C-29), 19.7 (C-30)。
其 1H-NMR 与 13C-NMR 数据与文献报道数据基本

一致[8]，故鉴定化合物 1 为 3β,13β-二羟基-乌索-11-
烯-28-油酸。 

化合物 2：无色粉末。ESI-MS [M＋H]＋ m/z: 
489。13C-NMR (100 MHz, pyridine-d5) δ: 48.6 (C-1), 
68.7 (C-2), 84.6 (C-3), 40.1 (C-4), 55.8 (C-5), 18.5 
(C-6), 33.5 (C-7), 40.8 (C-8), 54.0 (C-9), 37.1 (C-10), 
133.1 (C-11), 129.2 (C-12), 90.0 (C-13), 27.6 (C-14), 
29.0 (C-15), 25.7 (C-16), 45.3 (C-17), 60.5 (C-18), 

38.2 (C-19), 39.0 (C-20), 31.0 (C-21), 31.5 (C-22), 
28.6 (C-23), 15.0 (C-24), 18.1 (C-25), 19.3 (C-26), 
18.6 (C-27), 180.5 (C-28), 16.7 (C-29), 19.5 (C-30)。
其 1H-NMR 与 13C-NMR 数据与文献报道数据基本

一致[8]，故鉴定化合物 2 为 2α,3β,13β-三羟基-乌索- 
11-烯-28-油酸。 

化合物 3：无色粉末。ESI-MS [M＋H]＋ m/z: 
457。13C-NMR (100 MHz, pyridine-d5) δ: 39.6 (C-1), 
28.2 (C-2), 78.6 (C-3), 39.4 (C-4), 54.0 (C-5), 18.9 
(C-6), 31.9 (C-7), 40.8 (C-8), 48.5 (C-9), 37.4 (C-10), 
23.6 (C-11), 126.5 (C-12), 139.1 (C-13), 43.0 (C-14), 
29.1 (C-15), 25.1 (C-16), 33.6 (C-17), 56.5 (C-18), 
39.6 (C-19), 39.8 (C-20), 29.1 (C-21), 37.5 (C-22), 
29.0 (C-23), 17.3 (C-24), 16.1 (C-25), 17.2 (C-26), 
24.1 (C-27), 180.5 (C-28), 17.5 (C-29), 19.6 (C-30)。
其 1H-NMR 与 13C-NMR 数据与文献报道的乌索酸

数据基本一致[9]，故鉴定化合物 3 为乌索酸。 
化合物 4：无色粉末。ESI-MS [M＋H]＋ m/z: 

473。13C-NMR (100 MHz, pyridine-d5) δ: 48.3 (C-1), 
68.6 (C-2), 84.3 (C-3), 40.4 (C-4), 56.1 (C-5), 18.0 
(C-6), 33.9 (C-7), 39.6 (C-8), 48.2 (C-9), 37.8 (C-10), 
24.1 (C-11), 125.6 (C-12), 139.6 (C-13), 43.1 (C-14), 
29.1 (C-15), 25.3 (C-16), 48.5 (C-17), 53.6 (C-18), 
39.0 (C-19), 39.1 (C-20), 31.2 (C-21), 39.8 (C-22), 
29.6 (C-23), 17.4 (C-24), 17.2 (C-25), 17.6 (C-26), 
24.3 (C-27), 180.2 (C-28), 19.2 (C-29), 21.6 (C-30)。
其 1H-NMR 与 13C-NMR 数据与文献报道数据基本

一致[10]，故鉴定化合物 4 为 2α-羟基乌索酸。 
化合物 5：白色蜡状固体。ESI-MS [M＋H]－m/z: 

277。1H-NMR (400 MHz, CDCl3) δ: 10.9 (s, OH), 
5.10-5.50 (6H, m), 2.79 (4H, m), 0.95 (3H, t, J = 7.3 
Hz)。13C-NMR (100 MHz, CDCl3) δ: 180.1 (C-1), 
34.0 (C-2), 24.2 (C-3), 29.0 (C-4, 5), 29.1 (C-6), 29.9 
(C-7), 27.4 (C-8), 130.5 (C-9), 127.8 (C-10), 25.3 
(C-11), 128.6 (C-12, 13), 25.5 (C-14), 127.6 (C-15), 
132.3 (C-16), 20.6 (C-17), 14.5 (C-18)。其 1H-NMR
与 13C-NMR 数据与文献报道数据基本一致[11]，故

鉴定化合物 5 为 α-亚麻酸。 
化合物 6 和 7 经 EI-MS 及 1H-NMR、13C-NMR

分析，并与文献对照[12]，分别鉴定为二十三碳酸和

棕榈酸。 
化合物 8 和 9 经与对照品共薄层分析，分别鉴

定为 β-胡萝卜苷和 β-谷甾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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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性测试结果 
采用 MTT 法测定所得化合物的抗肿瘤活性，

结果见表 1。 

表 1  鸡矢藤中化合物的抗肿瘤 IC50值（ 5=± n , sx ） 
Table 1  IC50 values of antitumor activity of compounds 

  isolated from P. scandens ( 5=± n , sx ) 

IC50/(μmol·L−1) 
化合物 

HepG2 HL-60 Mata 
1 1.9±0.2 4.3±0.1 3.0±0.5 
2 2.1±0.2 49.0±1.0 40.0±6.0 
3 28.7±3.1 65.3±6.8 60.2±5.1 
4 2.5±0.3 6.1±0.4 3.1±0.6 
5 31.3±3.0 35.0±4.1 66.2±7.6 

   顺铂 5.6±0.5 2.6±0.4 7.1±0.5 

活性测试结果表明，化合物 1～5 表现出较强

的抑制肿瘤细胞增殖活性。其中，化合物 1 对所测

试的 3 种细胞株均表现出很强的抑制增殖作用。化

合物 2 和 4 对 HepG2 细胞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另

外，化合物 4 对 HL-60 及 Mata 细胞株的抑制作用

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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