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昊 茱 英 五 加 化 学 成 分 的 研 究△

南京林业大学 ( 2 10 0 37 ) 欧息英 李廷昊 东美麟 向其柏

为寻求和开发新的生药资源
,

我国对五加科植

物
,

特别对人参属
、

五加属的化学成分和药理研究

甚多
,

主要集中对人参
、

刺五加
、

细柱五加
,

蜀五

加
、

短柄五加等的研究〔 1
,

幻
,

但对吴茱 黄 五 加

A c a n t h o P a n a 二 e 口 o d i a e f l i u s F r a n c h
.

的化学成

分的研究未见报道
,

而这种植物在我国长江流城以

南地区较普遍
,

资源较丰富〔3 〕
。

为了开发利用新的

生药资源
,

寻找吴茱英五加中与刺五加中相似的活

性成分〔 4 〕 ,

为吴茱黄五加作为刺五加的代 用 品提

供依据
,

我们对其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
,

从中初步

分得 3个结晶 A
、

B
、

C ,

其中 A 经鉴定为紫丁香贰

( s y r i n g i n ) 即刺五加贰B
,

其主要功能是促性腺
、

抗疲劳
,

抗幅射及止血作用 〔 5 〕
。

不文报道了它 的

分离和鉴定
。

1 提取与分离

吴茱黄五加枝皮粉 ( 40 目筛 ) 5 00 9
,

用适量氯

仿回流提取3次 ( 每次 Zh )
,

合并提取液
,

保 留 药

渣
。

将氯仿提取液浓缩成稠膏状物
,

上硅胶柱层析
,

用石油醚洗脱
, T L C 检测

,

合并有关组分
,

浓缩
,

放置析晶
,

结晶用甲醇重结晶
,

得晶 C
。

上述药渣以 95 %乙醇回流 Zh
,

提取3次
,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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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提取液
,

浓缩
。

用氯仿萃取
,

浓缩水层
,

浓缩

物上佳胶柱层析
,

用乙醇一乙酸乙醋 ( 15
:
85 ) 混

合液洗脱
,

用 T L C检测
,

合并第 23 ~ 28 流 份
,

浓

缩
,

其浓缩物用少量正丁醇溶解后放置析晶
,

以 95 %

乙醇重结晶
,

得晶 A ;

合并第 17 ~ 22 流份
,

放置有

针晶析出
,

以稀乙醇重结晶
,

得到晶B
。

2 晶 A的鉴定

无色细小针状结晶 ( E t 0 H )
,

m p 1 9 1~ 19 2 oG ,

a一茶 酚浓 硫酸试 验 阳 性
。

与紫丁香贰标准品的

T L C的 R ; 值一 致
, U V禁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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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有共扼双键的苯 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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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与文献报 道 的 紫丁 香 贰 基本一

致〔 3
,
6 〕

,

同样条件下
,

在红外光谱仪上扫描结晶 A

与紫丁香贰标准品获得的红外光谱完全重合
。

结晶

A 与紫丁香贰标准品的甲醇混合物作T L C显示一个

兰紫色斑点
,

把结晶 A和紫丁香贰标准品的甲醉溶

液用 H P L C 进行对照试验
,

得到相同的保留值
,

在

结晶 A 中加人紫丁香求标准品
,

能使原峰增高
。

由

此可确定晶 A为紫丁香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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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分别为 2个质子的甲氧基单峰
,

与文献〔`
,

勺对照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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