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有效成分
·

草威灵化学成分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开放实验室 (6 5 0 2 0 4) 范多青
寮

罗士德 王慧英 张起凤

摘 要 从菊科植物草威灵 In ul
a
ne rv os a

的乙醇提取物中分得 9 个化合物
,

经光谱鉴定为 7
,

8
一

二

轻基
一

异丁酞基百里香酚 ( I )
,
2

,
4
一

二甲基
一
6 (3

‘一

甲基
一

异丁烯基
一
5
‘一

异丙基)
一

苯基
一
3

,
5
一

己二酮 ( l )
,

异丁酞百里香酚 ( l )
,

百里香酚 (IV )
,

达玛二烯乙酸醋 ( V )
,
1
一

亚油酸甘油醋 ( VI )
,
1

,
3
一

双亚油酸甘

油醋 (vI )
,

胡萝 卜贰 (珊 )和豆幽醇 (Ix )
。

其中 I 和 贾为新化合物
。

关键词 草威灵 菊科 化学成分

草威灵 I n u la n e o o s a
W

a ll
.

为菊科旋覆

花属植物
,

广布于云南
,

四川
,

贵州等地
,

民间

用其根作为威灵仙的代用 品
,

用来治院腹冷

痛
,

食积腹胀
,

胃痛
,

风湿脚气
,

风湿性关节炎

等
〔‘〕 ,

其化学成分未见报道
。

从云南个 旧产的草威灵根的乙醇提取物

中经反复柱层析
,

得到 9 个化合物
,

分别鉴定

为 7
,

8 一二经基
一

异丁酸基百里香酚 ( l )
,

2
,

4
-

二 甲基
一

6 (3
‘一

甲基
一

异 丁烯基
一
5’

一

异丙基 )
一

苯

基
一 3

,

5 己二酮 ( I ) ;
异丁酸百里香酚 ( l )

,

百里香酚 (N ) ;
达玛二烯乙酸酷 (v )

,

1
一

亚油

酸甘油醋 (vI )
, 1

,

3一双亚油酸甘油醋 (VI )
,

胡

萝 卜贰 (珊 )和豆幽醇 (仄 )
。

化合物 I :

淡黄色油状物
,

e
1 4
H

Z o
O

。 ,

M +

2 6 8
。

IR o m a x em
一 ‘ : 3 5 0 0 一 3 3 0 0 (O H )

,

1 7 3 0 (醋

基 )
。 ‘

H
一

N M R 谱中 a6
.

8 4 (I H
,

d
,

J= 1
.

5

H z )
,

6
.

7 8 (I H
,

d d
,

J= 8
.

0
,

1
.

5 H z )及 6
.

9 7

(1 H
,

d
,

J一 8
.

0 H z )的信号显示分子中存在

l
,

2
,

4
一

三取代苯环
。

a2
.

5 8 (i H
,

d d
,

J= 7 H z )

和 1
.

1 4 (6 H
,

d
,

J一 7 H z )的信号说明分子中

异 丁基的存在
,

根据其化学位移判断与一氧

相连
。

翁
.

2 0 (Z H
, s )处的信号为一与氧原子

相连的亚甲基
。

a4
.

4 2 及 4
.

2 4 (I H
,

d
,

J= 1 2

H z )的信号为与氧原子相连的亚价甲基上的

质子由于受邻近手性碳原子的影响而发生同

碳祸合引起
。

以上数据表明化合物 I 与文

献
〔2〕
报道的 已知化合物 7

一

轻基 8
,

9
一

二异 丁

酞基百里香酚有非常相近 的结构
,

只是缺少

一个异丁酞基
。

在化合物 I 中由于受 8 位手

性碳原子的影响
,

叔
.

42 和 4
.

24 p p m 处的质

子发生同碳藕合
,

因此
,

异丁酞基连在 9 位
,

经基连在 7 位
,

故化合物 I 的结构确定为 7
,

8
一

二羚基
一

9 一异丁酸基百里香酚
,

结构如图 1
。

化合物 卜砖红色油状物
,

C
2 2
H

3 2
0

2 ,

M +

3 2 8
。

IR v m a二 e m
一‘ : 3 5 0 0 一 3 1 0 0 (OH )

,

2 9 8 0
,

1 3 7 5
,

1 1 7 0 (异 丙 基 )
,

1 7 2 0 (C O O
一

)
,

1 6 4 0
,

1 6 0 0
,

1 5 0 0
,

1 4 5 0
,

1 3 7 5 , 1 1 7 0
, ‘
H

一

N MR 中

a6
.

7 3
,

6
.

6 0 和 6
.

5 4 p p m 处的 3 个 I H 的单

峰显示分子 中的苯环为 1
,

3 , 5 间三取二代
。 ‘
H

-

N M R 中化学位移在 a 3
.

0 6 和 1
.

1 9 p p m 的

异丙基根据化学位移判断直接与苯 环相连
。

在
‘3
C

一

N MR 波谱中位于 己1 5 3
.

0 2 (C )
,

1 4 5
.

3 2 (C )
,

2 1
.

2 6 (C H
3
)及 2 3

.

3 0 (2 个 C H
3
)的信

号
,

提示分子中存在一个与苯环直接相连的

3 ‘
一

甲基
一

烯基 (C
S
H

g

)
,

E l
一

M S 谱中 rn / 2 6 9 峰

的存在
,

证实了这个基团的存在
。

同时
,

按分

子量计算
,

第 3 个取代基为 C
S
H

1 3
O

,

由
‘
H

,

, 3
c

一

N M R 谱分析
,

分子中还存在另一个异丙

基 [
‘
H

一

N MR :
台1 5 5

.

9 3 p p rn
,

1
.

1 9 p p m ; ‘3 C
-

N M R 2 2
.

6 8 (2 个 C H
3
)

,

2 5
.

9 5 (C H ) ]
,

唯一

一个 碳基 (a18 8
.

93 p p m )
,

一个连在双键上

的甲基 [
‘
H

一

N MR 必1
.

2 6 (3 H
, s ) ; ‘3C

一

N M R
:

a1 3
.

3 0 p p m 」及 一 个 双键 , 1 5 6
.

4 7 (C )和

1 55
.

2。(C ) ]
,

根据原子数及 IR 光谱知分子

‘ A d d r e s s : F a n D u o q in g
,
Y u n n a n In s tit u te o f P la n ts ,

Ch in e s e A e a d e m y o f Se ie n e e s ,
K u n m 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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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有
一个羚 荃的存在

。

El
一

M S 中 m /z 71

(C
;
H

了
O )峰的出现

,

说 明异 丙基 与一 碳基相

连 ; m / 2 141 及 1 27 峰的存在
,

说 明亚 甲基连

在苯环上
,

由
’3 C

一

N M R 谱可以看 出
,

两个双

键季碳中
,

其中 a1 86
,

47 的碳 的信号 比其它

双键远向低常场位移
,

说明其连有一个经基
,

同时此轻基不与碳基相连
,

由此证实第三取

代基如图 1
,

因此
,

化合物 l 的结构确定为 2
,

4
一

二 甲基
一

6 (3
‘一

甲基
一

异 丁烯基
一

5 , 一

异 丙基 )
-

苯基
一

3
,

5 己二酮
,

结构如图 1
。

EI
一

M S 质谱裂

解证实了此结构的正确性
。

H
:

三

之2 E l

场
洲

偏
准

H
:

一

兮
一

图 1 化合物 , 和 。的化学结构式

1 仪器

熔点用 K of ler 熔点仪测定
,

温度计未校

正
。

IR 用 Pe r k in
一

E le m e r 5 7 7 仪测定
; E l

一

MS

用 F in n ig a n 一

4 5 1 0 质谱仪测定 (7 0 e V )
,

核磁

共振仪为 B r u e k A M
一

4 0 0 型
,

C D C1
3

作溶剂
,

T M S 为 内标
。

2 提取和分离

4
.

5 k g 草威灵根 粉
,

用 甲醇提取 3 次
,

减压 回收后
,

浸膏悬浮于水中
,

用等体积石油

醚
,

氯仿萃取
,

分别合并石油醚和氯仿部分
,

用无水 N a Z SO
;

干燥
,

回收石油醚和氯仿
,

得

石 油醚和氯仿提取物
,

石油醚和氯仿提取物

经硅胶柱层析
,

从石油醚部分得到化合物 v
,

VIII
,

IX
,

从氯仿部分得到 I 一 IV
,

矶
,

Vll 6 个

化合物
。

3 鉴定

化合物 工 :

淡黄色油状物
,

c l ;
H 20 O

。 ,

M ’

·

6 8
·

2 6 8
。

IR 、。 a 、 e m
一 ’ : 3 5 0 0 一 3 3 0 0

,

1 7 3 0
,

1 6 1 5
,

1 5 8 0
.

1 5 0 0
。

E l
一

MS (7 0 e V )
: 2 5 1 , 2 3 7 , 1 8 0

,

1 6 3
.

1 4 9
。 ’
H

一

N M R (C D C 1
3
)

: 6
.

8 4 (I H
,

d
,

,

J=

1
.

5 H
z ,

C : 一

H )
,

6
.

7 8 (I H
,

d d
,

J一 8
.

0
,

1
.

5

H z ,

C
6 一

H )
,

6
.

9 7 (I H
,

d
,

J一 8
.

0 H z ,

C
。一

H )
,

5
.

0 2 (Z H
, s ,

C
7 一

H )
,

1
.

6 1 (3 H
, s ,

C
, 。一

H )
,

4
.

4 2 (I H
,

d
,

J= 1 2 H z ,

C
g 一

H
a

)
,

4
.

2 4 (I H
,

d
,

J

= 1 2 H z ,

C
g 一

H
b
)

,

2
.

5 8 (I H
,

d
,

J= 7 H z ,

C
1 2 -

H )
,

1
.

1 4 (6 H
,

d
,

J = 7 H z ,

C
1 3

,
1 4 一

H )
。 ‘3

C N
-

M R (C l) C 1
3
)

: 1 4 2
.

7 0 (C
:
)

,

1 1 7
.

2 1 (C
:
)

,

1 5 6
.

6 0 (C
3
)

,

1 4 0
.

8 0 (C
;
)

,

1 2 6
.

3 0 (C
S
)

,

1 1 8
.

8 1

(C
6
)

,

7 0
.

5 9 (C
7
)

,

6 9
.

2 6 (C
S
)

,

6 5
.

3 1 (C
g
)

,

2 9
.

9 5 (C
, 。
)

,

1 7 7
.

5 0 (C
l l
)

,

3 4
.

0 2 (C
, :
)

,

18
.

8 7

(C
1 3

,
14
)

。

化合物 亚 :

砖红色油状物
,

C
2 2
H 32 0

2 ,

M I

3 2 8
。

IR v m a 、 e m
一 l : 3 5 0 0 ~ 3 1 0 0

,

2 9 8 0 , 2 9 0 0
,

1 7 2 0
,

1 6 5 0
,

1 4 5 0
,

1 1 7 0
。

E l
一

M S m / z
: 3 2 8

(M
十 ,

C
Z ,
H

3:
O

:
)

,

2 9 7
,

2 8 5
,

2 8 4
,

2 6 9
,

2 5 7 ,

2 5 5
,

2 2 7
,

1 9 9
,

18 8
,

1 7 3
,

1 5 8
,

1 4 1
,

1 2 8
,

9 1
,

7 1
,

6 9
,

5 7
。 ‘

H N M R (CD C 1
3
)

: 6
.

7 3 (I H
, s ,

C
l ; -

H )
,

6
.

6 0 (I H
, s ,

C
1 2 一

H )
, 6

.

5 4 (I H
, s ,

C
l。-

H )
,

5
.

3 0 (I H
, s ,

O H )
, 1

.

6 3 (Z H
, s ,

C
6 一

H )
,

3
.

1 5 (I H
,

m
,

J一 7 H z ,

C
Z一

H )
,

1
.

1 9 (6 H
,

d
,

J

一 7 H z ,

C I
,

7 一

H )
,

3
.

0 6 (I H
,

m
,

C
Z。一

H )
,

1
.

1 4

(6 H
,

d
,

J= 7 H z ,

C
: 1

,

: 2 一

H )
,

1
.

9 3
,

1
.

8 3 (3 H
,

s ,

C
1 7

,
1 。一C H

3
)

,

1
.

2 6 (3 H
, s ,

C
s 一

C H
3
)

,

1
.

1 4 (3

H
, s ,

C 1 7 一C H
:

)
。 ‘3

CN M R (C D C 1
3
)

: 2 2
.

6 8

(C
I
)

,

2 6
,

9 5 (C
Z
)

,

1 8 8
.

9 3 (C
3
)

,

1 5 5
.

0 2 (C
4
)

,

1 8 6
.

4 7 (C
S
)

,

3 0
.

1 9 (C
6
)

,

2 2
.

6 8 (C
7
)

,

1 3
.

3 0

(C
S
)

,

1 3 1
.

9 3 (C
。
)

,

1 2 7
.

0 2 (C
l。
)

,

1 4 1
.

8 7

(C
l ,
)

,

1 2 7
.

0 2 (C
12
)

,

1 3 4
.

3 0 (C
1 3
)

,

1 1 7
.

0 2

(C
1 4
)

,

1 4 5
.

3 2 (C
1 5
)

,

1 5 3
.

0 1 (C
: 6
)

,

2 1
.

2 3

(C
1 7
)

,

1 7
.

2 9 (C
1 7
)

,

2 1
.

2 3 (C
1 8

,
1 9
)

, 2 6
.

8 6

(C
: 。
)

,

2 2
.

2 4 (C
: 1 : 2

)
。

化合 物 皿 :

无 色油 状物
,

C
I;
H

Z。
O

: ,

M “

2 2 0
。

其 xR
、

E l
一

Ms
、 I
H

, ‘3
e N M R 光谱数据与

文献
〔3〕
报道的百里香酚异丁酸酷一致

。

化合物 w :

白色针晶
,

e
l。
H

, 4
0

,

M + 1 5 0
,

m p 4 9
‘

C 一 sl C
, ’
H N MR 数据与文 献

〔‘,
报道

的百里香酚一致
。



化合物 V :

无色针晶
,

e
3 2
H

5 2
0

2 ,

M
+ 4 6 5

,

m p 1 5 I C
,

其 IR
、 I
H

, ‘3C N M R 数据与文献
〔5〕

报道的达玛二烯乙酸酷一致
。

化合物 VI :

淡黄色油状物
,

c
2 1
H

3 8
0

、 ,

M
+

3 5 4
。

其 IR
、

E l
一

M S 数据与文献
〔’二

报道的亚油

酸甘油酉旨一致
。

化合物 妞
:

淡黄色油状物
,

c
3 9
H

。。
0

5 ,

M
十

6 1 8
,

其 IR
、 ’凡

C N M R 数据与文 献
〔1

,

3

报道 的

双亚油酸甘油酉旨一致
。

化合物姗
:

白色粉末
,

m p 2 9 6
‘

c 一 2 9 7 c
,

IR
、

MS 及
’
H

, ’3
C N M R 与胡萝 卜贰 对照

,

混

合熔点不下降
。

化合物 仄 :

无色针 晶
,

m p 一7 0
‘

c
,

xR
、

M s

及
‘
H

, ‘3
C N M R 与豆 幽醇对照一致

,

混合熔点

不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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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花称猴桃地上部分化学成分的研究

新乡医学院化学教研室 (4 5 3 0 0 3)

广西师范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

广西大学化学系

白素平
兴

李长正

黄初升

陈希慧

摘 要 从毛花称猴桃 A ct lrl i成
a ‘ri an tha 的地上部分分得 5 个化合物

,

经理化常数分析和光谱数

据鉴定为 Za ,
3 a ,

2 4
一

三轻基
一
2 2

一

烯
一
2 5

一

乌苏酸 ( I )
,

Z a ,
3归

,
2 4

一

三轻基
一
1 2

一

烯
一
2 5

一

乌苏酸 ( R )
,

熊果酸

( 班 )
,

俘
一

谷街醇 (w )和 卜胡萝 卜贰 (v )
。

以上均为首次从该植物地上部分获得
。

关键词 毛花称猴桃 三裕 抗癌

毛花舫猴桃 月c tin ij ia 。 r ia n th a B e n t h 为

称猴桃科称猴桃属落叶藤本植物
。

民间用其

根治疗胃癌
、

鼻咽癌
、

乳腺癌
〔‘〕
等

,

药理研究

也表 明确有抗癌活性
‘2〕。

前文
〔3

,

‘〕已报道了其

根部的化学成分
。

现报道从该植物的地上部

分分得的 5 个化合物的分离与鉴定
。

1 仪器与材料

X
一

4 型显 微熔 点 测定 仪 (温度计未 校

正 ) ; B r u k e r
W H

一

9 0
,

B r u k e r
W H

一

2 5 0 型核磁

共振 仪
,

溶 剂 为 C
S
H

S
N

一

d
s ,

内 标 为 T MS ;

N IC O L E T
一

FT
一

IR
一

T D X 红外光谱仪 (K B r 压

片) ; N a t 4 5 1 o (E I) 型质谱仪
;柱层析

,

薄层层

‘
A d d r e s、 :

B a i S u p in g
,

D e p a r tm e n t o f C he m is t r y ,

X in x ia n g M
e d ic a l C o lle g e ,

X in x ia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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