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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数据
,

确定化合物 l 为山奈酚
一
3
一

龙胆二糖贰
。

致谢
:

U V
、
I R 谱 由 东 北林业大 学郭连 翘教授

代刚 ; N M R
、

M S 谱 由 军事医 学科学院浏 试 中心 测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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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树抗菌有效成分的研究△

中国医药研究开发中心 (北京 1 0 2 2 0 6) 马广恩 申稚维 鲁学照 庞保强
’

刘亚慧
`

栗树属 K oe l re ut er al L ax m 为无 患子科植物
,

该属植物全世界共有 4 种
,

3 种产于我国
,

其中栗树

K
.

aP
, i’ lu at a

aL
x m 分布于我 国大部分省区

,

台湾

架树 K
.

hen yr i D u m m e r
独产于台湾省

,

复羽 叶栗树

犬
.

乙i户i n n a t a F
r a n e h 产于广东

、

广西
、

华东和西南地

区
,

俗名摇钱树
,

其变种全缘栗树 K
.

ib P , 、

an la va
r

·

i n t e g r

ifo
l io za (M

e r r
.

) T
.

e h e n
,

常 见于安徽
、

浙江等

地
。

另一种产自斐济群岛
〔 , 〕 。

人们很早就发现该属植物的花具有药用价值
。

《神农本草经》记载栗华 (花 )
“

主 目痛
,

泪出伤毗
,

消

目肿
” ; 《唐本草 》记载

“

合黄连共煎
,

疗 目赤
” 川我国

民间以摇钱树的花和根做
“

疏风清热
,

止 咳杀虫
”

药
〔 3〕 。

2 9 5 2 年 e
a r l s o n ,

H J 等人发现架树叶对多种细

菌
、

真菌有抑制 作用
,

并证实 其含有没 食子酸 甲

醋
〔`

,

“ 〕 。

1 9 8 5 年陈国联等进一步证实栗树枝叶提取

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

白葡萄球菌和变形杆菌 具有

较强抑制作用
之5二 ,

但未见有效成分报道
。

本文对我国产的 2 种来树
,

即复羽叶栗树和柒

树的抗菌作用进行了研究
,

确定了抗菌有效部位
,

并

从中分离得到抗菌有效成分没食子酸 ( l ) 〔幻 及没食

子酸乙醋 ( l )
,

其中化合物 I 系首次从上述植物中

分离得到
。

1 染树抗菌成分的分离

复羽 叶染树 70 %乙醇提取物经 C H
Z

CI
:

提取后

水溶液过聚酸胺柱层析
,

用水洗脱得到 A
,

30 % ~

50 % 乙醇
、

95 % 乙醇洗脱并经乙酸乙酷提取得到 B
、

C
。

B 经硅胶柱层析进一步分离得到化合物 B
l

、

B 3 a 。

其中 B :

抑菌作用较强
,

经结构鉴定为没食子酸乙酷

( l )
。

B a3抑菌作用略弱
,

结构鉴定为没食子酸 ( I )
。

从 C H
Z

CI
:

提取物中分离得到 卜谷街醇
。

同上方法对

栗树进行分离和测定得到近似结果
。

马广恩 男
,

天然产物化学研究员
,

在本文中负责选题和指导
。

1 9 6 0 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第一医科大学药学院
; 19 6 。

~ 1 9 9 0 年
,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副研究员
,

从事生物碱化学
,

植物抗癌药物及中草药有效成分的研究
。

先后参加和负责石蒜科生物碱加兰他敏
、

三尖杉属植物中生物碱及抗癌新药三尖杉酷碱和高三尖杉醋碱合作与协作研究
,

成 果分别获得中国科学院新技术新产品三等奖 ( 1 9 6 4 ) 和 上海市重大科成果奖 ( 1 97 7 )
,

全 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l 9 7 8)

。

石蒜科生物碱研究获得中国药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 1 9 8 6 )
。

1 9 8 1一 1 9 9 0 年期间曾在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和普渡大学
药学院

,

意大利贝鲁加大学
,

瑞士巴塞尔大学任访问研究教授
。

19 9 1~ 1 9 9 7 年在中国医药研究开发中心主持中药免疫调节
剂研究

。

1 9 9 2 年获国务院颁发的对科学技术作出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
。

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
。

,

沈阳药科大学 1 9 9 3 和 1 9 9 4 届实 习生
△华药基金和本中心新药基金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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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鉴定

没食子酸乙醋 ( B l ) ( I )的鉴定
:

丙酮中为无色

针状结晶
,

m p 1 5 7 ℃ ~ 1 5 8 ℃ ; F
e
C I

:

试剂显深蓝色
,

提示有酚轻基
。

IR。 ,
二 e m 一 ` : 3 4 4 5

,
3 2 9 8 ( O H )

,
3 0一。 ,

2 9 7 5
,
2 9 4 0

,
2 8 7 5

,
1 7 0 8 ( C 一 0 )

,
1 6 0 2

,
1 5 3 5 ( C = C )

,

1 4 7 0
,

1 3 8 6
,
1 3 1 8

,
1 2 5 8 (

一

0
一

C )
,
1 2 0 0

,

1 1 0 0
,

1 0 0 4
,

1 0 3 0
,
9 7 0

,
8 6 5

。 `
H N M R ( 5 0 0M H z ,

C D
3 O D

,
p Pm )己:

1
.

3 3 ( 3 H
,

三重峰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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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 7
.

o H : )
,
4

.

2 6 ( ZH
,

四重

峰 O
一

C H : 一
C H 3 ,

J ~ 7
.

OH
z )

,
7

.

0 4 ( ZH
,

单峰
,

苯环 C
Z -

H
,

C
6一H )

。

M S m /
z : 1 9 8 ( M

+ )
,
1 7 0 ( M

十 一 C O )
,
1 5 3

( M
+ 一 C O O H )

,
1 2 5

,

1 0 7
,
7 9

,
6 9

。

U V 沈夕
H n m : 2 1 9

,

2 7 5
。

B
,

与合成的没食子酸乙醋对照其 T L C
、

理化常

数和光谱数据一致
,

鉴定为没食子酸乙酷
。

没食子酸 (B 3 . ) ( I ) :

丙酮中为无色针状晶
,

m p

2 5 0℃ ~ 25 7℃ ; U V 入黔
H n m : 2 2 0

,
2 7 5 ; IR

、 。 。 二 。m
一
` :

3 5 2 0
,
3 4 4 0 一 3 3 2 0 ( O H )

,
3 0 7 0

,
3 0 1 0

,
2 9 2 0

,
2 8 7 0

,

1 6 8 5 ( C = O )
,
1 5 5 0 ( C = C )

,
1 4 4 8

,
1 4 0 5

,
1 3 5 0

,

1 2 9 0
,

1 2 4 0
,
1 2 2 8

,
1 1 1 0

,
1 0 4 8

,

9 7 0
,
9 2 0

,

8 8 0
,
8 1 0

,
6 7 0

一
6 5 0 ;

,
H N M R ( s o oM H

z ,

C D
3
O D

,
p p m ) a

:
7

.

0 2 ( ZH
,

单峰
,

芳环 C
Z一 H

,

C
。一 H )

。

B
3。

与没食子酸对照其 T L C
、

理

化常数和光谱数据一致
,

鉴定为没食子酸
。

3 结果与讨论

3
.

1 复羽栗树 70 % 乙醇提取物经聚酞胺柱层析得

到 A
、
B

、

C 3 个部位
,

经抑菌试验表明
,

B 部位抑菌作

用较强
,

特别是其对大肠杆菌作用大于黄连素
; A 部

位无作用
,

C 部位作用较弱
。

因而确定 B 部位为栗树

抗菌有效部位
。

3
.

2 对 B 部位进一步分离得到 2 个化合物 B l 、
B 3。 。

抑菌实验表明 B
l

有较强的抑菌作用
,

经鉴定为没食

子酸乙醋 ; B 3:

抑菌作用略弱
,

经鉴定为没食子酸
。

另

从 B 部位中得到 芝个混合物 B Z 、

sB
、 ,

其中 B
Z

有较强

抑菌活性
,

尚待进一步分离
。

3
.

3 由于没食子酸乙醋具有较强抑菌活性
,

为比较

没食子酸不同衍生物的抑菌作用
,

我们合成了没食

子酸 甲醋
、

异丙酷并同没食子酸及乙酷 比较
,

结果表

明没食子酸乙酉旨对大肠杆菌及枯草杆菌的抑菌作用

均高于其他酉旨
。

3
.

4 栗树属植物为中国特产树种
,

资源丰富
,

其中

生物活性物质
,

包括抗菌活性物质
,

有广阔的开发前

景
,

有关研究工作我们正在进行中
,

结果将另行发

表
。

致谢
:

复羽叶栗树 (K
.

b护 i n n a t a F r a n e h ) 又名 摇

钱树
,

由 广西 中药研究所唐人九研 究 员提供
,

学名经

该所 生 药室鉴定
;
栗树 (K

.

P an ic ul at a L ax m ) 由 张世

伟协助采集 自北京 市
,

学名 由 本 中心邱声祥硕 士鉴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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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

由孙文基
、

绳金房为主编
,

杨世林
、

索润堂
、

李严巍为副主编
,

赵守训
、

李华祥
、

杭秉茜教授主审的《天然活性成分简明手

册》一书 (约 15 。 万字 )
,

于 1 9 9 8 年元月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
。

全书共收载了 2 8 38 个天然化合物
,

分别来自植物
、

动

物
、

微生物和矿物
,

主要是植物成分
。

它是截止 19 9 6 年世界上天然药物成分活性记录种类最多
、

范围最广的工具书
。

全书逐

条编写
,

每个化合物项分为英文名
、

中文名
、

异名
、

结构式
、

分子式和分子量
、

来源
、

活性 (或用途 )
、

参考文献
。

书末有化合物中

文名称索引
、

化合物英文名称索引
、

活性索引
、

分子式索引
,

纲 目分明
。

全书按化合物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

查找方便
。

本书是药厂新产品开发
、

医院制剂
、

天然产物化学和中药药理教学及科研必备的工具书
。

欲购者请与孙文基
、

杨世林先生联系
。

孙文基
:

地址
:

西安市朱雀大街南段 18 7 号 陕西省药品检验所

邮编
:
7 1 0 0 6 1 电话

:
( 0 2 9 ) 5 2 3 9 8 4 4

杨世林
: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邮编
:
1 0 0 0 9 4 电话

:
( 0 1 0 ) 6 2 8 9 6 7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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