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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柱唐松草化学成分研究△

中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用植物研究所 l (的0 9) 4余世春

`

吴庆立 王 立为 杨峻山 肖培根

摘 要 自鞭柱 唐松草 根 T hal 抢 tr um: mitll h分 离 鉴定 了 4个化 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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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为一新的 天然产 物
,

并 应用光谱

和化 学方法鉴定 了其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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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松草属 T h al 介 t o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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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广布于 世

界各地
,

中国有 67 种
,

其中近一半的种作为药

用
,

主要用于治疗肝炎
、

痢疾和 目赤
。

对该属植

物的化学研究表明
,

其主要次生代谢产物为生

物碱
,

亦含有少量的三菇和黄酮类化合物
。

鞭

柱唐松草分布于中国的东北及西北地区
,

民间

用于治疗肝炎 lj[
,

至今尚无化学研究
。

为了明

确该植物的活性成分及其在该属中的化学分

类学意义
,

我们对其乙醇提取物进行了植物化

学研究
,

从中分离鉴定 了 4 个单体 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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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为一新的三菇皂昔
。

化 合物 I 为 白 色针 晶
,

熔 点 l2 l C ~

21 3
’

C
,

F A B
一

M S 示 其 分 子 量 为 7 5 6 ( m z/

7 5 5
,

M + 一 1 )
,

并 给 出 6 2 3 ( M + 一 x y l一 1 )
,

4 9 1 (昔元 ) 的离子峰
,

结合其
’
H N M R 和

1“
C

N M R 谱
,

确定其分子式为 C
4 0

H
6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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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I 的

`
H N M R ( 5 0 0 M H z ,

D M s o
-

d
。

)谱高场 区给 出 2 个 A B 系统的双峰质子

信 号 己0
.

2 7 和 0
.

4 5 (各 I H
,

d
,

J一 2
.

9 H z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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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环丙烷存在
。

另外还给出 6 个 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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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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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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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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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烯氢信号
,

提示

该化合物的昔元为一羊毛幽烷衍生物
。

且与

化合物 e y e l o f o e t i g e n i n B 相似 [2
,

3 3
。

化合物 z

酸水解
,

薄层层析检 出 D
一

木糖
,

通过对其 1

D 和 Z D N M R 谱 分 析
,

包 括 D E P T
、

` 3
C

一 ’
H C O S Y 和 H M B C (见 图 1 )

,

确定其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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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合物 I 的 H M B C 谱中
,

其 中一个 件木糖 的端 基质 子信 号 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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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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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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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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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 a
.

+ 5 5 p p m ) 位相关
,

其 D E P T 谱

给 出 5 个季碳
,

16 个 次甲基
,

13 个亚 甲基和

6 个 甲基碳信号
。

由此推定该化合物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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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春 男
,

36 岁
,

副主任药 师
,

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

1 98 8 年毕业 于中国协和医科 大学
,

获硕士学位
。

现为中国工程院肖
培根院士 在读博士

。

承担完成及正在进行的课题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
药 用植物亲缘 学研究

” 、 “
广义 毛蓖科植物生理活

性成分分布与资源利用基 础研究
”
等 4 项 ; 安徽 省

“
九

·

五
”
科技攻关项 目

“
二类新药宫血康 (断血 流 ) 总昔 临床前研究

” ; 国家
重点科技项 目计划中药复方药物标 准 (范例 )研究

:

批把叶质量标 准规范化研究
。

完成多项 中
、

西药三类
、

四类新药药学研究
,

其中三类新药
“
小柴胡汤 口服液

”
获 安徽 省 1 9 9 5 年度科技进步二 等奖

。

发表论文 20 余篇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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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l ~ vI 经光谱分析和与标准品对

照
,

分别鉴定为件胡萝 卜昔 ( l )
、

小聚碱 ( l )

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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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6
一 a 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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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李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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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合 物 I 的 结 构 式 见 图 1
, `

H 和
` 3

C

N M R 谱数据见表 1
。

1 仪器
、

试剂与原料

熔点用 X
一

4 型显微熔点仪测定 (温度计

未校正 )
,

U V 用 P h i l i P s P Y E U n i e a n P u 8 8 0 0

型紫外光谱仪测定
。

IR 用 P e k i n 一

E l m e r 9 8 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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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B r 压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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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S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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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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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型 质 谱 仪 测 定
。

N M R ( 包 括 Z D

N M R ) 用 B r u k e r A M
一

5 0 0 型 核磁共 振仪测

图 1 化合物 I 的化学结构式和 H M B C 光谱的相互作用

定
,

溶剂为 D M S O
一

d
。
和 C D o

O D
,

内标为

T M S
。

层析用硅胶为青岛海洋化工厂出

品
、

聚酞胺为湖南澄县一中试剂厂生产
、

S e p h a d e x L H
一

2 0 为 P h a r m a e i a 公司生

产
。

聚酞胺薄膜为浙江省黄岩化学实验

厂和德国 M a e l e r e y
一

N a g e l
一

C o
·

出品
。

聚

酞胺 T L C 直接在紫外灯下观察荧光或

喷 A IC 1
3一 E t O H 乙 醇 液后 观 察 硅 胶

。

T L C 直接在紫外下观察或喷 5 %的磷相

酸的乙醇液后加热显色
。

鞭柱唐松草于

1 9 9 6 年 7 月采集于 四川省马尔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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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取和分离

鞭柱唐松 草的根 20 k g 切碎
,

95 % 乙醇

加热 回流提取 3 次
,

乙醇浸膏加水溶解
,

水不

溶物留存
,

水液乙 醚脱脂后
,

正丁醇萃取
,

得

浸膏 1 2 0 9
,

硅胶柱层析 ( 1 0 0一 1 2 0 目 )
,

氯仿
一

甲醇系统梯度洗脱
,

薄层 检测 合并为 12 部

分
。

第 4 部分析 出 皿 ( Z O 00 m g )
。

第五部分经

硅胶 H 柱层析
,

S e p h a d e x 一

L H Z O ( M e O H ) 纯

化后得化合物 I ( 3 0 0 m g )
。

第九部分硅胶 H

柱层析
,

薄层检测后合并为 9 个部位
,

第 5 部

分 经 硅 胶 柱 层 析 后
,

S eP h ad ex
一

L H 20

( M e O H )纯化得化合物 I ( 1 2 0 m g )
。

第 7 部

·

3 2 2
·



分经 S ep ha d e x一

LH ZO 纯化后得化合物 w ( 20

m g)
。

3结构鉴定

化 合 物 I :

白 色 针 晶
,

m p 2 l l C 一

2 1 3
`

C
,

F A B
一

M S m / z : 7 5 5 ( M + 一 l )
,

6 2 3 ( M
+

一 x y l一 1 )和 4 9 1 (昔元 )
, ’

H N M R 和
` 3

C N M R

谱数据见表 1
。

化合物 l
:

白色粉末
,

E L
一

M S m / z ( % )

4 1 4 ( 2 0
.

8 % )
,

T L C 检测 与标准 品对照鉴定

为 卜胡萝 卜昔
。

化合物 l
:

黄色针晶
,

T L C 检测与标准

品对照
,

鉴定为小巢碱
。

化 合 物 叹
:

白
「

色 粉 末
,

m p “ 71 ℃一

2 7 3
`

C
,

I R
、

U V
、 `

H
、 ’ 3

C N M R 光谱 数据 与文

献闭一致
,

故推定该化合物 的结构为 5
一

经基
-

4忆 甲氧 基黄 酮 7
一

O ( 6
一 a 一 L

一

鼠李糖 基升p
一

D
-

葡萄糖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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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拂猴桃根三菇化学成分的研究△

广西大 学化工 学院 (南 宁 53 00 0 4) 草益民

广西大学师范学 院应用化学研究所 黄初升

陈希慧 蔡 民廷

刘红星

摘 要 从 中越称猴桃 A ct i in id
a in d co h i ne ns i :

的根部 中分离得 到 5 个化合物
,

根据其理化性质和

波谱分析
,

分别鉴定为 a2
,

a3
,

24
一

三 经基
一

1 2
一

烯
一

28
一

乌苏酸 ( I )
,

Zp
,

3 p
,

2 3
一

三经基
一

1 2
一

烯
一

28
一

乌苏酸

( l )
,

2 4
一

h y d r o x y t o r m e n t r
i

e a e
i d ( l )

,

熊果酸 ( W ) 和 卜谷 幽醇 ( v )
,

以上化合物均首 次从该植物 中

获得
,

其 中化合物 皿 为从该属植物 中首次分离得 到
。

关键词 中越称猴桃 三菇 1 2
一

烯
一

2 8
一

乌 苏酸

称猴桃属 A ct 爪 i id a L
,

的许多植物在我

国民间有用其根作为治疗某些癌症疾病的单

方 使 用 〔 ,〕。

中 越 狐 猴 桃 A
.

i n d o c h i n e n s i s

M er r
.

系落叶藤本植物
,

分布于广西
、

云南等

中越边境一带
,

其化学成分未见报道
。

我们首

次从广西德保县产的中越琳猴桃根中分离得

到多种结晶成分
,

经光谱数据和理化性质的

测定
,

鉴定了其 中的 5 种结晶成分的结构
,

它

A d d r e s s :

Q in Y im i n ,

C o l le g e o f C h e m i e a l E n g in e e r in g ,

G u a n g x i U n i v e r s i t y ,

N a n n i
, ’

通讯联系人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批 准号 29 6 6 2 0 0 1 )
、

广西 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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