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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景洪哥纳香 Go noll t“ la胡 乙̀ 、:
l }eli en对 、

树皮中分离得 到4 个化合物
,

经理化性质和光谱分析鉴定 为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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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工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得
,

化合物 W 为从哥纳香属 中发现的一种新结构类型的生物碱
,

为一新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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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科 ( A nll 伽
a 。 ae 尸 )哥纳香属植物

,

为乔木
,

产于云

南西双版纳地区 仁’ 〕。

对哥纳香属植物 的化学成分研

究主要为生物碱和内醋类化合物
。

从哥纳香属植物

中发现的生物碱主要 为原小聚碱类
、

阿朴菲碱类和

菲内酞胺类生物碱
。

内醋包括苯乙烯毗喃酮类和番

荔枝 内醋类
。

为寻找高效低毒的抗癌化合物
,

作者对

西双版纳的景洪哥纳香进行了化学成分研究
,

从中

分离得到 4 个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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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W 为从哥纳香属中发现的一种

新结构类型的生物碱
,

为一新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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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分析

可 以得到化合物 w 的部分结构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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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以上光谱数据的解析
,

确定 了化合物 w 的

结构式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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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化合物 w 的化学结构式及 图谱解析碎片

1 仪器与试剂

熔点用 I M D 8 3
一

1 型 电热熔点测定仪 (温度计

未校正 ) ; I R 用 日立 2 7 0
一

5 0 P 红外 光谱仪
,

K B r 压

片 ; M S 用 V a r i a n M A T 2 1 2 型 质 谱仪
; N M R 用

B r u k e r 一 s P e e t r o s p i n A C
一

3 OOP 型及 B r u k e r A M 4 0 0

型核磁共振仪
,

T M S 为内标
。

柱层析硅胶
: 1 00 一 20 0

目 (青 岛海洋 化工 厂 产 ) ; H P T L C (青 岛海洋 化工

厂 ) ;显色剂 为碘 和 H
Z
S O

4

(5 % )
一

乙醇 液
;
其它试剂

均为化学纯或分析纯
;
药材采 自云南西双版纳地区

,

由中科院西双版纳植物园标本室崔景云老师鉴定
。

2 提取与分离

景洪哥纳香茎皮 4 0 00 9 粉碎
,

95 % 乙 醇 10 L

回流提取 3 次
,

浓缩得到浸膏 27 5 9
,

将浸膏配成水

混悬液
,

用 氯仿萃取
,

氯仿部分回收溶剂得浸膏 1 25

g
。

反复低压硅胶柱层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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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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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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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I
:

白色圆粒状结晶
,

m p 78 ℃ ~ 80 ℃
。

E IM S m / z : 2 5 6仁M 〕
+ ,

2 4 1
,

2 2 7
,

2 1 3
,

1 9 9
,

1 7 1
,

1 5 7
,

1 4 3
,

1 2 9
。 ’

H N M R ( C D C 1
3

) 己
: 2

.

3 5 ( Z H
,

J一 7
.

1 H z ,

H
一

2 )
,

1
.

6 3 ( ZH
,

t
,

J = 7
.

1 H z ,

H
一

3 )
,

1
.

2 5 ( 2 4 H
,

m
,

H
一

4一 H
一

1 5 )
,

0
.

8 8 ( 3 H
,

t
,

J = 6
.

1 H z ,

H
一

1 6 )
。 ` 3

C N
-

M R ( C D C 1
3

) 己
: 1 8 0

.

5 1 ( C
一

1 )
,

2 9
.

3 7一 2 9
.

6 8 ( C
一

4 一

C
一

1 3 )
,

2 4
.

6 6 ( C
一

1 4 )
,

2 2
.

6 9 ( C
一

1 5 )
,

14
.

1 ( C
一

1 6 )
。

化合物 卜 白色方晶
,

m p 8 3 ℃一 8 4
’

C
,

I R
, `

H
,

, 3
C N M R 光谱数据与文献川 中的 5

,

6
一

ZH
一

6
一

苯 乙烯

毗喃
一

2
一

酮一致
。

化合物 l
:

无色方晶
,

m p 1 10 C ~ n l ℃
。

IE
-

M S
, `

H
, ’ 3

C N M R 数据与文献
3 ]中 ( 5尺

,

6 5
,

7 R
,

8尺 )
-

7
一

轻基 8
一

苯基四氢吠喃并 [ 3
,

2
一

b 〕
一

Z H
一

毗哺 2
一

酮一致
。

化合物 w
:

黄色 细针 晶
,

m p 17 8
’

C一 18 o C
。

E IM S m / z : 2 3 1
,

2 1 6
,

2 0 3
,

1 8 8
,

1 7 0
,

1 6 0
,

1 4 7
,

1 3 1
,

1 2 1
,

1 1 4
,

1 0 5
,

8 9
,

7 7
。

I R o m a 、

( K B r ) e m
一 ` : 3 4 3 0

,

3 3 5 1
,

3 2 5 2
,

1 6 3 5
,

1 5 8 4
,

7 4 5
,

6 9 5
,

6 5 0
。 I

H N M R

( D M S O
一

d
。

) a
: 7

.

5 8 ( I H
,

d d
,

J = 8
.

4
,

1
.

0 H
z ,

H
一

4 )
,

7
.

7 5 ( I H
,

t ,

J = 8
.

4 H z ,

H
一

5 )
,

7
.

2 3 ( I H
,

d d
,

J = 8
.

4
,

1
.

0 H z ,

H
一

6 )
,

1 1
.

2 6 ( s ,

7
一

O H )
,

8
.

8 6 ( I H
, s ,

1 0
-

N H )
,

1 0
.

5 5 ( I H
, s ,

1 0
一

N H )
,

2
.

5 5 ( 3 H
, s ,

H
一

1 2 )
。

参 考 文 献

l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 委员会
.

中国植物 志 (第 三 十卷
,

第

2 分册 )
.

北京
:

科学 出版社
, 1 97 8

:

64
2 S a w T W

,

S e w
一

Y e u C
,

M a t s

je h S
, e t a l

.

T e t r a h e d r o n L e t t ,

1 9 8 7 ,

2 8
:

2 5 4 1

3 E l
一

Z a y a t A E
,

F e r r ig n i N R
,

M
e e l o u d T G

, e t a l
.

T e 飞r a h e d r o n

L e t t ,

1 9 8 5 , 2 6
:

9 5 5

( 2 0 0 0
一

0 3
一

2 1 收稿 )

忿布亡布吧 二写亡月绝月硬
二二; 吧二二布之久绝闷之万

、
5 布电月进万、 5 布

绝月亡石七闷吧编
义匕月吧只泛万

、
色编吧介 吧万吧 写吧久吧久涟` 之石吧久

吧
久吧

` ;

心
弓 之久 进 ` ; 吧兵硬月泛万 之只 吧 ` ; 之石 泛另 之久泛月 心二月 泛月 之二补多节之久心二

第二届全国药用植物及中药产品开发研讨会会讯

由中国植物学会药用植物及中药专业委员会主办
、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承办 和苏州金石泰集团协办 的第二届 全国药用

植物及中药产品开发研讨会于 2 0 0 0 年 10 月 27 日至 30 日在苏州市隆重 召开
。

本届会议共有来 自 15 个省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78 位代表参加
,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研讨会
。

大会共收

到 8 3 篇论文
,

论文质量较高
,

交流内容亦十分广阔
,

从分子生物学
、

植物分类学
、

资源 调查
、

开发和保护
、

优质药材的选育与引

种
,

规范化栽培和质量标准
,

以及如何抓住机遇与 国际药业接轨
,

创制出我国特色的新药等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

作大会

报告的主要有
:

中科院昆 明植物所孙汉董研究员的
“
中药现代化之管见

” ;
中 国中医研究院中药所谢宗 万研究 员的

“

西 部中草

药开发
,

大有 可为
” ;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郑汉 臣教授的
“
对我 国野生药材开发利 用 的思考

” ;
北京大学药学院艾铁民教授 的

“
基因组学推动中药现代化

” ; 中科院植物所张志耘研究员的
“
茄科天仙子族的分类和系统学研究

”
等

。

从两天的学术交流会上

可 以看出
,

近些年来在药用植物资源 的若干基础研究和深度开发利用上取得很多进展
,

为发展我 国道地中药材 和推动我国中

药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

本届研讨会热烈而紧张
,

许多代表称赞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
,

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研讨会
。

经专业委员会研究决定下一届

药用植物学术会议将于 2 0 01 年在辽宁省大连市召 开
。

(郑水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