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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研究，以确定肿节风疗效的物质基础，为肿节风

的二次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目前从中分离鉴定

了6个化合物，分别为二十六醇、胡萝卜苷、已六醇、

槲皮素、异甘草素、葡萄糖，其中有4个为从该属植

物中首次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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楝科米仔兰属植物全世界有250～300种，主要

分布于印度、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至波利尼西亚，我

国产7种1变种，主要分布于西南、南部至东南部地

区[1]。米仔兰Aglaia odorata Lour．为本属植物的

模式种，常生于低海拔山地的疏林或灌木林中，主要

分布于东南亚各国和我国广西、广东等地，云南、贵

州、福建和四川等省常有栽培。米仔兰的枝、叶入药，

用于治疗跌打、痈疮等，花为薰茶的香料，亦可提取

芳香油[1’。]。国外学者曾对产于泰国、印度尼西亚的

米仔兰的化学成分进行过研究，从中发现的化学成

分包括木脂素类(rocaglamides和aglains)，二酰胺

类(bisamides)、黄酮类以及四环三萜类成分等[3~7]。

笔者曾对采集于印度尼西亚的A．cordata的化学

成分进行了研究，从中发现一系列新的、高含氧取代

的木脂素类成分[8~1引。但对产于中国的米仔兰的化

学成分研究未见报道。为此，研究了采集于云南西双

版纳的米仔兰的化学成分，从其甲醇提取物的醋酸

乙酯组分和石油醚组分共分离获得6个成分，运用

波谱技术鉴定了其中4个化合物的结构，分别为5一

羟基一47，7一二甲氧基一双氢黄酮(5-hydroxy一4’，7一

dimethoxydihydroflavone，I)、2’一羟基一4，4’，6’一三

．甲氧基查耳酮(2'-hydroxy一4，4’，67-trimethoxy—

chalcone，I)、p谷甾醇(p-sitosterol，I)和3一羟基

胆甾一5一烯一24一酮(3-hydroxycholest一5一en一24一one，

Ⅳ)。这些成分均为首次从米仔兰属植物中分离

获得。

1仪器和材料

，NMR用Bruker AM一500型核磁共振仪测

定，以CDCl。为溶液，以TMS为内标；MS用VG

Autospec一3000质谱仪测定；HPLC分析采用戴安

(Dionex)高压液相色谱仪系统(Dionex P680输液

泵、ASI一100自动进样器、TCC一100柱温箱、

UVD340U二级管阵列检测器)进行。色谱用硅胶为

青岛海洋化工厂分厂生产；实验用植物样品于2002

年7月采自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2提取和分离

新鲜米仔兰枝、叶阴干，粉碎，用甲醇溶液室温

浸泡提取3次，每次24 h。合并提取液，减压浓缩后

得粗浸膏。将粗浸膏溶解于90％甲醇水溶液中，用

石油醚萃取3次，浓缩蒸干，获得石油醚组分。甲醇

水溶液蒸干后溶于适量水中，用醋酸乙酯萃取3次，

浓缩萃取液，得到醋酸乙酯组分。分别取适量粗浸

膏、石油醚组分和醋酸乙酯组分，溶解于色谱甲醇中

进行HPLC分析，以便与研究过的其他米仔兰属植

物的HPLC分析结果进行成分分析、比较。剩余的

石油醚组分和醋酸乙酯组分分别经硅胶和葡聚糖凝

胶反复柱色谱分离，获得化合物I～Ⅳ。

3结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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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I：无色针晶，分子式为C。，H。。O。；EI—

MS(70 eV)m／z：300[M+](100)，134(95)，121

(121)。1H—NMR(500 MHz，CDCl3)艿：5．37(1H，dd，

J=13．1，2．9 Hz，H一2)，2．79(1H，dd，J=17．1，2．9

Hz，H一3a)，3．11(1H，dd，J=17．1，13．1 Hz，H一3b)，

6．07(1H，d，L厂一2．3 Hz，H一6)，6．04(1H，d，J一2．3

Hz，H一8)，7．40(2H，d，J=8．4 Hz，H一2’，6’)，6．98

(2H，d，，=8．4 Hz，H一3 7，57)，12．05(1H，s，OH一5)，

3．81(3H，s，OCH3—7)，3．83(3H，s，oCH3—47)；

13C．NMR(125 MHz，CDCl3)艿：79．0(CH，C一2)，43．2

(CH2，C一3)，196．0(C，C一4)，164．2(C，C一5)，95．1

(CH，C一6)，168．0(C，C一7)，94．2(CH，C一8)，162．9

(C，C一9)，103．2(C，C—10)，130．4(C，C一1’)，127．7

(CH，C一27)，114．3(CH，C一3’)，160．1(C，C一47)，

114．3(CH，C一5 7)，127．7(CH，C一67)，55．7(CH3，

CH。o一7)，55．4(CH。，CH。O一47)。以上数据与文献报

道的5一羟基一47，7一二甲氧基双氢黄酮的数据一

致‘t1。，因此将化合物I鉴定为5一羟基一47，7一二甲氧

基双氢黄酮。

化合物I：淡黄色粉末状固体，分子式为

C18H1805；EI—MS(70 eV)m／z：314[M+](100)，207

(28)，181(16)，180(32)，134(26)，121(35)。

1H—NMR(500 MHz，CDCl3)艿：7．80(1H，s，H—p)，

7．79(1H，s，H—a)，6．11(1H，d，‘厂=1．9 Hz，H一3’)，

5．97(1H，d，J=1．9 Hz，H一57)，7．57(2H，d，J=8．6

Hz，H一2，6)，6．93(2H，d，J一8．6 Hz，H一3，5)，14．42

(1H，s，OH一27)，3．92(3H，s，OCH3—4’)，3．86(3H，s，

oCH3—6’)，3．84(3H，s，OCH3—4)；”C—NMR(125

MHz，CDCl3)艿：142．6(CH，C—p)，125．1(CH2，C—a)，

192．6(C，C=O)，106．3(C，C一17)，162．4(C，C一27)，

93．8(CH，C一37)，168．3(C，C一47)，91．2(CH，C一5’)，

166．0(CH，C一67)，128．3(C，C一1)，130．1(CH，C一2)，

114．4(CH，C一3)，161．3(C，C一4)，114．4(CH，C一5)，

130．1(CH，C一6)，55．8(CH3，CH30一47)，55．4(CH3，

CH。O一67)，55．6(CH。，CH。O一4)。以上数据与文献报

道的2'-羟基一4，47，6r_三甲氧基查耳酮的数据一

致‘11]，因此将化合物I鉴定为2'-羟基一4，47，6'-三甲

氧基查耳酮。

化合物I：无色粉末状固体。1H—NMR、

13C—NMR数据与文献报道的数据比较[1引，鉴定为p

谷甾醇。

化合物Ⅳ：无色粉末状固体，分子式为

C27H“02；El—MS(70 eV)m／z：400[M+](80)，382

(100)，367(39)，315(48)，314(51)，299(26)，271

(49)，255(38)，213(42)。1H—NMR(500 MHz，

CDCl3)艿：3．50(IH，m，H一3)，5．33(1H，br s，H一6)，

O．65(3H，s，H一18)，0．98(3H，s，H一19)，0．89(3H，d，

J一6．5 Hz，H一21)，1．07(6H，d，J一6．9 Hz，H一26，

27)；”C—NMR(125 MHz，CDCl3)艿：37．3(CH2，C—

I)，31．7(CH2，C一2)，71．8(CH，C一3)，42．3(CH2，C一

4)，140．8(C，C一5)，121．7(C，C一6)，31．9(CH2，C一

7)，31．9(CH，C一8)，50．1(CH，C一9)，36．5(C，C一

10)，21．1(CH2，C一11)，39．8(CH2，C一12)，42．3(C，

C一13)，56．8(CH，C一14)，24．3(CH2，C一15)，28．1

(CH2，C一16)，55．9(CH，C一17)，11．9(CH3，C一18)，

19．4(CH3，C一19)，35．4(CH，C一20)，18．5(CH3，C一

21)，29．9(CH2，C一22)，37．2(CH2，C一23)，215．4(C，

C一24)，40．8(CH，C一25)，18．4(CH3，C一26)，18．3

(CH。，C一27)。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数据比较对

照‘13]，鉴定为3一羟基胆甾一5一烯一24一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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