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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骆驼蹄瓣 Zy gophy l l um f abago 茎中的化学成分。方法 　用各种柱色谱方法进行分离纯化 ,根
据理化性质和波谱解析鉴定其化学结构。结果 　分离得到 9 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正二十八烷醇 ( Ⅰ) 、正三十二
烷醇 ( Ⅱ) 、豆甾242烯232酮 ( Ⅲ) 、β2谷甾醇 ( Ⅳ) 、胡萝卜苷 ( Ⅴ) 、山柰酚 ( Ⅵ) 、腺苷 ( Ⅶ) 、紫云英苷 ( Ⅷ) 、3″2O2磺酸基紫
云英苷 ( Ⅸ) 。结论 　化合物 Ⅰ～ Ⅲ、Ⅶ、Ⅸ为首次从驼蹄瓣属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 :骆驼蹄瓣 ;蒺藜科 ;3″2O2磺酸基紫云英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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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驼蹄瓣 Zy gop hy l l um f abago L1 为蒺藜科

驼蹄瓣属植物 ,分布于内蒙古西部、青海和新疆 ,生

于冲积平原、绿洲、湿润沙地和荒地。中亚伊朗、伊

拉克也有分布。其根入药 ,味辛 ,性凉。民间广泛应

用于支气管炎、感冒、牙痛及顽固性头痛[ 1 ] 。目前我

国对骆驼蹄瓣的化学成分研究还几乎是空白 ,为进

一步揭示骆驼蹄瓣药理活性的物质基础 ,本实验对

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从中分离鉴定了 9 个单

体化合物 ,分别是正二十八烷醇 ( Ⅰ) 、正三十二烷醇

( Ⅱ) 、豆甾242烯232酮 ( Ⅲ) 、β2谷甾醇 ( Ⅳ) 、胡萝卜苷

( Ⅴ) 、山柰酚 ( Ⅵ) 、腺苷 ( Ⅶ) 、紫云英苷 ( Ⅷ) 、3″2O2
磺酸基紫云英苷 ( Ⅸ) 。其中化合物 Ⅰ～ Ⅲ、Ⅶ、Ⅸ为

首次从驼蹄瓣属中分离得到。

1 　仪器和材料

Fisher2Johns 熔点仪 ; Perkin2Elmer 983 G 型红

外光谱仪 , KBr 压片 ;VARIAN INOVA 600 型核磁

共振谱仪 ;Zabspec E 型质谱仪 ;Sep hadex L H220 为

Phadrmacia 公司产品 ;硅胶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

品。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药材于 2004 年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

究所李国强副教授采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市 ,并鉴定为骆驼蹄瓣 Z1 f abago L1 的干燥茎。

2 　提取和分离

取干燥骆驼蹄瓣茎 5 kg ,用 95 %乙醇回流提取

2 次 ,每次 115 h ,然后用 60 %乙醇回流提取 2 次 ,每

次 1 h。提取液合并减压浓缩 ,浸膏加适量水分散 ,

依次用氯仿和正丁醇萃取 ,得到氯仿部分 13 g、正丁

醇部分 200 g。其中氯仿部分经硅胶柱色谱 ,石油

醚2醋酸乙酯系统梯度洗脱 ,反复常压及减压硅胶柱

色谱 ,凝胶 Sep hadex L H220 柱纯化 ,得到化合物 Ⅰ

·635·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0 卷第 4 期 2009 年 4 月

3 收稿日期 :2008206206　　　　　　　　　　　　　　　　　　　　　　
作者简介 :冯育林 ,男 ,江西抚州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草药活性成分和质量标准研究。　

Tel : (0791) 7119632 　E2mail :fengyulin2003 @hot mail . com
3 通讯作者　杨世林　E2mail :yangshilin9705 @hot mail1com



(21 mg) 、Ⅱ(18 mg) 、Ⅲ(33 mg) 、Ⅳ(87 mg) 。正丁

醇部分经 AB28 大孔树脂处理 , H2 O , 30 %、50 %、

80 %乙醇梯度洗脱 ,得到 4 个部分。其中 30 %乙醇

和 50 %乙醇部分经硅胶柱、ODS 柱、Sep hadex L H2
20 柱、RP2C18液相制备等纯化方法 ,得到化合物 Ⅴ

(215 mg) 、Ⅵ(10 mg) 、Ⅶ(40 mg) 、Ⅷ(11 mg) 、Ⅸ

(16 mg) 。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Ⅰ:白色粉末 ( CHCl3 ) , mp 82～83 ℃。

EI2MS m/ z :392 (M - H2 O ,1) ,364 (1) ,139 (8) ,125

(15) ,111 (28) ,97 (55) ,83 (57) ,69 (42) ,57 (100) ,55

(42) 。1 H2NMR ( CDCl3 ,600 M Hz)δ: 3164 (2 H , t ,

J = 616 Hz , H21) ,1157 (2 H , m , H22) ,1125 (50 H ,

brs , H23～ 27) , 0188 ( 3 H , t , J = 712 Hz , H228) 。
13 C2NMR (CDCl3 ,150 M Hz)δ:6311 ( C21) ,3119 (C2
2) ,2917 ,2916 ,2915 ,2914 ( C24～26) ,2517 ( C23) ,

2217 (C227) ,141 1 ( C228)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

正二十八烷醇一致[2 ] 。

化合物 Ⅱ:白色粉末 ( CHCl3 ) , mp 88～89 ℃。

EI2MS m/ z :448 (M - H2 O ,28) ,420 (10) ,392 (15) ,

364 (7) , 139 ( 15) , 125 ( 25) , 111 ( 50) , 97 ( 88) , 83

( 100 ) , 69 ( 65 ) , 55 ( 95 ) 。1 H2NMR ( CDCl3 , 600

M Hz)δ:3164 (2 H , t , J = 616 Hz , H21) ,1157 (2 H ,

m , H22) , 1126 (58 H , brs , H23～31) , 0188 ( 3 H , t ,

J = 616 Hz , H232) 。13 C2NMR (CDCl3 ,150 M Hz)δ:

6311 ( C21 ) , 3119 ( C22 ) , 2917 , 2916 , 2915 , 2914

(C24～30) ,2517 ( C23) ,2217 ( C231) , 1411 ( C232) 。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正三十二烷醇一致[3 ] 。

化合物 Ⅲ:白色粉末 ( CHCl3 ) , mp 95～96 ℃,

Liebermann2Burchard 反应阳性。EI2MS m/ z : 412

(M + ,21) ,271 (11) ,229 (32) ,124 (100) ; 1 H2NMR

(CDCl3 ,600 M Hz)δ:5172 (1 H , s , H24) ,1118 (3 H ,

s ,Me219) , 0193 ( 3 H , d , J = 610 Hz , Me221) , 0186

(3 H ,t , J = 712 Hz , Me229) , 0184 ( 3 H , d , J = 718

Hz ,Me226) ,0182 (3 H ,d , J = 718 Hz ,Me227) ,0173

(3 H , s , Me218) 。13 C2NMR ( CDCl3 , 150 M Hz)δ:

3517 (C21) ,3410 ( C22) ,19917 ( C23) , 12317 ( C24) ,

17117 ( C25) , 3219 ( C26) , 3210 ( C27) , 3516 ( C28) ,

5318 ( C29) ,3816 (C210) ,2110 ( C211) ,3916 ( C212) ,

4214 (C213) ,5519 (C214) ,2412 (C215) ,2812 (C216) ,

5610 (C217) ,1210 (C218) ,1714 (C219) ,3611 (C220) ,

1817 (C221) ,3319 (C222) ,2611 (C223) ,4518 (C224) ,

2911 (C225) ,1918 (C226) ,1910 (C227) ,2311 (C228) ,

1119 (C229)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豆甾242烯232

酮一致[ 4 ] 。

化合物 Ⅳ:白色针状结晶 (CHCl3 ) ,与β2谷甾醇

对照品混合熔点不下降 ,薄层色谱 Rf 值与β2谷甾醇

一致。

化合物 Ⅴ:白色无定形粉末 (CHCl3 ) ,与胡萝卜

苷对照品混合熔点不下降 ,薄层色谱 Rf 值与胡萝卜

苷一致。

化合物 Ⅵ:黄色针状结晶 ( MeO H) , mp 275～

276 ℃, 盐 酸2镁 粉 反 应 阳 性。 1 H2NMR

(CD3 COCD3 ,400 M Hz)δ:8117 (2 H ,d , J = 818 Hz ,

H22′,6′) ,7103 (2 H , d , J = 818 Hz , H23′,5′) ,6156

(1 H ,d ,J = 116 Hz , H28) ,6129 (1 H ,d , J = 116 Hz ,

H26) 。13 C2NMR ( CD3 COCD3 , 100 M Hz)δ: 14611

(C22) ,13412 (C23) ,17517 (C24) ,15619 (C25) ,9812

(C26) ,16311 (C27) ,9316 ( C28) ,16112 ( C29) ,10315

(C210) , 12214 ( C21′) , 12916 ( C22′, 6′) , 16115 ( C2
4′) ,11514 (C23′,5′)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山柰

酚一致[ 5 ] 。

化合物 Ⅶ: 白色粉末 ( MeO H ) , mp 236～

237 ℃, Molish 反应阳性。EI2MS m/ z : 178 (16) ,

164 ( 35 ) , 135 ( 100) , 119 ( 5 ) , 108 ( 35 ) 。ESI2MS

m/ z : 290 [ M + Na ] + , 268 [ M + H ] + 。1 H2NMR

(CD3 OD ,400 M Hz)δ:8132 (1 H ,s , H22) ,8119 (1 H ,

s , H28) ,5197 (1 H ,d , J = 610 Hz , H21′) ,4175 (1 H ,

t , J = 516 Hz , H22′) , 4133 (1 H , br s , H23′) , 4118

(1 H ,br s , H24′) ,3186 (1 H ,d ,J = 1218 Hz , Hb25′) ,

3176 ( 1 H , d , J = 1218 Hz , Ha25′) 。 13 C2NMR

(CD3 OD ,100 M Hz)δ: 15210 ( C22) , 14815 ( C24) ,

11915 (C25) ,15611 (C26) ,14015 ( C28) ,8917 (C21′) ,

7319 (C22′) ,7111 ( C23′) ,8617 ( C24′) , 6119 ( C25′) 。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腺苷一致[6 ] 。

化合物 Ⅷ:黄色针状结晶 ( MeO H) , mp 170～

171 ℃,盐酸2镁粉反应阳性。1 H2NMR ( CD3 OD ,

400 M Hz)δ: 8100 ( 2 H , d , J = 818 Hz , H22′, 6′) ,

6183 (2 H ,d ,J = 818 Hz , H23′,6′) ,6156 (1 H ,d ,J =

112 Hz , H28) ,6129 (1 H ,d , J = 112 Hz , H26) ,5120

(1 H ,d , J = 618 Hz , H21″) ,3116～3171 (6 H ,m , H2
2″～6″) 。13 C2NMR (CD3 OD ,100 M Hz)δ:15619 (C2
2) ,13319 (C23) ,17719 ( C24) ,16115 ( C25) ,9814 ( C2
6) ,16416 (C27) ,9313 ( C28) ,15715 ( C29) ,10411 ( C2
10) , 12112 ( C21′) , 13017 ( C22′, 6′) , 16010 ( C24′) ,

11414 (C23′,5′) ,10216 (C21″) ,7412 (C22″) ,7615 ( C2
3″) ,6918 ( C24″) ,7619 ( C25″) ,6111 ( C26″) 。以上数

据与文献报道的紫云英苷一致[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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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Ⅸ: 淡黄色粉末 ( MeO H ) , mp 266～

268 ℃,盐酸2镁粉反应和 Molish 反应均为阳性 ,薄

层酸水解检测含有葡萄糖。ESI2MS m/ z :529[ M +

1 ] + ,551[ M + Na ] + ,573[ M + 2Na - H ]2 + 。EI2MS

m/ z :286 (M2glc ,100) ,258 (12) ,229 (10) ,213 (5) ,

121 (18) 。1 H2NMR (DMSO2d6 ,600 M Hz)δ:12162

(1 H ,s , H25) ,10180 (1 H ,s , H24′) ,10118 (1 H ,s , H2
7) ,8101 (2 H ,d ,J = 814 Hz , H22′,6′) ,6189 (2 H ,d ,

J = 814 Hz , H23′,5′) ,6143 (1 H , d , J = 118 Hz , H2
8) ,6120 (1 H ,d ,J = 118 Hz , H26) ,5153 (1 H ,d , J =

718 Hz , H21″) ,4103 (1 H ,t ,J = 814 Hz , H23″) ,3156

(1 H ,dd ,J = 412 ,1018 Hz , H26″a) ,3132 (3 H ,m , H2
2″,4″,6″b) ,3117 (1 H ,m , H25″) 。13 C2NMR (DMSO2
d6 ,150 M Hz)δ:15613 (C22) ,13311 (C23) ,17713 (C2
4) ,16112 ( C25) ,9816 ( C26) ,16411 ( C27) ,9316 ( C2
8) ,15610 ( C29) ,10319 ( C210) ,12018 ( C21′) ,13018

(C22′,6′) ,11511 ( C23′,5′) ,15919 ( C24′) ,10014 ( C2
1″) ,7216 ( C22″) ,8214 ( C23″) ,6817 ( C24″) ,7710 ( C2
5″) ,6015 (C26″) 。通过以上数据 ,可以推出该化合

物为山柰酚的葡萄糖苷 ,且含有磺酸基 (2SO3 ) 。通

过 HMBC 谱 ,葡萄糖的端基质子 H21″与山柰酚的

C23 有远程相关信号 ,可知葡萄糖连在山柰酚的 3

位羟基上。通过 HMBC 谱 ,可以看到 H23″与 C22″、

C24″的远程相关信号 ,且 H23″和 C23″的化学位移均

向低场位移 ,可知磺酸基连在葡萄糖的 3″位上。从

而推断该化合物为 3″2O2磺酸基紫云英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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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针中苯并菲啶类生物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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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对两面针根中的苯并菲啶类生物碱成分进行分离和鉴定。方法 　采用硅胶柱色谱、Sephadex L H2
20 柱色谱及重结晶等方法进行成分分离及精制 ,并利用1 H2NMR、13 C2NMR、MS 等波谱技术鉴定其化学结构。结
果 　从两面针根乙醇提取液的氯仿部分和正丁醇部分分离得到 9 个苯并菲啶类生物碱 ,分别鉴定为白屈菜红碱
(chelerythrine , Ⅰ) 、两面针碱 (nitidine , Ⅱ) 、德卡花椒碱 (decarine , Ⅲ) 、rhoilbline A ( Ⅳ) 、二氢白屈菜红碱 (dihydro2
chelerythrine , Ⅴ) 、82乙酰基二氢白屈菜红碱 ( dihydrochelerythrinyl282acetaldehyde , Ⅵ) 、氧簕木党花板碱
(oxyavicine , Ⅶ) 、82羟基二氢白屈菜红碱 (82hydroxydihydrochelerythrine , Ⅷ) 、82甲氧基二氢白屈菜红碱 (82me2
thoxydihydrochelerythrine , Ⅸ) 。结论 　化合物 Ⅰ、Ⅳ、Ⅶ～ Ⅸ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 :两面针 ;芸香科 ;苯并菲啶类生物碱
中图分类号 :R28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322670 (2009) 0420538203

　　两面针 Zant hox y l um ni t i d um ( Roxb1 ) DC1
又名入地金牛、蔓椒、双面针、双背针等 ,为芸香科花

椒属藤本植物 ,资源丰富 ,主要分布于浙江、福建、台

湾、湖南、广东、海南、广西、四川、云南等地 ,生于低

丘陵地灌木丛中、路旁等向阳地。中药两面针味辛、

苦 ,微温 ,有小毒 ,为民间常用的消肿止痛中药 ,用于

治疗牙痛、神经痛、胃痛、咽喉肿痛、风湿性关节痛、

毒蛇咬伤等多种病症 ,由于其在消肿止痛方面具有

独特疗效 ,因此以两面针为君药或臣药的中药复方

制剂很多 ,在临床应用上都取得了较好疗效[1 ,2 ] 。

现代研究证明两面针中的生物碱是其重要的活性成

分 ,另有报道表明其生物碱还具有抗肿瘤、诱导白血

病细胞分化的作用[ 3～5 ] 。为了更全面地研究两面针

抗炎镇痛活性成分 ,本实验对两面针根的生物碱类

成分进行了研究 ,从两面针根乙醇提取物的氯仿部

分和正丁醇部分分离得到 9 个化合物 ,经波谱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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