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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脉暗罗茎化学成分研究（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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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研究斜脉暗罗 Polyalthia plagioneura 茎的化学成分。方法  95%乙醇提取斜脉暗罗茎，制备总浸膏，硅胶柱

色谱分离其成分，理化性质和波谱法鉴定其结构。结果  分离得到 12 个已知化合物，分别为马坎哥纳香碱 A（1）、邻苯二

甲酸正丁基异丁基酯（2）、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3）、邻苯二甲酸二丁酯（4）、丁香醛（5）、对羟基苯甲醛（6）、香草醛（7）、
异吴萸酮酚（8）、乌苏酸（9）、木栓酮（10）、邻羟基苯甲酸（11）、4-羟基-2-甲氧基-3, 6-二甲基苯甲酸（12）。结论  化合

物 1～6、8、11、12 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所有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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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solate and identify the components from the stems of Polyalthia plagioneura. Methods  The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and purified by silica gel column, Sephadex LH-20, and C18 chromatography. Their chemical structures were elucidated 
on the basis of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spectral data. Results  Twelve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as: marcanine A 
(1), butyl isobutyl phthalate (2), diisobutyl phthalate (3), dibutyl phthalate (4), syringaldehyde (5), 4-hydroxybenzaldehyde (6), vanillin 
(7), isoevodionol (8), ursolic acid (9), friedelin (10), 2-hydroxy-benzoic acid (11), and 4-hydroxy-2-methoxy-3, 6-dimethylbenzoic 
acid (12). Conclusion  Compounds 1―6, 8, 11, and 12 are isolated from the plants of Polyalthia Bl. for the first time, and all 
compounds are isolated from this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 
Key words: Polyalthia plagioneura Diels; Polyalthia Bl.; marcanine A; butyl isobutyl phthalate; diisobutyl phthalate; isoevodionol 
 

斜脉暗罗Polyalthia plagioneura Diels隶属番荔

枝科暗罗属植物，系我国特有种，分布于云南、广

东、广西南部及海南[1]。斜脉暗罗为海南优势种[2]，

在海南岛黎族地区长期用作治疗气滞腹痛、痛经、

梅核气等疾病。国内外学者从暗罗属的 20 多种植物

中得到了多种生物碱[3]、三萜类化合物[4]等多种类

型化合物。到目前为止，斜脉暗罗化学成分研究较

少，仅见报道从其种子中分离得到 2 个化合物，分

别为海南哥纳香素甲（howiicin A）和斜脉暗罗素甲

（aplagionicin A）[5]。本课题组对斜脉暗罗进行了抗

肿瘤活性筛选，结果发现斜脉暗罗乙醇提取物对

SPCA-1肿瘤细胞的体外增殖具有良好的抑制效果。

为了进一步研究斜脉暗罗茎抗肿瘤活性成分，本实

验对其化学成分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部位分离、

反复柱色谱（硅胶、C18 反相硅胶、Sephadex LH-20）
等手段，从斜脉暗罗茎氯仿部位中分离得到了 12 个

化合物，根据理化性质和波谱数据，鉴定这些化合

物分别为马坎哥纳香碱 A（marcanine A，1）、邻苯

二甲酸正丁基异丁基酯（butyl isobutyl phthalate，2）、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isobutyl phthalate，3）、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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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二甲酸二丁酯（dibutyl phthalate，4）、丁香醛

（syringaldehyde，5）、对羟基苯甲醛（4-hydroxy- 
benzaldehyde，6）、香草醛（vanillin，7）、异吴萸

酮酚（isoevodionol，8），乌苏酸（ursolic acid，9），
木栓酮（friedelin，10），邻羟基苯甲酸（2-hydroxy- 
benzoic acid，11），4-羟基-2-甲氧基-3, 6-二甲基苯

甲 酸 （ 4-hydroxy-2-methoxy-3, 6-dimethylbenzoic 
acid，12）。化合物 1～6，8，11，12 为首次从该属

植物中分离得到，所有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分

离得到。 
1  仪器和材料 

Bruck AV—400 型核磁共振仪；Sephadex LH-20
（Pharmacia 公司生产）；薄层硅胶 GF254，柱色谱硅

胶 200～300 目（青岛海洋化工厂）；C18 反相硅胶

（YMC 公司）。色谱试剂均为分析纯。斜脉暗罗茎

采于海南省霸王岭自然保护区，由海南师范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钟琼芯副教授鉴定为 Polyalthia 
plagioneura Diels 的茎，标本保存于海南师范大学省

部共建热带药用植物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  提取与分离 

将阴干的斜脉暗罗茎磨成粗粉（20 kg），用 95%
乙醇回流提取 4 次。提取液合并，减压蒸馏除去乙

醇，干燥得浸膏（520 g）。将此浸膏分散在水中，

依次用氯仿、醋酸乙酯、水饱和正丁醇各萃取 5 次。

得氯仿部位浸膏（350 g），醋酸乙酯部位得浸膏（52 
g）和正丁醇部分浸膏（61 g）。 

氯仿部位浸膏经过硅胶柱色谱，石油醚-醋酸乙

酯-甲醇[石油醚-醋酸乙酯（100∶1→1∶100），然后

醋酸乙酯-甲醇（100∶1→1∶100）]梯度洗脱。根

据 TLC 检测结果，合并成 33 份（A1～A33）。A3（26.3 
g）经过反复硅胶柱色谱，氯仿-甲醇（100∶1→50∶
1）梯度洗脱，得化合物 1（15 mg）、2（13 mg）、3
（25 mg）、4（10 mg）；石油醚-醋酸乙酯（20∶1）
洗脱得化合物 5（15 mg）、8（10 mg）、9（12 mg）、
10（15 mg）；Sephadex LH-20 柱色谱三氯甲烷-甲醇

（1∶1.5）洗脱得化合物 6（34 mg）、7（24 mg）、
11（20 mg）、12（7 mg）。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黄色针晶（CHCl3）。
1H-NMR (400 

MHz, CDCl3) δ: 2.71 (3H, d, J = 0.8 Hz, 3-CH3), 6.67 
(1H, d, J = 0.8 Hz, H-2), 7.83 (1H, dt, J = 7.6, 1.2 Hz, 
H-9), 7.87 (1H, dt, J = 7.6, 1.6 Hz, H-8), 8.19 (1H, dd, 
J = 7.6, 0.8 Hz, H-7), 8.24 (1H, dd, J = 7.6, 1.2 Hz, 

H-10) ； 13C-NMR (100 MHz, CDCl3) δ: 178.0 
(CO-12), 181.4 (CO-5), 160.3 (CO-1), 152.2 (C-13), 
139.8 (C-3), 135.8 (C-9), 133.7 (C-8), 133.3 (C-11), 
130.0 (C-6), 127.7 (C-2), 127.5 (C-10), 126.7 (C-7), 
116.1 (C-4), 22.7 (CH3)。以上数据与文献对照完全

一致[6]，故鉴定化合物 1 为马坎哥纳香碱 A。 
化合物 2：无色膏状固体。1H-NMR (400 MHz, 

CDCl3) δ: 7.73 (2H, m, H-3, 6), 7.53 (2H, m, H-4, 5), 
4.31 (2H, t, J = 6.8 Hz, H-9), 4.09 (2H, d, J = 6.8 Hz, 
H-13), 2.04 (1H, m, H-14), 1.72 (2H, m, H-10), 1.44 
(2H, m, H-11), 0.98 (6H, d, J = 6.8 Hz, H-15), 0.96 
(3H, t, J = 7.6 Hz, H-12)。根据以上数据可以鉴定化

合物 2 为邻苯二甲酸正丁异丁酯。 
化合物 3：无色膏状固体。1H-NMR (400 MHz, 

CDCl3) δ: 7.65 (2H, dd, J = 5.6, 3.2 Hz, H-3, 6), 7.46 
(2H, dd, J = 5.6, 3.2 Hz, H-4, 5), 4.08 (4H, d, J = 6.8 Hz, 
H-8, 8′), 2.03 (2H, m, H-9, 9′), 0.91 (12H, d, J = 8.5 Hz, 
H-10, 10′, 11, 11′)。以上数据与文献对照一致[7]，故

鉴定化合物 3 为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化合物 4：无色膏状固体。1H-NMR (400 MHz, 

CDCl3) δ: 7.65 (4H, dd, J = 8.8, 4.4 Hz, H-3, 6), 7.45 
(2H, dd, J = 8.8, 4.4 Hz, H-4, 5), 4.30 (4H, t, J = 6.4 
Hz, H-8, 8′), 1.71 (4H, m, H-9, 9′), 1.43 (4H, m, H-10, 
10′), 1.06 (6H, t, J = 7.6 Hz, H-11, 11′)。以上数据与

文献对照一致[8]，故鉴定化合物 4 为邻苯二甲酸二

丁酯。 
化合物 5：白色固体。1H-NMR (400 MHz, 

CDCl3) δ: 9.82 (1H, s, -CHO), 7.15 (2H, s, H-2, 6), 
6.28 (1H, s, C4-OH), 3.97 (6H, s, 3-OCH3, C5-OCH3)。
以上数据与文献对照一致[9]，故鉴定化合物 5 为丁

香醛。 
化合物 6：白色固体。1H-NMR (400 MHz, 

CDCl3) δ: 9.85 (1H, s, CHO), 7.81 (2H, d, H-2, 6), 6.96 
(2H, d, H-3, 5)。以上数据与文献对照完全一致[10]，故

鉴定化合物 6 为对羟基苯甲醛。 
化合物 7：白色固体。1H-NMR (400 MHz, 

CDCl3) δ: 9.83 (1H, s, CHO), 7.43 (1H, dd, J = 8.4, 
1.6 Hz, H-6), 7.41 (1H, d, J = 1.6 Hz, H-2), 7.04 (1H, 
d, J = 8.4 Hz, H-5), 6.32 (1H, br s, OH), 3.94 (3H, s, 
OCH3)；13C-NMR (100 Hz) δ: 190.9 (CHO), 151.7 
(C-4), 147.2 (C-3), 129.9 (C-1), 127.6 (C-6), 114.4 
(C-5), 108.8 (C-2), 56.1 (CH3)。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

一致[11]，鉴定化合物 7 为香草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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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8：淡黄色晶体。1H-NMR (400 MHz, 
CDCl3) δ: 14.28 (1H, s, OH), 6.62 (1H, d, J = 10.0 Hz, 
H-3), 5.85 (1H, s, H-8), 5.38 (1H, d, J = 10.0 Hz, 
H-2), 3.81 (3H, s, -OCH3), 2.56 (3H, s, 10-CH3), 1.41 
(6H, s, 2×CH3)；13C-NMR (100 MHz, CDCl3) δ: 
203.0 (C-10), 162 (C-9), 161.7 (C-5), 160.0 (C-7), 
125.2 (C-2), 115.9 (C-3), 105.5 (C-4), 102. (C-6), 90.5 
(C-8), 78.0 (C-1), 55.4 (-OCH3), 32.9 (10-CH3), 28.2 
(1-CH3)。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完全一致[12]，鉴定化

合物 8 为异吴萸酮酚。 
化合物 9：白色固体，与浓硫酸显紫红色。从

氢谱中可以看到化合物中有 7个甲基信号，1H-NMR 
(400 MHz, CDCl3) δ: 0.72 (3H, s, H-26), 0.81 (3H, s, 
H-25), 0.84 (3H, d, J = 6.8 Hz, H-29), 0.91 (3H, d, J = 
6.4 Hz, H-30), 0.98 (3H, s, H-24), 1.06 (3H, s, H-23), 
1.13 (3H, s, H-27)。薄层色谱与乌苏酸对照品 Rf 值
一致，其光谱数据与文献基本一致[13]，故鉴定化合

物 9 为乌苏酸。 
化合物 10：白色固体，与浓硫酸显棕黄色。从

氢谱中可以看到化合物中有 8个甲基信号，1H-NMR 
(400 MHz, CDCl3) δ: 0.72 (3H, s, H-24), 0.87 (3H, s, 
H-25), 0.88 (3H, d, J = 6.4 Hz, H-23), 0.95 (3H, s, 
H-30), 1.01 (3H, s, H-26), 1.02 (3H, s, H-29), 1.05 (3H, 
s, H-27), 1.18 (3H, s, H-28), 1.20～1.79 (3H, m, H-23), 
1.95 (1H, m), 2.22～2.31 (2H, m)。薄层色谱与木栓酮

对照品Rf值一致，氢谱数据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14]，

因此鉴定化合物 10 为木栓酮。 
化合物 11:淡粉红色针状结晶。1H-NMR (400 

MHz, CD3OD) δ: 7.88 (1H, dd, J = 8.0, 1.6 Hz, H-6), 
7.45 (1H, dt, J = 8.4, 1.6 Hz, H-4), 6.92 (1H, dd, J = 
8.0, 1.6 Hz, H-3), 6.88 (1H, dt, J = 8.0, 1.6 Hz, H-5)。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15]，鉴定化合物 11 为邻

羟基苯甲酸。 
化合物 12：白色固体。1H-NMR (400 MHz, 

CDCl3) δ: 12.09 (1H, s, COOH), 6.25 (1H, s, H-5), 
3.96 (3H, s, -OCH3), 2.50 (3H, s, 6-CH3), 2.14 (3H, s, 
3-CH3); 13C-NMR (100 MHz, CDCl3) δ: 172.59 
(-COOH), 163.2 (C-4), 158.0 (C-2), 140.1 (C-6), 
110.5 (C-3), 108.5 (C-5), 105.3 (C-1), 51.8 (-OCH3), 
24.1 (6-CH3), 7.7 (3-CH3)。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基本 

一致[16]，鉴定化合物 12 为 4-羟基-2-甲氧基-3, 6-二
甲基苯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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