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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贝母中 O 个新的甾体生物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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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目的  研究伊犁贝母 Fritillaria pallidiflora 鳞茎的化学成分。方法  采用硅胶柱色谱、制备薄层色谱等色谱方法进

行分离纯化，应用质谱、核磁等波谱技术鉴定化合物的结构。结果  从伊犁贝母鳞茎 80%乙醇水溶液提取物的环己烷部位

分离得到 4 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伊贝新（N）、伊贝嗪（O）、2′-甲氧基邪蒿内酯（P）、1-O-β-D-葡萄糖基-(2S,3S,4R,8Z)-2-[(2′R)-(2′-

羟基二十二碳酰) 氨基]-1,3,4-十八碳三醇-8-烯（Q）。结论  化合物 N、O 为新的甾体生物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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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wo new steroidal alkaloids from bulbs of critillaria pallidi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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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 l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the bulbs of Fritillaria pallidiflora collected from Xinjiang province, 

China. jethods  Compounds N—Q were separated and purified by column chromatographies with silica gel, preparative TLC. Their 

chemical structures were elucidated on the basis of spectroscopic (MS, NMR, etc) methods. oesults  Four compounds, yibeirine (N), 

yibeisine (O), 2′-methoxyseselin (P), and 1-O-β-D-glucopyranosyl-(2S,3S,4R,8Z)-2-[(2′R)-(2′-hydroxydocosanoyl) amido]-1,3,4- 

octadecanetriol-8-ene (Q), were isolated from cyclohexane fraction of 80% aqueous ethanol extract from the bulbs of F. pallidiflora. 

Conclusion  Compounds N and O are new steroidal alkaloids. 

hey wordsW Fritillaria pallidiflora Schrenk; steroidal alkaloids; yibeirine; yibeisine; 2′-methoxyseselin 

 

伊犁贝母 Fritillaria pallidiflora Schrenk 为百合

科（LiIiaceae）贝母属 Fritillaria L. 植物，在我国

已经具有上千的药用历史，临床上具有镇咳、祛痰、

平喘的功效[1]。伊犁贝母被收录在《中国药典》中

的“伊贝母”项下，与伊贝母一同被收录的浙贝母

和川贝母，是使用 广泛的贝母；由于近些年来川

贝母资源的日渐枯竭，人们对其替代性品种的研究

正不断的进行，而伊犁贝母的人工培育已经实现，

能够大面积的推广种植，是一种潜在的替代性资源，

据伊江兰等[2]对伊贝、浙贝和川贝总生物碱的研究，

发现浙贝的总生物碱的量 高，伊贝次之，川贝的

总生物碱的量 低。而徐惠波等[3]通过对伊犁贝母

和川贝中的一个品种梭沙贝母在镇咳、抗菌、抗炎

等方面的药理活性进行了比较，发现在镇咳、抗菌

和抗炎等方面伊犁贝母均强于梭沙贝母。因此伊犁

贝母是一种很好的川贝母的替代性物种，而对其进

行全面系统的化学成分研究也具有很好的指导作

用。生物碱成分目前被认为是贝母属植物的主要药

理活性成分，在贝母属植物的化学研究中，研究的

目标主要集中在川贝、浙贝和湖贝上，而对伊犁贝

母则少有研究。徐东铭等[4-5]、徐雅娟等[6-8]和 Shen

等[9]较早研究了伊犁贝母的生物碱成分，并从中分

离得到了西贝素、西贝素苷、伊贝辛、贝母辛、西

洛帕明、西洛泼辛碱、 (20R,22R,23R,25R)-3β,23- 

dihydroxy-N-methyl-veratram-13(17)-en-6-one、伊贝碱

苷 A、伊贝碱苷 B、伊贝碱苷 C 和伊贝辛 11 个生物

碱成分；而其非生物碱成分则报道了苯基糖苷类、甾

醇类、核苷酸类化合物[6-9]。在之前对伊犁贝母鳞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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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成分研究中，报道了 1 个新的甾体生物碱

yibeinine，6 个已知的生物碱以及 4 个非生物碱[10]。

本实验主要报道从伊犁贝母鳞茎中分离得到 4 个化

合物，分别鉴定为伊贝新（yibeirine，N）、伊贝嗪

（yibeisine，O）、2′-甲氧基邪蒿内酯（2′-methoxyseselin，

P）、1-O-β-D-葡萄糖基-(2S,3S,4R,8Z)-2-[(2′R)-(2′-羟

基二十二碳酰 ) 氨基 ]-1,3,4-十八碳三醇 -8-烯

（ 1-O-β-D-glucopyranosyl-(2S,3S,4R,8Z)-2-[(2′R)-(2′- 

hydroxydocosanoyl) amido]-1,3,4-octadecanetriol-8- 

ene，Q）。其中，化合物 N、O 为新的甾体生物碱。 

N  仪器与试剂 

Bruker AVANCE III 型 400/600 MHz 核磁共振

仪（德国 Bruker 公司）；Waters Q-TOF Premier 质谱

仪。薄层板自制。所用试剂均为 AR 级（恒信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柱色谱硅胶、薄层色谱硅胶（青岛

海浪硅胶干燥剂有限公司）。 

伊犁贝母药材 2009 年 8 月购自新疆昌吉市，经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张弘副研究员鉴定为贝

母属植物伊犁贝母 Fritillaria pallidiflora Schrenk 的

鳞茎，药材标本（2010-07-10）存于四川大学华西

药学院天然药物研究室。 

O  提取与分离 

取伊犁贝母的干燥鳞茎 150 kg，80%乙醇回流

提取 3 次，每次 3 h，合并提取液，减压浓缩，得棕

黑色的总浸膏 1 614 g。将总浸膏加入适量蒸馏水混

悬，依次用环己烷、环己烷-醋酸乙酯（1∶1）和醋

酸乙酯萃取，浓缩，得到相应的萃取物。环己烷萃

取物 698 g，经硅胶柱色谱，以环己烷-醋酸乙酯

（10∶1→0∶10）及醋酸乙酯-甲醇（0∶1→1∶4）

为洗脱剂梯度洗脱，得 Fr. 1～7。Fr. 1 经硅胶柱色

谱，石油醚-醋酸乙酯（95∶5）洗脱得到化合物 P

（230 mg）。将 Fr. 5 进行反相硅胶柱色谱，用甲醇水

溶液（50%→70%）梯度洗脱，得到化合物 Q（70 mg）。

Fr. 6 经硅胶柱色谱，石油醚-醋酸乙酯（1∶1→1∶4）

反复梯度洗脱得到化合物 N（40 mg）。将 Fr. 7 进行

硅胶柱色谱，以石油醚-醋酸乙酯-二乙胺（90∶10∶

5）等度洗脱，然后进行制备薄层色谱，以三氯甲

烷-甲醇（9∶1）为展开剂，氨熏，上行展开，分离

得到一个单一斑点，即为化合物 O（10 mg）。 

P  结构鉴定 

化合物 N：白色粉末（三氯甲烷），碘化铋钾试

剂显色呈阳性，HR-ESI-MS 谱中给出准分子离子峰

m/z 432.347 6 [M＋H]+（计算值 432.343 3），推测分

子式为 C27H45O3N。化合物 N 的 1H-NMR 显示了 3

个甲基氢信号 δ 0.97 (3H, s), 1.04 (3H, d, J = 6.6 Hz) 

和 1.05 (3H, s)，2 个羟基取代碳上的氢信号 δ 3.62 

(1H, m), 3.83 (1H, m)。化合物N的 13C-NMR和DEPT

谱显示了 27 个碳原子信号，包括 3 个伯碳、11 个

仲碳、11 个叔碳和 2 个季碳信号（表 1）。依据以上

核磁数据及贝母生源关系可推测化合物 N 为瑟文型

异甾体生物碱[10-11]。将该化合物的氢谱、碳谱数据

与已知化合物异浙贝甲素（isoverticine）[12]进行比

较，发现化合物 N 和异浙贝甲素 C-1～16 的化学位

移基本一致，表明化合物 N 和异浙贝甲素的 A～D

环的稠合方式应相同，差异存在于 E 环和 F 环上，

即化合物 N 与异浙贝甲素可能为立体异构体。由于

二者的 C-13、C-20 和 C-25 化学位移一致，因此发

生异构的位置可能在 C-17 和 C-22 位上。通过对比

同在 C-17 位异构的浙贝乙素和西贝素[13]的碳化学

位移，发现 C-17 位上氢异构为 β构型后 C-13 的化

学位移会由 δC 39.3 显著的向高场移动至 δC 33.6[14]，

但化合物 N 与异浙贝甲素的 C-13 化学位移相比基

本未发生变化，因此排除在 C-17 位发生异构。而

C-22 的化学位移与异浙贝甲素相比明显处于高场，

表明化合物 N 的 C-22 位上的氢构型与异浙贝甲素

不同，应为 β 构型，因此导致 C-17、C-18 和 C-22

的化学位移值分别向高场移动了 δ 8.2、2.2 和 9.0，

C-20 和 C-21 的化学位移值分别向低场移动了 δ 1.0

和 1.7。通过化合物 N 的 NOESY 图谱可以发现，

H-8 和 CH3-19，H-5 和 H-9，H-9 和 H-12，H-9 和

H-14，H-17 和 H-12 及 CH3-21 之间有 NOE 效应，

可证实 A/B 环为反式稠合，B/C 环为反式稠合，C/D

环为顺式稠合，D/E 环应为反式稠合（图 1）。通过

化合物 N 的 HMQC 和 HMBC 图谱，对化合物 N 的

NMR 数据进行了归属，具体数据见表 1。综上所述，

可确定化合物 N 的结构为 5α,14α,17α,22β-cevanin- 

3β,6β,20β-triol，经 SciFinder 检索核实，为新化合物，

命名为伊贝新。 

化合物 O：白色粉末（三氯甲烷），碘化铋钾试

剂显色呈阳性，HR-ESI-MS 谱中给出准分子离子峰

m/z 446.326 8 [M＋H]+（计算值 446.322 6），提示其

应为生物碱类化合物。结合其碳谱和氢谱数据，推

测该化合物的分子式为 C27H43O4N。化合物 O 的
1H-NMR 显示了 3 个甲基质子信号 δ 1.24 (3H, s), 

1.09 (3H, s) 和 0.74 (3H, s) 和 2 个羟基取代碳上的

氢信号 δ 3.72 (1H, m, H-24), 3.52 (1H, m,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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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N  化合物 N、O 的 NPC-kjo ENRM jezI CaClPF 和 abmq 数据 

qable N  NPC-kjo=ENRM=jezI=CaClPF=and=abmq data for compounds N and O= =

碳位 N 异浙贝甲素 O 西贝素 

1 39.3 t 38.7 37.4 t 37.4 

2 31.2 t 31.2 30.5 t 30.4 

3 71.8 d 71.8 70.9 d 70.8 

4 34.5 t 34.8 30.4 t 30.3 

5 47.9 d 48.2 56.4 d 56.4 

6 73.0 d 72.7 210.8 s 210.8 

7 39.4 t 39.3 46.8 t 46.8 

8 33.7 d 35.7 41.9 d 41.8 

9 57.6 d 57.5 56.6 d 56.6 

10 35.4 s 35.4 38.2 s 38.2 

11 30.8 t 29.5 29.7 t 29.8 

12 40.9 d 40.9 46.5 d 46.5 

13 38.3 d 39.0 33.9 d 33.6 

14 43.0 d 43.7 40.0 d 39.9 

15 28.6 t 24.8 26.7 t 26.6 

16 20.3 t 20.7 22.3 t 18.6 

17 40.7 d 48.9 38.9 d 38.9 

18 59.5 t 61.7 59.2 t 59.3 

19 14.7 q 14.9 12.6 q 12.6 

20 72.0 s 71.0 71.6 s 72.0 

21 22.5 q 20.8 22.8 q 22.6 

22 61.5 d 70.5 62.7 d 63.8 

23 18.7 t 19.0 19.4 t 19.5 

24 29.4 t 29.5 38.1 t 29.3 

25 27.7 d 27.7 68.7 s 27.6 

26 61.3 t 62.5 66.9 t 61.2 

27 17.2 q 17.3 25.4 q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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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O 的 13C-NMR 和 DEPT 谱显示了 27 个

碳原子信号，包括 3 个伯碳、11 个仲碳、9 个叔碳

和 4 个季碳信号（表 1）。由于化合物 O 分离纯化出

的量太少以至于不能进行二维图谱分析，依据以上

核磁数据及贝母生源关系可推测化合物 O 为瑟文型

异甾体生物碱[10-11]。将化合物 O 的碳谱数据与已知

化合物西贝素[13]的碳谱数据进行比较，发现化合物

O 与西贝素的 C-1 至 C-22 的化学位移基本一致，表

明化合物 O 和西贝素的 A～E 环的稠合方式应该相

同。由于化合物 O的相对分子质量比西贝素的大 16，

且在 δ 70 左右多出 1 个季碳信号，再结合其分子

式可知化合物 O应该比西贝素在 F环上多了 1个羟

基取代。而化合物 O 的甲基信号 δ 1.24 (3H, s, 

CH3-27) 显示 F 环上的羟基取代应该在 C-25 位，

即化合物 O 应是西贝素在 25 位的羟基取代物。由

于受到 25 位羟基吸电子效应的影响，从而导致

27-CH3、C-26、C-24 的化学位移值分别向低场移

动了 8.2、5.7 和 8.8；而 C-23 的化学位移向高场移

动。另外，根据张安将等[15]关于贝母属植物生物

碱成分碳化学位移的综述可知在异甾体生物碱中

β构型的羟基取代碳的化学位移相较于 α构型的处

在低场，其化学位移值都大于 δC 70，而根据化合

物 O 的碳谱信号 δC 68.7 (C-25)，可知 C-25 位羟基

的空间构型应为 α 构型。综上所述，确定化合物 O

的 结 构 为 5α,14α,17β-cevanin-6-oxo-3β,20β,25α- 

triol，经 SciFinder 检索核实，为新化合物，命名为

伊贝嗪。 

化合物 P：白色针状晶体（环己烷-醋酸乙酯），

分子式C15H14O4。
1H-NMR (400 MHz, CDCl3) δ: 1.50 

(6H, s, 2×CH3), 3.96 (3H, s, OCH3), 6.90 (1H, s, 

H-1′), 6.88 (1H, d, J = 8.8 Hz, H-6), 7.34 (1H, d, J = 

8.8 Hz, H-5), 7.64 (1H, d, J = 9.6 Hz, H-4), 6.28 (1H, 

d, J = 9.6 Hz, H-3)；13C-NMR (100 MHz, CDCl3) δ: 

24.5 (2×CH3), 24.5 (CH3), 55.9 (OCH3), 82.4 (C-3′), 

107.6 (C-1′), 112.0 (C-3), 112.7 (C-10), 113.2 (C-8), 

116.9 (C-6), 127.3 (C-5), 144.8 (C-4), 151.9 (C-7), 

151.9 (C-9), 160.1 (C-2′), 162.1 (C-2)。根据以上波谱

数据，参考文献报道[16-17]，鉴定化合物 P 为 2′-甲氧

基邪蒿内酯。 

化合物 Q：白色针状晶体（甲醇-水），分子式

C49H95O10N；ESI-MS m/z: 858 [M＋H]+, 880 [M＋

Na]+, 896 [M＋K]+。1H-NMR (400 MHz, CDCl3＋

CD3OD) δ: 4.23 (1H, m, H-1a), 3.53 (1H, m, H-1b), 

3.81 (1H, dd, J = 10.4, 3.2 Hz, H-2), 4.06 (1H, dd, J = 

7.6, 4.0 Hz, H-3), 4.02 (1H, m, H-4), 2.04 (2H, m, 

H-5), 1.64 (1H, m, H-6), 2.08 (1H, m, H-7), 5.36 (H, 

m, H-8, 9), 2.08 (1H, m, H-10), 1.28～1.40 (52H, 

H-11～17, H-4′～22′), 3.61 (1H, t, J = 6.0 Hz, H-2′), 

1.70 (1H, m, H-3′a), 1.54 (1H, m, H-3′b), 4.28 (1H, d, 

J = 7.6 Hz, H-1″), 3.17 (1H, m, H-2″), 3.35 (1H, m, 

H-3″), 3.27 (1H, m, H-4″), 3.26 (1H, m, H-5″), 3.88 

(1H, dd, J = 12.0, 2.4 Hz, H-6″a), 3.68 (1H, dd, J = 

11.2, 2.4 Hz, H-6″b), 0.89 (3H, t, J = 6.0 Hz, CH3)；
13C-NMR (100 MHz, CDCl3＋CD3OD) δ: 67.8 (C-1), 

49.6 (C-2), 72.8 (C-3), 69.4 (C-4), 31.0 (C-5), 24.2 

(C-6), 26.3 (C-7), 128.9 (C-8), 128.6 (C-9), 25.2 

(C-10), 28.5～28.2 (C-11～17, C-4′～22′), 102.4 

(C-1″), 73.5 (C-2″), 75.7 (C-3″), 71.0 (C-4″), 75.8 

(C-5″), 60.5 (C-6″), 175.0 (C-1′), 70.9 (C-2′), 33.6 

(C-3′), 12.7 (CH3)。根据以上数据，参考文献报道[18]，

确定化合物 Q 为 1-O-β-D-葡萄糖基-(2S,3S,4R,8Z)- 

2-[(2′R)-(2′-羟基二十二碳酰) 氨基]-1,3,4-十八碳三

醇-8-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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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中药资源大会通知（第 N 轮） 

 

中药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是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十三五”开局之年，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医药发展

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和《中药材保护与发展规划（2015-2020）》的精神，有力推动和促进中药资源事业“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有效服务于健康中国建设需要，经相关专业委员会讨论决定，在陕西省西安市联合召开首

届中国中药资源大会，会议主题“中药资源与健康中国”，会期 3 天。本届大会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研

究专业委员会、中国药学会中药资源专业委员会、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鉴定分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药用植物资源利用

与保护学会专业委员会、中国生态学会中药资源生态专业委员会、中国植物学会药用植物及植物药专业委员会和中国药材

GAP 研究促进会（香港）联合主办；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南京中医

药大学等承办。参加会议通知及报到事宜将在第 2 轮通知中告知。详细信息见天津中草药杂志社网站（www.tiprpress.com）。 

一、时间=

2016 年 8 月中下旬。研讨会报名截止时间：2016 年 6 月 30 日；论文及论文摘要提交截止时间：2016 年 7 月 10 日。 

二、地点=

会议地点为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宾馆。 

三、交流研讨内容 

1．中药资源普查与“精准扶贫”；2．中药资源区划与生态；3．中药材规范化生产与标准化；4．中药材鉴定与品质评

价；5．中药资源循环利用与产业化；6．中药资源保护与“一带一路”；7．药用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 

四、会议论文征集=

会议论文可围绕主题和交流研讨内容，具体内容包括前瞻性综述，理论研究，学科现状、前沿及展望，系统性研究成果，

原创性研究工作等。拟参加会议者（不提供论文也可参加会议），请于 2016 年 7 月 10 日前提交论文及摘要。 

五、联系方式=

《大会通知》由各专业委员会和相关单位负责通知，回执及大会事务联系由下列联系人负责。=

（一）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 

联系地址： 江苏省南京仙林大学城仙林大道 138 号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B1-120  CSNR 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研究专

业委员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210023    

电话：025-85811249  025-85811916   传真：025-85811916   联系人：严辉 13512537853，郭盛 18914732178   

电子信箱：tryw2010@126.com           

（二）陕西中医药大学 

联系地址： 陕西西咸新区世纪大道中段陕西中医药大学科技处  邮政编码：712046 

电话：029-38185061，38185062   联系人：唐志书、孙静     电子信箱： shaanxi-tcm@163.com 

 

 

（本刊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