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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llium genus, and compounds 1, 9, and 10 showed cytotoxic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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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龄草为百合科延龄草属 Trillium L. 植物，属

于多年生草本。延龄草属植物全世界共有约 50 种，

我国共有 3 种，即延龄草 Trillium tschonoskii 

Maxim.、吉林延龄草 T. kamtschaticum Pall. ex Pursh

和西藏延龄草 T. govanianum Wall. ex Royle。吉林延

龄草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吉林地区，生于海拔 500～ 

1 400 m 的林下、林边或潮湿之处。在日本、朝鲜、

俄罗斯及北美地区也有零星分布[1]。延龄草又称芋

儿七、鱼儿七（《陕西中草药》）、马尾七、尸儿七以

及头顶一颗珠等，是著名的土家族四大神药（文王

一支笔、七叶一枝花、江边一碗水、头顶一颗珠）

之一[2-3]。延龄草全株均可入药，其味甘，性平，有

小毒，根茎可作为中药材“头顶一颗珠”，用于月经

不调、崩漏、外伤出血、跌打损伤等症，在土家族、

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应用[4]。 

该属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主要为甾体皂苷（薯

蓣皂苷、偏诺皂苷、延龄草皂苷），同时还含有黄酮

苷、倍半萜苷、苯丙素苷等类型的化合物[5]。在前

期活性研究中发现吉林延龄草的 70%乙醇洗脱部位

具有显著诱导兔血小板聚集活性，并从该活性部位

分离鉴定了一系列甾体皂苷类化合物[6-7]。本研究以

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多样性为出发点，开展非活性

部位的化学成分研究。从吉林延龄草非活性部位

（30%和 90%乙醇洗脱部位）分离得到 10 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 β-蜕皮激素（β-ecdysone，1）、水龙骨

素 B（polypodine B，2）、integristerone B（3）、

(9Z,15Z)-11,12,13- 三 羟 基 -9,15- 十 八 碳 二 烯 酸

[(9Z,15Z)-11,12,13-trihydroxyoctadeca-9,15-dienoic 

acid，4]、(Z)-11,12,13-三羟基-9-十八碳烯酸 [(Z)-11, 

12,13-trihydroxyoctadec-9-enoic acid，5]、(9Z,15Z)- 

11,12,13-三羟基-9,15-十八碳二烯酸甲酯  [methyl 

(9Z,15Z)-11,12,13-trihydroxyoctadeca-9,15-dienoate，

6]、(Z)-11,12,13-三羟基-9-十八碳烯酸甲酯 [methyl 

(Z)-11,12,13-trihydroxyoctadec-9-enoate， 7]、 7,11-

二甲基-3-亚甲基-10β,11-二羟基-1,6-十二碳二烯二

醇-10-O-β-D-葡萄糖苷（7,11-dimethyl-3-methylene- 

1,6-dodecadien-10β,11-diol-10-O-β-D-glucopyranoside，

8）、山柰酚-3-O-α-L-阿拉伯糖基(1→6)-O-β-D-半乳

糖 苷 [kaempferol-3-O-α-L-arabinopyranosyl-(1→6)- 

O-β-D-galacopyranoside，9] 和 5-羟基-4-羟甲基-二

氢吡喃-2-酮 [5-hydroxy-4-hydroxymethyl-2H-pyran- 

2-one，10]。化合物 4～7 和 10 为首次从该属植物

中分离得到；细胞毒活性测试结果表明化合物 1、9

和 10 具有一定的细胞毒活性。 

1  仪器与材料 

Bruker AM-400、Bruker DRX-500 核磁共振仪

（瑞士 Bruker 公司）；Agilent 1260 型高效液相色谱

仪（Agilent 公司）；ZORBAX SB-C18高效液相半制

备柱（250 mm×9.4 mm，Agilent 公司）；薄层色谱

硅胶（200~300 目）、薄层色谱硅胶板 GF254均为青

岛海洋化工厂产品；凝胶为 Sephadex LH-20

（Amershm 生科公司）；反相填充材料 RP18（40～60 

μm，Merck 公司）；常规试剂为分析纯，高效液相

用试剂为色谱纯。 

吉林延龄草全草，于 2012 年 7 月采自吉林磐石

市，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纪运恒博士鉴定为吉

林延龄草 Trillium kamtschaticum Pall. ex Pursh，标本

（HY0016）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

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2  提取与分离 

干燥吉林延龄草全草（10 kg）粉碎后分别用

70%乙醇回流提取 3 次，每次 2 h，合并提取液，减

压回收溶剂至无乙醇味，再用正丁醇进行萃取，减

压浓缩，得正丁醇萃取部位浸膏 839.4 g。浸膏用少

量 20%乙醇溶解后，经大孔吸附树脂梯度洗脱得到

30%乙醇、70%乙醇、90%乙醇 3 个洗脱部位。 

90%乙醇洗脱部位（101.4 g）经 MCI 脱色后，

得到 3 个组分 Fr. A～C。Fr. B（20.5 g）经硅胶柱色

谱，氯仿-甲醇-水（20∶1∶0→5∶1∶0.1）梯度洗

脱，得 6 个组分 Fr. B-1～B-6。Fr. B-2（2.3 g）经

Sephadex LH-20 纯化（氯仿-甲醇 1∶1）后重结晶

得到化合物 6（98.0 mg）；Fr. B-3（4.6 g）经反复硅

胶柱色谱，得化合物 1（16.2 mg）；Fr. B-4（2.5 g）

经 Sephadex LH-20 纯化（氯仿-甲醇 1∶1），并反复

重结晶得到化合物 2（74.6 mg）。Fr. C（68.5 g）经

RP18 梯度洗脱（甲醇-水 30∶70→90∶10）得 5 个

组分 Fr. C-1～C-5。Fr. C-1（9.6 g）经硅胶柱色谱，

经氯仿-甲醇-水（10∶1∶0.05→5∶1∶0.1）梯度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