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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雷公藤根皮中分到�种倍半菇生物碱 �和 �
,

根据理化性质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 � � �

, ’� 一 ’� � � � 了
, ‘� 一‘吕� � � ��

, �� 一� � � �  等光讲数

据分析
,

鉴定碱 �为� ���� � � �� �
,

孩 �为� � � �� � ���� �  �
。

枯 � 为首次从雷公茸中分到
。

关健饲 雷公藤 倍半菇生物碱 雷公蕊定碱 ��� �� �� �� � �� �

雷公藤 � ,
幼 �

� ��娜 。。 。‘�� �� 占。 , � 。。�
�

�
�

系卫矛科雷公藤属植物
,

临床用其根治

疗免疫性疾病取得显著疗效
。

作者前报〔幻报道从其根皮的乙醚提取物中分得异雷公藤春碱

� ��� � �� �� �� ��
� �

。

最近我们又从其根皮的乙醚提取物中分得�个倍半枯生物碱 �和 �
。

�为无色柱状结晶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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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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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分子式 � 一� � 一 � � � �
�计算值 � � �

�

� � � � �
,

紫外

光谱示有 ��� � ���� � �
� �� �等倍半菇生勿诚的类似吸 �次

。

红外光谱示有经基 �� � � �
, � � � � � �

一’
�

,

霞基 � � � � � � �
一’ �

,

毗吮环 � �� � �
, � � � � , � � �� �

一 ‘
�

,

苯环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显示有 �个乙酸基 �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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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雷公藤新碱

〔幻少一个乙酸基
,

在低场区有苯环质子信号 �乙�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乙�

�

� � � � �
‘

� �一� 乙�
�

�� � � �
,
�广� 乙�

�

� � � � �
,

明显比雷公藤新碱向低场位移
,
推测�

�
上为苯环 甲

酸基取代
。 ’� � � � 还示有 �个甲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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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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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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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乙�
�

� �
,
�

�

� � � � � 处各

显示一个经基吸收
,

重水交换消失
,

其化学位移与类似的� ,。 , � ‘
位上的经 基 数 据 相 似

。

‘� 一‘� � � � �谱和
‘� 一‘, � � �  �谱中� � � 位与�

� ,

泣有�个�
,

即
一 � � 广� � 广

,
� � � 位上没有�

,

� , �位上� � 与� �
�
有远程相关

,

说明�
� �
位上连接一� � �

和一� �
。 ‘吕� � � � 示有相应的� 个淡

基碳
, �个毗咙环上碳及 �个苯环上碳及 �个季碳等

,

参照测定的
’� � � � � � � � �和� �� �

,

对 �的
‘� � � � � 谱作了结构指定

。

分析
‘� 一 , � � � � �

, ’� 一 , 吕� � � � �谱中碳
、

氢的归属
,

确定

了 �的结构与� �� �� � � �� 以幻的结构与是相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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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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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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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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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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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低场区没有苯环吸收
,

推侧可能是在C
:
上连接 乙酸基

。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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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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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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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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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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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氢64
.
69 pp m 与l. 36 ppm 处甲基有远程相关

,

说明乙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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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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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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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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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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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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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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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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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

而不同于甘公膝新碱
。

比较 I 与雷公藤新碱及 。u o n y m in
e 中的毗吮环与大环连接情况

,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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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65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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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 , 。‘ , ‘ , 一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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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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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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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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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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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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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一H 没有偶合
,

显然 I 中的大环 与毗陡环连接是在 C
:尹和 C ‘尹

位 上
。

以上2 个推测在N O E SY 中得到证实
,

在ZD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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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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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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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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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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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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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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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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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 I 与per it as sin es A 结构
,

参照文献报道的有关数 据
,

推测 I 的结构与per itas s
-

1ne
s A 的结构相同

,

该生物碱为首次从雷公藤根皮中分到
,

同时对 I和 1 的
’
H

, ‘“
C N M R

作 了结构的指定
。

I 和 I 的化学结构式见图
。

一

足
心、、、t‘

圈 , 公蕊定喊 ( I )和peritas:ines A ( I ) 的结构

1 仪器和材料

熔点测定用x
4显微熔点测定仪

,

温度计未校正
。

光谱测定用U v 一 3 00 紫外分光光度计 ,

P e r k i n
一
E l m e r T E 5 9 9 D 红外光谱仪 , J N M G X

一
4 0 0核磁共振仪;JE O L JM R

一
S X l o Z 质谱

仪
。

雷公藤根皮采自福建省泰宁县
,

由本所药物一室鉴定
。

2 提取和分离

雷公藤根皮干粉Zok g
,

用乙醇提取
,

提取物加水分成沉淀和水溶液
。

沉淀干 燥 后
,

用

l% 氨水湿润后
,

用乙醚提取
,

经硅胶分配层析和吸附层析
,

在氯仿
一甲醇中重结晶

,

得无色

柱状结晶
,

I 为 12om g
,

I 为96m g
。

3 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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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收获风干种子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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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定鳞茎中主要化学成分含量
,

结果表明引种栽培后
,

秦贝 母瞬茎

中生物总碱及西贝素的含量没发生明显变化 ( 表2 )
。

表2 野生与家种秦贝母鳞茎中生

物碱含l 比较

总生物碱含量(% ) 西贝素含且 ( % )

50404040
‘
U
�
11仙�n.内U

0
n.n.n.通�,口。舀,叨

,
二,二,占,止

.

…
0比.n�O�

4 小结与讨论

4.1 关于贝母的逆境栽培
:
秦贝母野生于秦

岭若干支脉一定海拔高度 以上
。

陕西省蓝田

县(王顺 山)22 00 m
、

洛南县(草慷山)2 600 m
,

宁陕县2400m
、

户县2400m 均有 出 产(l〕
,

凤县紫柏山2000 ~ 24 00m L[!区分 布 较 为 集

中
。

秦贝母抗寒而不耐热
,

在海拔 2。。o m 以

贝母鳞茎

野生样品1

野生样品2

栽培样品1

栽培样品2

下由于温度升高
、

土壤改变
、

降水减少
,

成为生活的逆境
,

所以没有自然分布
,
引种栽培也不宜

用传统方法
。

庭院栽培秦贝母是在非适生区采用多种技术措施
,

改善主要生活条件
,

缩小与原

产地的差别而获得成功的
。

采用此法我们栽培大白贝母F
.t盯P ai 翻对5 P

.
Y
.
L i

、

榆 中贝母

F
.
夕u Z h o n g e o s‘: G

.
D
.
Y u e t Y

.
5
.
Z h o u和伊贝母F

.
Pall‘d ‘f lo r a s c h re u k其效果

也好
。

4

.

2 关于秦贝母野生变家种
:
实施庭院栽培法在种子繁殖

、

鳞茎增长
、

生长发育正 常 和保

持贝母主要化学成分稳定几方面的成功
,

为秦贝母的人工栽培和推广种植打下 了基础
,
提供

了根据和资料
。

至于保苗率的提高
,

值得进一步研究
。

同时有必要指出
,

在较原始的类群中
,

大量结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

相当多的个体死亡于幼年期
,

只有少数植株能够完成个体发育
,

生活到成年期
,

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也属常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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