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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毛蕊花 ve r灰” u c
mt h aPs。 的花序中分得 4个化合物

。

其中麦角菌醉过氧化物 (e ro g
s -

e t o rle po rx i d) e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得
,

该化合物多存在于真菌
,

地衣及海洋徽生物中
。

从陆生高

等的玄参科植物毛蕊花中发现麦角幽醉过氧化物的存在
,

为该化合物的生撅研究提供了新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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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玄参科

毛蕊花属植物
。

分布于云南
,

四川
,

新疆
,

西藏

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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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性凉
,

味辛辣
,

微苦
,

具有消炎
,

止血
,

解疮毒的功效
,

民间用于治疗支气管炎等肺

部疾病
,

以及疮毒和创伤出血
。

其化学成分工

作 已有报道
,

主要成分为齐墩果烷型三菇皂

贰和类脂等
。

作者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工作
,

从

中又分离出麦角菌醇过氧化物 ( I )
,

山箭酸

( I )
,

齐墩果酸 ( , )和 件谷街醇 ( 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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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们从陆生高等的玄参科植物毛蕊花中发现麦

角街醇过氧化物的存在
,

为该化合物的生源

研究提供了新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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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样品采 自

云南丽江
.

2 提取和分离

取毛蕊花干品 I 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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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与 山箭酸 ( d ,

e o s a n o i e a e id )标准品一致
,

混合溶点不下降
,

因此确定晶 I 为山箭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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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色针晶 (甲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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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I R
,

M s
, ’ H N M R 与齐墩果酸标准图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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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L C R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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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熔点不下降
,

因此确定晶 , 为齐墩果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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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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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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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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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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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杜鹃化学成分研究△

兰州大学应用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7 3 0 0 0 0) 贾忠建
.

李国强 ”

摘 要 从黄花杜鹃双入。 己。 己￡ n
d

r
洲 P rz

e

aw ls ik ` 地上部分乙醉提取物中分得 8 个化合物
,

通过光

谱和化学方法鉴定其结构为
:

熊果酸 (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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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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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脂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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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喃葡萄糖试

( l )
,

桦木贰 ( v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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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木精醇 (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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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木毒素
一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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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羊花毒素
一

, ( 通 )和 马醉木糖贰 A (姐 )
。

关健词 黄花杜鹃 杜鹃科 化学成分

近年来
,

杜鹃属植物的化学成分分研究

屡有报道
〔` ” , 。

我国该属植物约有 47 0 余种
,

主要分布于西南和西北地区
〔3 , 。

黄毛杜鹃为

杜 鹃 属 植 物 hR do do en d or , p rz e二 al sk ii

M a ix n
.

(原植物经兰州医学院赵汝能教授鉴

定 )
,

其化学成分的研究 尚未 见报道
,

为进一

步寻找杜 鹃属植物的有效成分
,

我们对采 自

甘肃的黄毛杜鹃地上部分进行了化学成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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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 ,

现在新疆中药民族药研究所工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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