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6 3
,

1 19
,

6 9
。 `

H N M R ( C E〔 1
3
)占P Pm

: 5
.

1 8 ( s ,

I H )
, 2

.

4 0 ( m
,

ZH )
,

2
.

2 0 ( m
,

ZH )
,

1
.

9 0 ( m
,

ZH )
,

1
.

7 0 ~ 1
.

2 0 ( m
,

1 8H )
,

1
.

0 9 ( s , 3H )
,

1
.

0 4 ( s ,

3 H X Z )
,

1
.

0 1 ( s ,

3H )
,

0
.

9 9 ( s ,

3H )
,

0
.

9 6 ( s ,

3 H )
, 0

.

8 0 ( s ,

3 H )
。 ’ 3

C N M R
: 2 18

.

2 4
,

1 8 2
.

3 9
,

1 3 6
.

4 3
,

1 3 3
.

0 6
,

5 4
.

7 5
,

5 0
.

3 2
,

4 7
.

8 1
,

4 7
.

1 4
,

4 2
.

4 5
,

4 1
.

2 9
,

4 0
.

4 2
,

3 9
.

7 0
,

3 6
.

7 8
, 3 3

.

9 0
,

3 3
.

6 5
,

3 3
.

7 9
,

3 3
.

3 1
,

3 3
.

1 7
,

3 1
.

9 2
,

3 0
.

2 1
,

2 9
.

2 3
,

2 8
.

9 5
,

2 6
,

7 1
,

2 5
.

8 8
,

2 1
.

3 6
,

2 0
.

8 0
,

1 9
.

5 0 , 1 6
.

3 6
,

1 5
.

7 0
,

1 4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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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红茎叶化学成分的研究△

中国药科大学天然药物化学教研室 (南京 2 1 0 0 0 9) 孔令义
.

闺知大

摘 要 从大戟科植物一品红 E uP ho 而
a 户“ cI he

r ir ~ 茎叶中分得 8 个化合物
,

经理化常数和光谱

分析鉴定为
: 5

,
7
一

二甲氧基香豆素 ( 5
,
7
一
d im

e t h
o x y e o u

m
a r i n ,

I )
,

卜谷幽醉 ( 一 )
,

邻苯二甲酸双
一

( 2
-

乙 墓 ) 己醉酷〔 1
,

2
一

b
e n z e n e

d i
e a r

b o x y li。 a e id b is ( 2
一e t h y lh e x y l ) e s t e r ,

一 〕
,

正 + 八烷酸 ( o e t a d e e y l ie

a e id
,
W )

,

丁香酸 ( s y r in g ie a e id
,

v )
,

阿魏酸 ( fe r u l i
e a e id

,
” )

,

胡萝 卜贰 ( VI )和芦丁 ( 姐 )
.

这些化合

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得
.

关镇词 一 品红 茎叶 化学成分

一品红 E uP h or bi a P u l ch e

币m a
W i l l d

.

为大戟科大戟属植物
,

又名猩猩木
,

叶象花
,

老来娇等
,

味苦涩
,

凉
,

有小毒
,

为我国广泛栽

培的一种观赏植物
,

同时具有重要的药用价

值
。

具有调经止血
,

接骨消肿之功效
,

主治月

经过多
,

跌打损伤
,

外伤出血
,

骨折等疾病
〔`〕 。

虽然国内外对大戟属植物的化学成分研究较

多
` 2 , ,

但一品红化学成分的研究国内外均未

见报道
。

作为对大戟属植物化学成分研究的

一部分
,

我们对一品红茎叶的化学成分进行

了研究
,

分离得到了 8个化合物
,

分别鉴定为

5
,

7
一

二 甲 氧 基 香 豆 素 ( 5 , 7
一

d im e t h o x y
-

e o u m a r i n
, I )

,

件谷街醇 ( I )
,

邻苯二甲酸双
一

( z
一

乙基 ) 己醉酩 ( l
,

2一 b e n z e n e d i e a r b o x y l ie

A dd r e s s : K o n g L i n g y i
,

eD p a r t m
e n t o f M

e d ie in a l C h
e m i s t r y

,

C h i
n a

Ph a r
m

a e e u t i
e a l U n ive

r s
it y

,

N
a n

ji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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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 id
,

, )
,

正十八烷酸 ( o e t a d e e y l i e a c id
, VI )

,

丁 香酸 ( s y r i n g ie a e id
,

V )
,

阿 魏酸 ( f e r u l i e

a e i d
,

VI )
,

胡萝 卜贰 ( n )和芦丁 (姐 )
。

这些化

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

化合物 I 为 白色针晶
,

IR 中 1 5 8 c0 m
一 `

和 1 4 5 5 c m
一 ’
示 含 有苯 环

。 `
H N M R 出 现

a P Pm 7
.

5 1 ( ZH
,

d d
,

J = 8
.

S H z ,

1
.

SH z )
,

7
.

6 9

( ZH
,

d d
,

J = 8
.

SH z ,

1
.

s H z )表明 I 为二取代

的芳香化合物
,

因 4 个芳香质子出现两种氢

信号
,

说明可能 为 1
,

2
一

二取代苯衍生物
,

且

1
,

2 两个位置的取代基 完全 相同
。

I R 中

1 72 5 e m
一 `
吸收峰

, ” C N M R 中 占1 6 8
.

1 2p p m

以及 67
.

8 2 p p m 的信号均说明 , 的苯环上连

有裁基
,

且为邻苯二 甲酸醋类化合物
。 ’ 3

C N
-

M R 中除苯环 3 种碳信号及碳基信号外
,

出

现 1 1
.

5 2
,

1 4
.

7 8
,

2 2
.

7 5
,

2 3
.

6 1
,

28
.

7 9
,

30
·

2 5
,

3 8
·

2 8
,

6 7
.

8 2 p p m 的 s 种碳信号
,

说

明邻苯二甲酸酷的醉部分为含有 8 个碳的脂

肪醉
。

将 l 进行碱水解后
,

中性部分进行 G C
-

M S 分析
,

结果证明只生成 2
一

乙基 己醇一个

化合物
,

进一步说明邻苯二 甲酸的两个轻基

均和 2
一

乙基己醇成酷
。

综上所述
,

l 的结构

鉴定为邻苯二甲酸双
一

( 2
一

乙基 )
一

己醇酷
〔3〕 。

1 仪器和材料

熔点用 W L
一

1 型显微熔点测定仪
,

未校

正
。

紫外光谱用 S h im a d z u U V
一

3 0 0 型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计
。

红外光谱用 P e r k i n
一

E lm e r

98 3 型红外分光光度计
。

核磁共振谱用 Br
u k

-

er
一

A M
一

40 。 型核磁共振仪
。

质谱及气质联用

分析用 H e w le t t P a e k a r d 5 9 8 8 A 型气质联用

仪
。

薄层层析用硅胶 H
,

柱层析用硅胶 ( 2 0 0~

30 0 目 )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
,

层析用溶

剂均为 A R 级
。

一品红茎 叶药材 1 9 9 4
一

0 1 采 自广西南

宁
。

2 提取和分离

干操粉碎的一品红药材 7
.

6k g
,

用工业

乙醇回流提取 4 次
,

醇提物加适量水溶解后
,

依次用石油醚
,

氯仿
,

正丁醇反复萃取
,

得石

油醚萃取物 52
.

59
,

氯仿萃取物 38
.

69 和正

·

4 54
·

丁醇萃取物 64
.

5 9
。

将氯仿萃取物 25
.

09
,

反复进行低压硅

胶柱层析
,

石油醚
一

丙酮梯度洗脱
,

石油醚
一

丙

酮 ( 9 5 , 5 )洗脱部分经纯化得 1 2 1m g 和 1

4 5m g
。

石油醚
一

丙酮 ( 90
: 1 0) 洗脱部分经纯

化得 1 2 5m g
。

石油醚
一

丙酮 ( 5 5 : 1 5 )洗脱部

分经纯化得 W 5 6 m g
。

将正丁醇萃取物 25
.

09
,

反复进行低压

硅胶柱层析
,

氯仿
一

甲醇梯度洗脱
,

氯仿
一

甲醇

( 9 5 : 5 )洗脱部分经纯化后得 V 3 6m g
。

氯仿
-

甲醇 ( 9 0 : 10 )洗脱部分经纯化后得 协 4 2m g
。

氯仿
一

甲醇 ( 85
,

巧 ) 洗脱部分经纯化后得 VI

78 m g
。

氯仿
一

甲醇 ( 80
: 2 0) 洗脱部分经纯化

后得姐 3 1m g
。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I :

白色针晶
,

m p 1 4 5
.

5
一

4 7
.

0℃ (石油 醚
一

丙酮 )
。

IR ( K B r ) 。 m
一 ’ : 2 9 6 4

,

2 9 2 5
,

1 7 0 2
,

1 6 2 5
,

1 5 6 0
,

1 5 0 8
,

1 4 4 2
,

1 3 6 5
,

1 2 8 6 , 12 0 5 , 1 1 3 5
,

1 0 4 5
,

9 3 8 , 9 0 6
,

8 1 5
。

,
H N M R ( 4 0 0 M H z ,

C EK二1
:
) 6 p pm

: 6
.

15 ( I H
,

d
,

J = 9
.

SH z ,

C
3 一

H )
,

7
.

9 5 ( I H
,

d
,

J = 9
.

SH z ,

C
; 一

H )
,

6
.

28 ( I H
,

d
,

J ~ 2
.

SH z ,

C
6一

H )
, 6

.

4 0

( I H
,

d
,

J = 2
.

S H z ,

C
。一

H )
,

3
.

8 6 ( 3 H
, s ,

O C H
3
)

,

3
.

9 0 ( 3H
, s ,

O C H
:
)

。

E IM S m / z

( % )
: 2 0 6 ( M + ,

1 0 0 )
,

1 7 8 ( 6 1
.

2 )
,

16 3 ( 2 5
.

5 )
,

1 3 5 ( 1 3
.

8 )
,

1 2 0 ( 3
.

9 )
,

9 2 ( 8
.

5 )
,

8 9 ( 9
.

3 )
。

综上分析
,

鉴定为 5
,

7
一

二甲氧基香豆素
。

化合物 I
:

白色针晶
,

m p一3 7
.

0 ~ 1 3 5
.

0℃ (氯仿 )
。

L i e b e r m a n n 一

B u r e h a r d 反 应 阳

性
。

I R ( K B r ) e m
一 ’ : 3 3 7 2

,

2 9 0 3
,

2 8 6 8
,

2 8 0 0
,

14 5 8
,

1 3 6 5
,

10 4 8
,

1 0 0 2
,

9 4 1 , 8 2 0
。

与各谷街醉

标准品混熔点不下降
,

T L C 3 种不同展开剂

R
;

值均一致
。

化合物 , :

白色针晶
,

m p 2 2 o
.

o ~ 2 2 1
.

5℃ (石 油醚
一

丙酮 )
。

I R ( K B r ) 。 m
一 ` : 2 9 6 0

,

2 8 6 1
,

1 7 2 5
,

1 5 8 0
,

1 4 5 5
,

1 2 6 4
,

1 1 0 5
,

1 0 5 6
,

9 3 8
。 `

H N M R ( 4 0 0 M H z ,

C r〔 1
3
) a P p m

: 7
.

5 1

( ZH
,

d d
,

J = 8
.

SH z ,

1
.

SH z ,

2 X A r 一 H )
,

7
.

6 9

( ZH
,

d d
,

J~ 8
.

S H z ,

1
.

SH z ,

2 X A r 一 H )
,

4
.

20

( 4 H
,

d
,

J = 6
.

SH z ,

2 X O C H
Z
)

,

1
.

2 0 一 1
.

7 0



(多个 H
,

m
,

多个 C H
: ,

C H )
,

0
.

8 8 ( 1 2H
,

m
, 4

X C H
:
)

。 ’ 3
C N M R ( l o 0 M H z ,

C 〔 ( : 1
3
) ap p m

:

1 2 8
.

3 3 ( 2 X A r 一C )
,

1 3 0
.

2 5 ( Z X A r 一 C )
,

1 3 3
.

2 1 ( Z X A r 一 C )
,

1 6 8
.

1 0 ( 2 只 C = O )
,

6 7
.

8 2 ( 2

X O C H
Z
)

,

3 8
.

2 8 ( Z X C H )
,

3 0
.

2 5 ( Z X C H
Z
)

,

2 8
.

7 9 ( 2 X C H
Z
)

,

2 3
.

6 1 ( Z X C H
Z
)

,

2 2
.

7 5 ( Z X

C H
Z
)

,

1 4
.

7 8 ( 2 X C H
:
)

,

1 1
.

5 2 ( 2 X C H
:
)

。

E IM S m / z ( % )
: 2 7 9 ( 9

.

3 )
,

1 6 7 ( 3 2
.

0 )
,

1 4 9

( 1 0 0 )
,

1 13 ( 9
.

7 )
,

1 0 4 ( 5
.

8 )
,

8 3 ( 1 3
.

1 )
,

7 1

( 2 3
.

0 )
,

6 9 ( 2 4
.

6 )
,

6 7 ( 2 2
.

3 )
,

5 7 ( 1 7
.

1 )
,

5 5

( 1 9
.

5 )
。

一 z om g 溶 于 l m l 二 氧六 环 中
,

加入

l m l o
.

s m o l / L K O H 溶液
,

反应液搅拌加热

至 80 ℃
,

反应 hl
,

冷却后用氯仿反复萃取
,

萃

取液蒸去氯仿
,

残留物进行 G C
一

M S 分析
,

通

过计算机检索证明碱水解产物为 2
一

乙基 己

醇
。

综上分析
,

鉴定 I 为邻苯二 甲酸双
一

2
一

乙

基己醉醋
` 3 〕 。

化合物 N
:

无色方晶
,

m p 6 7
.

5一 69
.

0℃

(氯仿
一

丙酮 )
。

I R ( K B r ) 。 m
一 ’ : 3 2 0 0 ~ 2 8 0 0

,

1 6 9 0
,

1 4 6 1 , 1 4 3 5
,

1 4 1 0
,

1 3 4 0
,

1 2 6 5
,

1 2 4 8
,

1 2 0 4
,

1 12 6
,

1 0 9 1
,

9 2 0
。 ’

H N M R ( 4 0 M H z ,

C今
C 1

3
)占P Pm

: 2
.

3 2 ( ZH
,
t

,

J = 7
.

SH z ,

C H
:
)

,

1
.

6 1

( ZH
,

m
,

C H
Z
)

,

1
.

2 4 ( 2 8 H
,

b r s ,

14 X C H
:
)

,

2
.

8 6 ( 3 H
,
t

,

J = 7
.

ZH z ,

C H
3
)

。

E IM S m / z ( % )
:

2 8 4 (M
+ ,

1 5
.

7 )
,

2 4 1 ( 5
.

8 )
,

1 8 5 ( 9
.

2 )
,

1 2 9

( 4
.

9 )
,

8 5 ( 2 8
.

4 )
,

7 3 ( 7 4
.

3 )
,

5 7 ( 10 0 )
,

4 3 ( 9 2
.

6 )
。

鉴定为正十八烷酸
。

化合物 v
:

白色 片晶
,

m p 1 9 6
.

5一 1 9 8
·

5℃ (氯仿
一

甲 醇 )
。

I R ( K B r ) 。 m
一 ’ : 3 4 0 0 ~

3 2 0 0
,

2 9 6 8
,

2 9 4 5
,

16 9 2
,

1 6 1 5
,

1 5 2 0 , 1 2 0 4
,

1 1 1 5
,

8 7 1
。 ’

H N M R ( 4 0 0 M H z ,

C LK二1
3
)占P Pm

:

7
.

3 6 ( ZH
, s ,

C
Z

,
5 一

H )
,

3
.

9 4 ( 6H
, s ,

Z X

O C H
3
)

。

E IM S m / : ( % )
: 1 9 8 ( M + ,

10 0 )
,

1 8 3

( 4 2
.

8 )
,

15 5 ( 8
.

3 )
,

1 2 7 ( 3 2
.

5 )
,

1 0 9 ( 2 7
.

4 )
,

9 7

( 2 2
.

6 )
。

综上
,

鉴定为丁香酸
,

即 3
,

5
一

二甲氧

基
一

4
一

轻基苯甲酸
。

化合物 VI :

白色方 晶
,

m p 1 6 9
.

5 ~ 1 7 1
·

s cC (氯仿
一

丙酮 )
。

U V入ma
二

(M e O H ) n m
: 2 1 8

·

2
,

2 3 0
.

6
,

2 8 8
.

1
,

3 1 5
.

4
。

IR ( K B r ) e m
一 ` : 3 6 0 0

~ 3 1 0 0
,

2 9 50
,

1 6 7 5
,

1 6 5 5
,

1 6 1 2 , 1 5 8 6
,

1 4 5 5
,

1 4 2 8
,

1 3 2 0 , 1 2 0 0
,

I G9 5 , 1 0 4 5
,

8 5 2
,

8 0 4
。

`
H N M R ( 4 0 o M H z ,

C l:X二1
,
) ap p m

: 7
.

0 4 ( I H
,

d
,

J = 1
.

SH z ,

C
Z 一

H )
,

6
.

8 2 ( I H
,

d
,

J = 8
.

4H z ,

C S 一

H )
,

7
.

0 9 ( I H
,

d d
,

J = 8
.

4H z ,

1
.

S H z ,

C
s -

H )
,

7
.

5 7 ( I H
,

d
,

J = 1 6
.

O H z ,

C
7一

H )
, 6

.

2 5

( I H
,

d
,

J = 1 6
.

OH z ,

C
a 一

H )
,

3
.

90 ( 3H
, s ,

O C H
3
)

。

E IM S m / z ( % )
: 1 9 4 (M + , 10 0 )

,

1 7 9

( 8
.

5 )
,

1 7 7 ( 1 1
.

3 )
,

1 3 3 ( 1 5
.

2 )
,

10 5 ( 8
.

4 )
,

7 7

( 1 0
.

5 )
, 5 1 ( 7

.

5 )
。

综上
,

并参照文献
“ ,
鉴定为

阿魏酸
,

即 3
一

甲氧基
一

4
一

经基反式苯丙烯酸
。

化合物 vI :

白 色 无定形 粉末
,

m p >

3 0 0 cC
,

L i e b e r m a n n 一

B u r e h a r d 反应和 M o l is h

反应均为阳性
。

IR ( K B r ) e m
一 ’ : 3 6 0 0 ~ 3 2 0 0

,

2 9 6 2 , 2 9 2 5
,

2 8 5 1 , 1 5 4 5
,

1 4 7 1 , 1 3 8 2 , 1 1 6 5
,

1一0 4
,

10 2 0
,

8 0 5
。

姐在 1 0% H C I / M e O H 溶液

中水解
,

产物经薄层层析检测生成葡萄糖和

件谷街醇
,

鉴定为胡萝 卜贰
。

化合物 姐
:

黄色针 晶
,

m p 1 8 6
.

0一 1 8 7
·

s oC (氯仿
一

甲醇 )
,

I R
、 `

H
, ` 3

C N M R 光谱数据

与文献
〔5〕
对照一致

,

故鉴定为芦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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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芍挥发油中抗惊有效成分的分离和鉴定△

江西中医学院 (南昌 3 3 0 0 0 6) 罗永明
.

潘家衬 丁科平 ” 严志明 ”

摘 要 从中药茶苟 iL g “ st i cu m
, i

~
O h v

.

vc
.

C h a
ix

o n g 的挥发油中分得 5个具抗惊活性的苯

酸类化合物
,

经化学和光谱分析鉴定为丁烯基苯酞 ( I )
、

菜本内醋 ( I )
、

丁基苯酞 ( I )
、

新蛇床内

醋 ( VI )和东川夸内醋 ( v )
。

关 . 词 茶弯 抗惊厥 丁烯基苯嗽 冀本内醋 丁基苯酸 新蛇床内醋 东川苟内酷

中药 茶芍 为伞形科 革 本属 植物 茶 芍

L i g o st ic u , s i n e n s e O li v
.

e v
.

C h a x i o n g 的根

茎
.

具有行气活血
、

祛风止痛的功效
,

是江西

特产中药之一川
。

茶芍药材香气浓郁
,

挥发油

含量较高
.

药理研究证明茶芍挥发油对心血

管
、

子宫平滑肌有明显生理活性
,

近来又发现

茶芍挥发油有较好的抗惊厥作用
,

且毒性较

低
〔2

·
3 , .

茶芍挥发油经气相层析研究和化学成

分予试表明主要由苯酞类和菇类化学成分组

成
,

且苯酞类成分的含量占挥发油的 90 %左

右
,

近年也有报道认为苯酞类是一类母核不

含 N 的新型抗惊成分 t’j
,

因此
,

苯酞类成分

可能是茶芍挥发油抗惊的主要活性成分
。

为

了探讨茶芍挥发油 中各个苯酞成分抗惊活

性
,

我们对茶夸挥发油中的苯酞类成分进行

了系统的分离
,

从中分离 出五种苯酞类化合

物并分别鉴定为丁烯基苯酞 ( b u t y l id e n e p h
-

t h a l id e ,

I )
、

其本内酷 ( l ig u s t i l i d e ,

I )
、

丁基

苯酞 (b u t y l p h t h a l id e ,

, )
、

新蛇床内醋 ( n e o e -

n id i lid e ,

N ) 和 东 川芍 内酷 ( s e n k y u n o l id e ,

v )
。

这些首次从茶芍挥发油分到的成分均有

较好的抗惊活性
,

能抑制海人酸引起的化学

惊厥和提高小鼠抗电惊厥的阑值
,

而且这种

抗惊作用与母核和侧链的不饱和程度有关
,

详细的药理研究结果另报
。

1 材料和仪器

本实验所用药材购自江西省瑞昌市医药

公司
,

由我院中药鉴定教研室张治针老师鉴

定品种
。

紫外光谱用岛津 U V
一

26 5 型测定
;红

外光谱用 BI O
一

R A D
,

F T S
一

40 型测定
;
质谱

用 JM S
一

D 30 0 型测定
。

柱层析用硅胶为上海

五四化学试剂厂出品
;
薄层层析用硅胶和硅

胶 G 为青岛海洋化工厂出品
。

2 提取与分离

将当年产茶夸药材切成薄片
,

进行水蒸

气蒸馏
,

将馏 出液加入适量氯化钠盐析
,

用乙

醚萃取 3 次
,

合并萃取液水洗数次
,

经无水硫

酸钠干燥后回收乙醚即得浅黄色具浓郁香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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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二 本校药学专业 99 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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