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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的氯仿提取物中分离得到 n 个化

合物
,

其中 7 个化合物经理化性质和波谱分析分别鉴定为东蓑若素 ( I )
,

棕搁酸 (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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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氧基异落叶松树脂醇 (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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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氧基苯甲酸 ( 讥 )和

乙酞丁香酸 (孤 )
。

化合物 v 为一新天然产物
,

其它 6 个化合物为该属植物中首次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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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
,

广

泛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和 华南地 区
,

资源丰

富
。

《中药大辞典 》和《中国民族药志 》均有记

载
,

具有祛风除湿
,

活血化痪
,

通络止痛
,

清热

解毒等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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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滇白珠化学成分及其活性的研究未 见文

献报道
,

作者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化学成分研

究
,

从滇 白珠根中分离鉴 定了近 40 个化合

物
。

我们报道从氯仿提取物 中分得的 7 个化

合物的结构鉴定
。

化合物 W :

白色 丝状物 (丙酮
一

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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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合物 W 的立体构型 由 C D 谱来决 定即
,

W 的

C D 谱与 (+ )
一

ly o n ir e s in o l一致
。

根据以上分

析
,

确定该化合物为 ( + )
一

ly o n ir e s in o l
,

与文

献
〔通〕

报 道 的 数 据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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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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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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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化合物 w 和 v 的结构式

化合物 V :

白色 丝 状物 (丙 酮
一

水 )
,

m p

1 2 9 C 一 13 0 C
。

E IM S 结 出分子离子峰 3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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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元素分析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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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H ; 1 6 0 5
,

1 5 1 0
,

1 4 5 7 为芳环的特征吸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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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PT 和 E IM S
,

提示

该化合物为 N 的同类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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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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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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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 0 个烯碳信号
,

说明分子中存在含有 甲氧

基取代的 1 位对称芳环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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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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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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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化合物缺少 5’位甲氧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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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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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见图 1
。

1 仪器和材料

熔点用 X T 4A

数字显示双 目显微熔点测

定 仪 测 定
,

温 度 计 未 校 正
,

红 外 光 谱 用

P e r k in
一

E lm e r 9 8 3 型 红 外光谱仪测 定
,

K B r

压片
,

紫外光谱用 U V
一

26 0 型仪测 定
,

C D 谱

由 JA S C O
一7 2 0 型仪测定

,

元素分析 由美国

P
一
E 公 司 出 产 的 2 4 oC 型仪 测 定

,

MS 用

A EI
一

M S
一

50 型 质 谱 仪 测 定
,

N M R 用

A R X 40 0 型仪测定
,

T MS 内标
,

柱色谱硅胶

( 2 0 0 目一30 0 目)和薄层色谱硅胶均为青岛

海洋化工厂产 品
,

聚酞胺粉 (2 0 0 目)为江苏

无锡县电化教具厂产品
,

聚酞胺膜为浙江黄

岩化学 实验 厂产 品
,

5 %F e C1
3

乙 醇 溶 液 和

5 %硫酸乙醇液为显色剂
,

药材购 自贵阳市
,

原植物学名由作者鉴定
。

2 提取和分离

滇白珠根粗粉 (2 o 目)
,

95 %乙醇 温浸 5

次
,

滤液减压浓缩后分别用石 油醚
、

氯仿
、

乙

酸 乙醋和正丁醇萃取
。

氯仿部分经反复硅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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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化合物 I 一 w
。

3 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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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数据
,

确定 I 为东蓑若素 (s e o p o le t in )
。

化合物 卜 白色胶状物 (氯仿
一

甲醇 )
,

m p

6 2 C 一 6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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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

确 定 该 化 合物 为 棕 桐 酸 (Pa lm iti c

a c id )
。

化合物 l :

白色粉末 (氯仿
一

甲醇 )
,

m p

2 9 3 ℃ ~ 2 9 5 C
。

L ie b e r m a n n
反应阳性

,

M o l
-

is h 反应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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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l
一

M S 数据与 日谷街醇一

致
。

将 l 与胡萝 卜昔共薄层
,

R f值一致
,

从而

确定该化合物为胡萝 卜昔 (d a u e o s t e r o l)
。

化合物 IV :

白色 丝状物 (丙 酮
一

水 )
,

m p

1 1 7 C ~ 1 1 8 ℃
。

元素分析 (% )
,

C
: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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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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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3 1
,

分子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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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2 8
0

: 。

R f值为 0
.

4 2仁聚酞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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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9 5
,

1 2 6 0
,

1 1 9 5
,

1 0 8 5
,

1 0 2 0
,

9 9 5
,

9 5 8
,

8 8 0
,

8 6 0
,

7 5 9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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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
。

E IM S
:
m / 2 4 2 0 (M + ,

1 0 0 % )
,

3 8 9
,

3 7 1
,

3 0 1
,

2 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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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3
, 1 6 7

,

2 8
。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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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m a 二

(2 1 5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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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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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5 0 9
·



表 1 化合物 w
、

v 的
’H NM R

、 ‘3 C N M R 和 n E P T 数据 (P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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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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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1

1
.

8 6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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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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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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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d
,

4
.

8 H z )

H
,

m )

H
,

m )

H
, s

)

2
.

58 ( I H
,

d d
,

1 4
.

8
,

4
.

6 H z )

2
.

3 8 ( I H
,

d d
,

1 4
.

0
,

1 1
.

8 H z )

1
.

4 4 ( I H
,

m )

3 4 5 ( Z H
, m )

W
.

1 3 7
.

8 (C )

1 0 6
.

5 (CH )

1 4 7
.

7 (C )

1 3 3
.

8 (C )

4 0
.

4 (CH )
4 6

.

8 (CH )

6 2
.

7 (CH Z )

1 2 8
.

8 (C )

V
赞 悦

1 3 7
.

4 (C )

1 0 7
.

8 (CH )

1 4 8
.

6 (C )

1 3 5
.

3 (C )
4 8

.

6 (CH )

4 8
.

1 (CH )

6 2
.

1 ( C H : )

1 2 8
.

4 (C )

H267cog留51侧

1 0 7
.

0 (CH )

1 4 7
.

0 (C )

11 2
.

0 (CH )

1 4 6
.

5 (C )

2了g罗

O M e 一3

O M e 一

5

O M e 一3 ,

O M e 一
5
‘

3
.

6 4 ( 3 H
, s )

3
.

6 4 ( 3 H
, s )

3
.

7 7 ( 3 H
, s

)

3
.

3 5 ( 3 H
, s )

1
.

9 5 ( I H
,

m )

3
.

3 9 ( I H
,

m )

3
.

8 2 ( I H
,

m )

3
.

7 7 ( 3 H
, s

)

3
.

7 7 ( 3 H
, s

)

3
.

7 9 ( 3 H
, s

)

4
,

5
,

6
‘

7
‘

8
‘

9 ,

O M e 一 3
,

5

O M e 一 3
‘

O M e 一 5
‘

1 3 7
.

3 (C )

1 4 6
.

6 (C )

1 2 5
.

1 (C )

3 2
.

3 (CH Z )

3 9
.

3 (CH )

6 4
。

9 (C H Z )

5 6
.

4 (C H 3 )

5 5
.

9 (C H 3 )

5 9
.

2 (C H 3 )

14 5
.

3 (C )

1 1 6
.

8 (CH )

1 3 3
.

9 (C )

3 3
.

7 (CH Z )

4 0
.

4 ( CH )

6 5
.

9 (C H Z )

5 6
.

7 (CH 3 )

5 6
.

2 (CH s )

长

4 OOMH z ,

D M SO 一
d 。 ; 圣 开 4 0 0M H

z ,

CD 3 CO C D 3

化合物 v :

白色 丝状物 (丙 酮
一

水 )
,

m p

1 2 9 ℃一 1 3 0 ℃
。

元素分析 ( % )
: 6 2

.

4 0
,

H
:

7
.

0 7
,

分子式 C
2 1
H

2 6
0

7 。

R f 值为 0
.

3 0 ( T L C

条 件 同 W )
。

U V 入黔
H n m ( 10 9 。 ) :

2 1 4
.

0

( 1
.

9 6 )
,

2 8 3
.

6 ( 0
.

2 8 )
。

I R v
琵鑫

C m 一‘ : 3 3 5 0
,

2 9 9 5
,

2 9 3 2
,

2 8 3 6
,

1 6 0 5
,

1 5 1 0
,

1 4 5 7
,

1

4 2 7
,

1 3 6 6
,

1 3 2 1
,

1 2 7 8
,

1 2 1 9
,

1 15 3
,

1 1 1 7
,

1 0 9 1
,

1 0 6 2
,

1 0 2 0
,

1 0 0 0
,

9 6 2
,

9 4 3
,

9 0 8
,

8 8 3
,

8 6 3
,

8 2 9
,

8 0 7
,

7 6 9
。 ‘

H
、 ’3

C N MR 和

D E PT 数据及 归属 见表 1
。

E IM S
:
m / 2 3 9 0

( M + ,

1 0 0 % )
,

3 5 9
,

3 4 1
,

2 7 1
,

2 1 7
,

1 7 5
,

1 6 7
,

1 5 3
,

1 3 7
,

1 1 5
,

2 8
。

C D (M e O H ) : 入m
a 二

( 2 0 6 一

1 1
.

2 ) n m
,

入m a x

( 2 1 7 + 6
.

7 ) n m
。

化合物 VI :

无色针晶 (丙酮 )
,

m p 15 6 ℃

~ 1 6 0 ℃
。

I R ,
蒸史

e m 一 ’ : 3 0 0 0 一 2 5 0 0 ( b r
.

)
,

1 6 8 7示有 C OO H 存在
; 1 5 8 3

,

1 5 0 0
,

1 4 6 4

为苯环的特征 吸收
; 1 22 3

,

1 0 00 示 有 c
一

。
-

C
。

U V 入黔
H n m ( 10 9 。) : 2 1 9

.

0 ( 2
.

2 6 )
,

2 6 2
.

0

( 1
.

7 4 ) 说 明分 子 中 有共 扼 系 统
。 ‘

H N M R

( C D
3
CO C D

3
) PPm :

a3
.

8 1 ( 3 H
, s )

,

3
.

8 9 ( 6

H
, s )为 3 个 O C H

3

质子信号
; a7

.

3 3 ( Z H
, s )

归属 于两个芳氢
, IR 光谱示有 C O O H

,

故 3

个 O CH
。

只能连在芳环上
,

且分子中含有对
一

5 1 0
-

称结构
。

E IMS
:
m / 2 2 1 2 (M + )

,

1 9 7 (M + 一

CH
3 )

,

1 9 5 ( M + 一 O H )
,

1 8 2 (M + 一 O CH
Z )

,

1 6 9 ( 1 9 7一 C O )
。

将 矶与 3
,

4
,

5
一

三甲氧基苯甲

酸共薄层
,

R f值一致
。

综合上述分析
,

鉴定 vI

为 3
,

4
,

5
一

三甲氧基苯甲酸
。

化合物 皿
:

无 色 片状结 晶 ( 甲醇 )
,

m p

1 8 5 ℃一 18 6
‘

C
。

E IM S 给出分子离子峰 2 4 0
,

结合元素分析 (C
: 5 5

.

00
,

H
: 5

.

0 4 )
,

确定分子

式 为 C
ll
H

, 2
0

6 。

I R 嵘靠e m 一 1 : 3 3 6 4 示有 O H ;

1 6 9 3示有 C = O ; 1 6 1 3
,

1 5 1 6
,

1 4 5 7 为苯环

特征吸收
。

u V 入黔
H n m ( 10 9 。) :

2 1 4
·

2 ( 1
.

9 5 )
,

2 5 3
.

0 ( 1
.

0 1 )
,

2 9 3
.

6 ( 0
.

2 9 ) 示 有 共 扼 系

统
。 ‘

H N MR (C D
3
C O C D

3
) p p m

:
a2

.

2 7 ( 3 H
,

s ) 为乙酞基 甲基质子信号
;韶

.

8 8 ( 6 H
, s )为

3
,

5 位甲氧基质子信号
; 柳

.

3 7 ( Z H
, s )归属

为 2
,

6 位芳氢
。

E IM S
: m /

z
( % ) 2 4 0 ( M + ,

3
.

8 4 )
,

1 9 8 ( 1 0 0 )
,

1 8 3 ( 8 6
.

2 7 )
,

1 6 7 ( 1 3
.

9 8 )
,

1 4 9 ( 9 4
.

8 2 )
,

1 2 7 ( 4 5
.

7 5 )
,

1 0 9 ( 5 7
.

5 5 )
,

9 3

( 3 2
.

5 8 )
,

8 3 ( 2 0
.

5 9 )
,

6 9 ( 6 1
.

4 1 )
,

5 7 ( 4 0
.

6 9 )
,

4 4 ( 6 6
.

54 )
。

根据以上分析
,

结合 VII 的 X
一

射线

单晶衍射分析
,

鉴定该化合物为 乙酞丁香酸

( a e e t yls yr in g ie a e i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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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茶中木栓烷型三菇成分研究△

兰州大学应用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兰州 7 3。。。0)

广东工业大学化工系

张 娓
芳

黄慧民

陈耀祖

海 景

摘 要 利用 C O :

超临界流体技术从海南产的卫矛科植物巧茶 C at h “ e x ul i:
茎叶中分得 4 个木栓

烷型三菇化合物
,

结构都通过波谱方法进行鉴定
。

关键词 卫矛科 巧茶 三菇 木栓烷 超临界萃取

巧茶 Ca th a ‘二ul i: F or
s
k 是卫矛科 Cl as

-

tra ce a 。
植物

,

生长 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

在

东南亚地区广泛生长
。

我国云南和海南地区

有栽培
。

巧茶具有清热解毒
,

止渴和兴奋多种

药理功 能
〔‘〕 ,

是东南亚地区人民常用的一种

草药
。

已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多种具有抗

肿瘤活性的三菇成分
〔2 〕。

海南的巧茶原产也

门
,

1 9 6 2 年从该 国引种于 海南 尖峰岭树木

园
。

为了研究该植物的化学成分
,

从该属植物

寻找有效的活性成分
,

我们对海南产巧茶茎

叶 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
,

从中分离得到 4

个木栓烷型三菇化合物
。

木栓烷型三菇是卫

矛科植物化学成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其

对风湿
,

白血病和皮肤病都有疗效
〔3

,
‘〕 ,

是一

类较有研究和开发价值的活性成分
。

我们对

从海南产巧茶中分离得到的木栓烷型三菇化

合物的结构都通过波谱方法进行了鉴定
。

化合物 I :

无色针状晶体
,

分子式 C 30 H
5。

O (E IM S
,

4 2 6 )
,

在 化合 物 的 IR 光谱 中
,

1 7 o 7 c m
一 ‘

吸收峰和
‘3
CN MR 谱中的 2 1 3

.

1

的信号显示有碳基的存在
。

在
‘
H N M R

, ‘3
C N

-

M R 和 D E PT 谱 中
,

存在 有 己0
.

8 6d (J =
t节

米 A d d
r e s s :

Z h a n g K
tln

,

s ta t e
K

e y L a b o r a t o : y o f A p p lie d O r g a n ie C h e m is t r y ,

L a n z h o u U n iv e r s ity ,

L a n z h o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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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品的研咒和教掌工作
,

主持多项省市科研项 目
,

共发表论文 30 多篇
,

出版教材专著 2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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