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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茵陈蒿汤方源自《伤寒论》 ,由茵陈蒿、栀子和大

黄 3味中药组成 ,该方及其加减方在临床上用于治疗

病毒性肝炎、胆石症、胆囊炎、高血脂症及恶性肿瘤

等 [ 1]。本实验利用大孔树脂吸附技术将茵陈蒿汤分为

Ⅰ ～ Ⅴ 5个部位 ,其中Ⅱ和Ⅲ部位对 CCl4致急性肝

损伤小鼠血清中 sGPT升高及 T P, ALB下降有抑制

作用 ,提示具有保肝降酶作用。从活性部位Ⅲ中分得

5个蒽醌类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大黄酚 ( chryso-

phanol ,Ⅰ )、大黄素甲醚 ( ph yscion,Ⅱ )、大黄素 ( e-

modin,Ⅲ )、芦荟大黄素 ( aloe-emodin,Ⅳ )、芦荟大黄

素 -8-O-β -D-吡喃葡萄糖苷 ( aloe-emodin-8-O-β -D-

g lucopyranoside,Ⅴ ) ,均首次从茵陈蒿汤中分得。

1　仪器与材料

药材购于吉林省医药物资供销公司 ,经大连大

学王永奇教授鉴定为茵陈蒿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栀子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掌叶大黄

Rheum palmatum L. ;熔点用 Yanaco显微熔点测

定仪测定 (温度计未校正 ) ;紫外光谱用 UV HP-

8453 测 定 , 核 磁 共 振 谱 图 用 JEO L JNM -

GSX400FT 型核磁共振波谱仪测定 ( TM S为内

标 ) ;柱色谱硅胶 ( 200～ 300目 )与薄层色谱硅胶 G

( 10～ 40μm ) ,青岛海洋化工厂 ;大孔树脂 D101 ,天津

市农药厂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2　实验方法与结果

2. 1　提取和分离:依《伤寒论》茵陈蒿汤原方 [ 2] ,取

茵陈蒿 6 450 g,加水 387 L,浸泡 20 min,煎煮至

194 L,加栀子 3 522 g ,大黄 1 935 g,煎至 86 L,滤

过 ,加水 194 L,煎煮 30 min,滤过 ,合并滤液 ,浓缩

成每毫升约含生药 0. 3 g提取液。 提取液以 5

m L /min流速通过已处理好的大孔树脂 D101柱 ,依次

用 20%乙醇、 70%乙醇及 95%乙醇脱 ,分别浓缩 ,减

压干燥得部位Ⅰ ( 399 g ) ,Ⅰ ( 264 g ) ,Ⅲ ( 137 g ) ,Ⅳ

( 33 g )和Ⅴ ( 5 g )。 部位Ⅲ 60 g经硅胶柱色谱 ,以氯

仿 -甲醇梯度洗脱。 Fr 3～ 5经制备薄层色谱 ,以石油

醚 ( 60℃～ 90℃ ) -醋酸乙酯-冰醋酸 ( 20∶ 2∶ 1)洗

脱得化合物Ⅰ ( 5 m g)、化合物Ⅱ ( 7 mg )。组份 7～ 14

经硅胶柱色谱 ,以石油醚 ( 60℃～ 90℃ ) -醋酸乙酯-

冰醋酸 ( 20∶ 2∶ 1)洗脱得化合物Ⅲ ( 8 mg )、化合物

Ⅳ ( 3 mg )。 组份 100～ 119经甲醇反复重结晶得化

合物ⅩⅡ ( 120 mg )。

2. 2　鉴定

化合物Ⅰ :橙黄色片状晶体 (苯 ) , m p 186℃～

188℃ , Bo rnt r a
··

ger反应呈红色 ,醋酸镁反应呈橙

红色 ,示为蒽醌类化合物。 UV ,
1
HNM R,

13
CNM R数

据与文献对照基本一致 [3 ] ,鉴定其结构为大黄酚。

化合物Ⅱ :黄色针状晶体 (醋酸乙酯 ) , mp 195

℃～ 196℃ , Bo rnt r a
··

ger反应呈橙红色 ,醋酸镁反

应呈红色 ,示为蒽醌类化合物。 UV,
1
HNM R,

13
CNM R数据与文献对照基本一致

[4 ]
,鉴定其结构

为大黄素甲醚。

化合物Ⅲ : 橙黄色针状晶体 (醋酸乙酯 ) , mp

225℃～ 256℃ , Bo rnt r a
··

ger反应呈红色 ,醋酸镁反

应呈红色 ,示为蒽醌类化合物。 UV, 1
HNM R,

13
CNM R数据与文献对照基本一致

[4, 5 ] ,鉴定其结构

为大黄素。

化合物Ⅳ: 橙黄色针状晶体 (醋酸乙酯 ) , mp

225℃～ 226℃ , Bo rnt r a
··

ger反应呈红色 ,醋酸镁反

应呈红色。 1
HNM R( DM SO-d6 )δ: 11. 98( 1H, s,α-

O H) , 11. 93( 1H, s,α-OH) , 7. 82( 1H, t, J= 8. 0 Hz,

H-6) , 7. 73 ( 1H, dd, J= 7. 6, 0. 7 Hz, H-5 ) , 7. 71

( 1H, d, J= 1. 0 Hz, H-4) , 7. 39( 1H, dd,J= 8. 0, 0. 8

Hz, H-7) , 7. 31( 1H, d, J= 1. 0 Hz, H-2) , 4. 64( 2H,

d, J= 5. 9 Hz, -C H2-) , 5. 60 ( 1H, t , J= 5. 9 Hz, -

O H)。与芦荟大黄素共薄层 Rf值一致 ,混合熔点不

下降 ,鉴定其结构为芦荟大黄素。

化合物Ⅴ : 金黄色针状晶体 (甲醇 ) , mp 244

℃～ 245℃ , Bornt r a
··

ger反应呈红色 ,醋酸镁反应呈

红色。
1

HNM R( DM SO-d6 )δ: 12. 85( 1H, s,α-O H) ,

7. 87( 1H, br. d, J= 8. 0 Hz, H-5) , 7. 84( 1H, t , J=

7. 6 Hz, H-6) , 7. 71( 1H, dd,J= 8. 0, 1. 2 Hz, H-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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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4 ( 1H, s, H-4) , 7. 26( 1H, s, H-2) , 5. 54( 1H, t ,

J= 5. 6 Hz, -O H) , 5. 16( 2H, d, J= 8. 0 Hz, anomer-

ic-H) , 4. 60( 2H, d, J= 5. 2 Hz, -CH2-, 3. 19～ 3. 72

( suga r-H)。 13 CNM R( DM SO-d6 )δ: 187. 4 ( C-9) ,

181. 9( C-10) , 161. 4( C-1) , 158. 1( C-8) , 152. 1( C-

3) , 135. 8( C-6) , 134. 7( C-10a) , 132. 1( C-4a ) , 122. 3

( C-7) , 120. 6 ( C-2 ) , 120. 5 ( C-5) , 115. 9 ( C-4 ) ,

115. 4 ( C-8a, 9a ) , 100. 4 ( C-1′) , 77. 2 ( C-5′) , 76. 5

( C-3′) , 73. 2 ( C-2′) , 69. 5 ( C-4′) , 62. 0 ( -CH2-) ,

60. 6( C-6′)。 以上数据与文献对照基本一致
[ 6]

,鉴定

其结构为芦荟大黄素-8-O-β -D-吡喃葡萄糖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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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鱼草化学成分的研究

李　楠 ,庾石山 

(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物研究所 ,北京　 100050)

　　醉鱼草 Buddleja l indleyana For t. 为马钱科醉

鱼草属植物 ,全草药用。醉鱼草属植物全世界约有

100种 ,分布于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热带至温带地

区。我国产 29种 , 4变种 ,分布于全国各省区。醉鱼

草性温、辛苦 ,有毒 ,具祛风杀虫、活血之功效。 主治

流行性感冒、哮喘、风湿关节痛、蛔虫、钩虫痛、痄腮

等。该属植物化学成分的类型较多 ,并具有抗炎、细

胞毒等活性 ,但对醉鱼草的研究报道较少 [1 ]。本实验

从醉鱼草中分离鉴定了 8个化合物 ,分别是 buddle-

jasaponinⅡ (Ⅰ ) , buddlejasaponinⅢ (Ⅱ ) ,齐墩果酸

( oleanolic acid,Ⅲ ) ,α-菠甾醇葡萄糖苷 (Ⅳ ) , 1-二十

六烷醇 ( 1-hexacosano l,Ⅴ )、二十九烷 ( nonacosane,

Ⅵ ) ,β-谷甾醇 (β -sitosterol ) ,Ⅶ )、胡萝卜苷 ( dauco s-

terol,Ⅷ )。化合物Ⅰ ,Ⅱ ,Ⅴ是首次从该植物中分得。

1　仪器及材料

熔点用 X T4-100X显微熔点仪测定 ,温度计未

校正 ;红外光谱用 Nicolet-Im pact 400测定 , M S用

ZAB-2F质谱仪测定 , NM R用 INOV A-500型核磁

共振光谱仪测定 ;硅胶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 ;显色

剂: 5%硫酸乙醇溶液。醉鱼草采自广西 ,由广西中医

学院生药教研室刘寿养教授鉴定 ,标本保存于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标本室。

2　提取和分离

醉鱼草全草粗粉 2 kg ,用 95%乙醇回流提取 ,

减压浓缩后 ,混悬于适量水中 ,依次用石油醚、乙酸

乙酯、正丁醇萃取。回收溶剂得石油醚萃取物 34. 4

g ,乙酸乙酯萃取物 99. 44 g ,正丁醇萃取物 291. 4 g。

乙酸乙酯萃取物经硅胶柱层析 ,以氯仿 -甲醇

( 100∶ 5→ 50∶ 50)梯度洗脱 ,共得 A, B, C三个部

分。 B部分经硅胶柱层析以二氯甲烷 -甲醇 ( 30∶ 1→

20∶ 1)梯度洗脱收集 59个馏分 , Fr 1～ 2析出结晶

为化合物Ⅵ ( 20 mg ) ; Fr 8～ 16经硅胶柱层析以石

油醚-二氯甲烷 ( 2∶ 1)洗脱得化合物Ⅴ ( 15 mg ) ; Fr

24～ 32经硅胶柱层析以石油醚-二氯甲烷 ( 1∶ 1)洗

脱得化合物Ⅶ ( 23 mg ) , Fr 47～ 59经硅胶柱层析以

二氯甲烷-甲醇 ( 30∶ 1→ 20∶ 1)梯度洗脱 ,收集 Fr

10～ 18部分的白色沉淀 ,经过 Sephadex LH-20,二

氯甲烷为洗脱剂 ,反复纯化 ,得化合物Ⅳ ( 40 mg )。 C

部分经甲醇重结晶得化合物Ⅷ ( 22 m g)。

正丁醉萃取物经硅胶柱层析 ,以二氯甲烷-甲醇

( 30∶ 1→ 1∶ 1)梯度洗脱。 Fr 6～ 10部分经硅胶柱

层析 ,以二氯甲烷-甲醇 ( 15∶ 1)洗脱 ,甲醇重结晶得

化合物Ⅲ ( 20 mg )。 Fr 78析出白色结晶 ,甲醇重结

晶得化合物Ⅰ ( 100 mg ) , Fr 64～ 66硅胶柱层析 ,以

二氯甲烷 -甲醇 -水 ( 65∶ 35∶ 10,下层 )洗脱 ,其 Fr

6～ 11部分再经过 Sephadex LH-20,以甲醇为洗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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