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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IX的分子式为c。；H。。O。，其1H—NMR

(500 MHz，C5D5N)d：5．22(1H，q，E，一15，8．5 Hz，

H一22)，5．06(1H，q，J一15，8．7 Hz，H一23)，5．03

(1H，d，J一7．7 Hz，糖端基氢H一1 7)，1．07(3H，d，

J一6．6 Hz，CH3—21)，0．93(3H，s，CH。一19)，0．67

(3H，s，CH，一18)。”C—NMR(125 MHz，C。D。N)d：

37．6(C一1)，30．3(C一2)，78．7(C一3)，39．4(C一4)，

141．0(C一5)，121．9(C一6)，32．1(C一7)，32．2(C一8)，

50．5(C一9)，37．0(C一10)，21．5(C—11)，39．9(C一12)，

42．5(C一13)，57．0(C一14)，24．6(C—15)，29．3(C一

16)，56．2(C一1 7)，12．5(C 18)，20．0(C一19)，40．8

(C一20)，21．3(C一21)，138．8(C～22)，129．6(C一23)，

51．5(C一24)，32．2(C 25)．19．2(C 26)，21．3(C一

27)，25．7(C一28)，12．2(C一29)，102．7(C一17)，75．4

(C一27)，78．5(C一37)，71．8(C一47)，78．2(C一5’)，62．9

(c一6’)。化合物IX与文献的波谱数据一致呻““，故鉴

定为豆甾醇一3一O一}D一吡喃葡萄糖苷(stigmastero[一

3一。一B-D—glucoside)。

致谢：中国药科大学分析测试中。代测质谱、核

磁共振光谱，中国药科大学中药标本馆宋学华副教

授代为鉴定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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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梗五加茎叶化学成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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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梗五加又称短梗五加，为五加科五加属植物

无梗五加Acanthopanax sessiliflorus(Rupr．et

Maxim．)Seem．。分布于东北、华北等地区，东北地

区资源丰富。无梗五加具有一定的药理活性，用无梗

五加制成片剂用于治疗白细胞减少症及眩晕症均有

显著疗效。无梗五加根皮叫五加皮，本草均有记载，

具有镇痛、抗炎、调节免疫力等功效。同属植物刺五

加具有人参样抗疲劳、抗衰老、调整免疫力等多种药

理作用，其化学成分研究也较深入。但对无梗五加化

学成分研究的报道相对较少，国内仅孔令义等“1对

无梗五加的根进行了化学成分的研究，王广树等03

对无梗五加的叶进行了化学成分的研究。而对其茎

化学成分的研究则未见报道。为扩大药用资源，本实

验对无梗五加茎叶的活血化瘀活性部位的化学成分

进行了研究，分离并鉴定了5个化合物，分别为3

羟基一5一甲氧基糠醛(3-hydroxy一5一methoxy—fur

rural，1)、丁香树脂酚(8yringaresinol，Ⅱ)、3，4一二

羟基苯甲醛(3，4一dihydroxybenzaldehyde，Ⅲ)、咖啡

酸(1V)和p谷甾醇(psitosterol，V)。

l仪器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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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用日本Yanaco MP—s3型显微熔点测定

仪测定(未校正)；NMR谱用Bruker—ARX一300

型核磁共振仪测定(TMs内标)；EI MS谱用日本

岛津GCMS 0P5050仪测定；所用药材由沈阳药

科大学中药学院教授鉴定；薄层色谱用硅胶(10～40

pm)与柱色谱用硅胶(200～300日)均为青岛海洋

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试剂规格均为分析纯。

2提取与分离

无梗五加地上部分5．5 kg，加水lo倍量，煎煮3

次，每次2 h，合并煎液，浓缩至密度约为1．1～1．2

g／mL，加入95％乙醇，使药液含醇量约70％，除去沉

淀，滤液减压回收乙醇得浸膏323 g。蒸馏水稀释，用

氯仿萃取。氯仿层浸膏采用硅胶柱色谱法进行分离。

以氯仿一甲醇系统为流动相洗脱得化合物I～V。

3结构鉴定

化合物I：淡黄色结晶，mp 147～148℃(甲

醇)，三氯化铁一铁氰化钾反应阳性，示含有酚羟基，

10％硫酸显色呈紫褐色。IRv懋cm～：3 287．7(Vow)，

3 000(v一Ⅻ)，1 61 7．4(Vc：o)，1 513．4(Uc—c)，1 332．8

(&oH)，1 107．9(a—cH)。1H—NMR(CDCl。)a 9．82

(1H，S)示为活泼质子信号，结合”C—NMR(cDcl。)8

l 90．7的碳信号，可推测该化合物结构中含有CHO

官能团；d 7．16(1H，s)示其为邻位有取代基的不饱

和质子信号；d 3．98(3H，S)，结合碳谱d 56．5的碳

信号，可推测该化合物含有甲氧基官能团。

”C NMR谱给出6个碳信号，在d 147．4～106．8的

低场区给4个碳信号，其中8 147．4，140．9，128．5

均为不饱和季碳信号。综合分析，可推测该化合物为

含有羟基、甲氧基的糠醛。该化合物的NOESY(cD—

CI。)谱中可见，甲氧基质子信号d 3．98与7．16(1H，

S)的质子信号有NOE相关，说明甲氧基连在5位碳

上，羟基连在3位碳上，故该化合物鉴定为3羟基

5一甲氧基一糠醛。

化合物Ⅱ：无色针晶，mp 174～176℃(乙醇)，

三氯化铁一铁氰化钾反应阳性，示存在酚羟基，10％

硫酸显色呈淡蓝色，紫外灯(254 rim)有明显的暗

斑。”C—NMR(Aceton)给出8个碳信号，在低场区

给出d 148．1，135．7，132．6的季碳信号，且根据d

148．1的碳信号强度约是d 135．7，132．6的碳信号

强度2倍，可推测其为2倍的碳信号的累加。a

103．9为不饱和芳环碳信号，a 86．2为饱和脂链连

氧碳信号，d 71．8为连氧的饱和碳信号，d 56．1为

甲氧基碳信号，a 54．8为脂环叔碳信号。该化合物

”C—NMR数据与本室已鉴定的丁香树脂酚的

”C—NMR数据及文献的”C—NMR数据基本一致口1；

薄层色谱鉴定，与对照品丁香树脂酚Rf值一致，混

合斑点重叠，混合熔点不下降。故鉴定该化合物为丁

香树脂酚。初步的药理实验证明，该化合物具有抗血

小板聚集的活性。

化合物1：淡黄色针晶，mp 153～154℃(丙

酮)，三氯化铁一铁氰化钾反应阳性，示存在酚羟基。

1H—NMR光谱数据与3，4羟基苯甲醛sadtler标准

碳谱“3对照，数据基本一致，故将该化台物鉴定为

3，4一二羟基苯甲醛。

化合物Ⅳ：淡黄色结晶，根据其理化性质及与

sadtler标准氢谱。埘照，鉴定该化合物为咖啡酸。
化合物v：无色针晶，Lieberman—Burchard反

应阳性。薄层色谱鉴定，与口一谷甾醇对照品Rf值一

致，且混合熔点不下降，故鉴定该化合物为p谷

甾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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