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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木通茎的化学成分研究(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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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i茎的化学成分。方法采用反复硅胶柱色谱分离，Sephadex LH一20

及重结晶等方法进行分离纯化，根据波谱数据结合理化性质解析化合物结构。结果从小木通的茎中分离得到10

个化合物，其结构分别鉴定为豆甾醇(I)、3}羟基豆甾·5，22一二烯一7一酮(1)、5a一豆甾烷一3p，6a一二醇(II)、豆甾醇一

3—0一pD-葡萄糖苷(IV)、胡萝卜苷(V)、葡萄糖(y1)、正二十二烷酸(Ⅶ)、5-羟甲基-2-呋喃醛(Ⅶ)、3-甲氧基一4一羟基

一苯甲酸(IX)和阿魏酸(x)。结论除V外，其余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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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i Franch．为毛茛科铁

线莲属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部省区，为多年生

常绿木质藤本。其干燥木质藤茎作为川木通入药，具

清热利尿、通经下乳之功效，用于治疗水肿，淋病，小

便不通，关节痹痛，经闭乳少等症[1]。笔者对小木通

的95％乙醇提取物进行了药理筛选，发现其有较强

的抗炎作用。已有的化学研究表明，铁线莲属植物含

有三萜皂苷、黄酮、木脂素、香豆素、生物碱等化学成

分[2]。为了寻找其有效成分，阐明其药效物质基础，

更好地开发和利用铁线莲属植物资源，本实验对小

木通的化学成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从小木通

茎95％乙醇提取物的石油醚和氯仿萃取部分得到

10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豆甾醇(I)、3p-羟基豆甾一

5，22一二烯一7一酮(I)、5a一豆甾烷一3口，6a一二醇(I)、

豆甾醇一3—0一pD一葡萄糖苷(Ⅳ)、胡萝b苷(V)、葡

萄糖(I／I)、正二十二烷酸(Ⅶ)、5一羟甲基一2一呋喃醛

(Ⅶ)、3一甲氧基一4一羟基一苯甲酸(IX)和阿魏酸(x)。

除V外，其余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1仪器和材料

熔点测定用X一4数字显微熔点测定仪，核磁

用Varian UNITY INOVA一600型超导核磁共振

仪，质谱用Micromass ZabSpec磁质谱仪。溶剂均为

分析纯，为北京化工厂产品，色谱用硅胶均为青岛海

洋化工厂产品。植物样品于1997年采自云南，由中

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分所李再林教授

鉴定。

2提取和分离

小木通干燥藤茎9．5 kg，粉碎，95％乙醇回流

提取3次，每次2 h。回收乙醇，将浓缩的提取物悬浮

于水中，依次用石油醚、氯仿、醋酸乙酯、正丁醇萃

取。将石油醚层(35 g)经硅胶柱色谱分离，以石油

醚一醋酸乙酯溶剂系统梯度洗脱，收集各馏分合并后

得到17个组分(Fr Al一-Fr A17)。Fr A5[(96 l 4)

洗脱物]再经硅胶柱色谱分离，石油醚一醋酸乙酯(98

。2)洗脱得到化合物Ⅶ(1．5 g)；Fr A7[(91。9)洗

脱物]经重结晶纯化得到化合物I(4 g)。将氯仿层

(50 g)经硅胶柱色谱分离，以石油醚一醋酸乙酯一甲

醇系统梯度洗脱，收集各馏分合并后得到30个组分

(Fr B1～Fr B30)。Fr B14[(7 l 3 1 0．2)洗脱物]经

硅胶柱色谱石油醚一丙酮(9。1)洗脱，各部分再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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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Sephadex LH一20纯化得到化合物I(10 rag)、Ⅶ

(300 rag)、Ⅸ(30 rag)、x(10 rag)；Fr B18V(7 l 3。

0．8)洗脱物]经硅胶柱色谱石油醚一丙酮(85：15)等

度洗脱，Sephadex LH一20纯化得到化合物_(5

rag)；Fr B20[(7：3：1．2)洗脱物]进一步纯化得到

化合物Ⅳ(5 g)、V(3 g)；化合物I／I(15 mg)从Fr

B26[(7。3 t 2．5)洗脱物]中纯化得到。

3结构鉴定

化合物I：C29H蚰0，无色针晶。mp 142～144

℃；EI—MS m／z(％)：412(M+，100)，397(n)，394

(9)，379(10)，327(5)，300(40)，273(27)，271(50)，

255(80)，231(20)，213(30)；1H—NMR(CDCl3，600

MHz)d：5．35(1H，t，J一2．4 Hz，H一6)，5．16(1H，

dd，J=15．0，8．4 Hz，H一22)，5．02(1H，dd，J=

15．0，8．4 Hz，H．23)，3．52(1H，m，H一3)，0．70(3H，

s，CH3—18)，1．01(3H，s，CH3—19)，1．03(3H，d，，=

6．6 Hz，CH3—21)，0．79(3H，d，t，=6．6 Hz，CH3—

26)，0．85(3H，d，，=6．6 Hz，CH3—27)，0．82(3H，t，

J=6．6 Hz，CH3—29)13C—NMR数据见表1。以上数

据与文献报道一致E引，故鉴定化合物l为豆甾醇

(stigmaster01)。

化合物I：C29H。802，无色针晶。mp 15．o～152

℃；El—MS m／z(％)：426(M+，lOO)，383(55)，314

(70)，287(100)，283(63)；1H—NMR(CDCl3，600

MHz)艿：5．69(1H，d，J=1．8 Hz，H一6)，5．18(1H，

dd，，=15．0，8．4 Hz，H一22)，5．03(1H，dd，J=

15．0，8．4 Hz，H一23)，3．68(1H，m，H一3)，0．70(3H，

s，CH3—18)，1．21(3H，s，CH3—19)，1．03(3H，d，t，一

6．6 Hz，CH3—21)，0．80(3H，d，t，=6．0 Hz，CH3—

26)，0．85(3H，d，J一6．0 Hz，CH3-27)，0．82(3H，t，

J=7．2 Hz，CH。一29)13C—NMR数据见表1。以上数

据与文献报道完全一致E“，故鉴定化合物I为3p羟

基豆甾一5，22一二烯一7一酮(3phydroxy-stigmast-5，

22一dien一7一one)。

化合物I：C。。H。。O。，无色片状结晶。mp 213～

214℃；EI—MS m／z(％)：432(M+，100)，400(45)，

233(56)，232(80)，214(20)，95(80)，81(50)；

1H—NMR(CDCl3，600 MHz)8：3．59(1H，m，H一3)，

3．43(1H，m，H一6)，0．65(3H，s，CH3—18)，0．81(3H，

s，CH3—19)，O．92(3H，d，，=7．2 Hz，CH3—21)，0．85

(3H，d，J一6．6 Hz，CH3—26)，0．82(3H，d，J=6．6

Hzl CH3—27)，0．84(3H，t，J=6．6 Hz，CH3-29)；

13C—NMR数据见表1。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5]，

故鉴定化合物I为5a一豆甾烷一36，6a一二醇(5a-stig—

mastane一36，6a—di01)。

表1化合物I～I的”c—NMR数据(CDCl3，150 MHz)

Table 1”C—NMR Data of compounds I—I

(CDC!，，150 MHz)

碳位 I 1 ■ 碳位 I I I

1 37．3 36．4 37．3 16 28．9 29．0 Z8．2

2 31．7 31．2 31．2 17 56．9 54．7 56．2

3 71．8 70．6 71．3 18 12．0 12．2 12．0

4 42．3 41．8 32．3 19 19．4 17．3 13．5

5 140．8 165．0 51．8 20 40．5 40．2 36．2

6 121．7 126．1 69．6 21 21．1 21．4 18．7

7 31．9 202．2 41．8 22 138．3 138．1 34．0

8 31．9 45．4 34．4 23 129．3 129．5 26．2

9 50．2 50．0 53．9 24 51．2 51．2 45．9

10 36．5 38．3 36．3 25 31．9 31．9 29．3

11 21．2 21．2 21．2 26 19．0 19．0 19．8

12 39．7 38．6 39．9 27 21．2 21．1 19．1

13 42．2 43．0 42．6 28 25．4 25．4 23．1

14 56．0 50．1 56．2 29 12．2 12．3 12．1

15 24．4 26．4 24．2

化合物Ⅳ：C。。H；。O。，白色无定型粉末。mp

281"-283℃；El—MS m／z(％)：412[M]+；FAB—MS

m／z：597[M+Na]+。其与豆甾醇一3一o-}D一葡萄糖

苷对照品混合熔点不下降，用TLC鉴别，其Rf值和

对照品完全一致。故鉴定化合物IV为豆甾醇一3一O—p

D一葡萄糖苷(stigmasterol一3一O—pD—glucopyra—

noside)。

化合物V：C。。H。。O。，白色无定型粉末。mp

295 297℃；EI—MS m／z：414[M]+，FAB—MS，，z／

z：599[M+Na3+。其与胡萝卜苷对照品混合熔点不

下降，用TLC鉴别，其Rf值和对照品完全一致。故

鉴定化合物V为胡萝卜苷(daucoster01)。

化合物Ⅵ：C。H。。O。，白色结晶性粉末，易溶于

水。mp 145～147℃；其与葡萄糖对照品混合熔点不

下降，用TLC鉴别，喷以n一萘酚一浓硫酸显紫红色斑

点，且Rf值和对照品完全一致，故鉴定化合物Vl为

葡萄糖(glucose)。

化合物vI：C。。H“02，白色片状结晶。mp 62"64

℃；EI—MS m／z(％)：340(M+，100)，326(15)，312

(30)等一系列递减14的碎片；73(90)，129(60)，185

(30)，241(20)等一系列相差56的含羧基碎片，以上

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钊，故鉴定化合物Ⅶ为正二十

二烷酸(docosanoic acid)。

化合物Ⅶ：C。H。O。，黄色油状液体。EI—MS、

1H—NMR和”C—NMR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7’8】，故鉴

定化合物Ⅶ为5一羟甲基一2一呋喃醛(5-hydroxy-

methyl一2一furaldehyde)。

化合物Ⅸ：C。H。O。，无色针晶。mp 18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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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MS、1H—NMR和”C—NMR数据与文献报道一

致[¨，故鉴定化合物Ⅸ为3一甲氧基一4一羟基一1苯甲酸

(3一methoxy一4一hydroxy—benzoic acid)。

化合物x：CloHl004，无色针晶。mp 136～137

℃；EI—MS、1H—NMR和”C—NMR数据与文献报道一

致‘10]，鉴定化合物x为阿魏酸(ferul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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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药地瓜藤化学成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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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苗药地瓜藤Ficus tikoua Bur的化学成分。方法 采用硅胶柱色谱及Sephadex LH-20等色谱技

术分离纯化，根据理化性质及色谱数据鉴定结构。结果从地瓜藤乙醇提取物的石油醚萃取部分分得4个化合物，

分别为4一豆甾烯一3一酮(stigmast一4一en一3一one，I)、佛手内酯(bergapten，I)、p香树脂醇(p-amyrin，I)、p谷甾醇(p-

sitosterol，IV)；从乙醇提取物的醋酸乙酯萃取部分分得5个化合物，分别是香豆酸甲酯(methyl P—coumarate，V)、

咖啡酸甲酯(caffeic acid methyl ester，V1)、尿囊素(allantoin，Ⅶ)、齐墩果酸(oleanolic acid，Ⅶ)和胡萝卜苷(daucos—

terol，Ⅸ)。结论所有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得。
，

关键词：地瓜藤；榕属；4-豆甾烯一3一酮

中图分类号：R2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3—2670(2007)03—0342一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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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瓜藤Ficus tikoua Bur系桑科榕属植物口]，多

年生落叶匍匐灌木，全株有乳汁，产于广西、贵州、湖

南等地，在贵州作为苗族习用药材。地瓜藤味苦、性

寒，清热利湿、活血通络、解毒消肿，主治肺热咳嗽、

痢疾、d,JL消化不良、风湿疼痛、带下、跌打损伤[1]。

国内外对该属植物的药理学研究表明，该属植物具

有降血糖、松弛平滑肌、抗肿瘤、抗菌等作用口]，表明

该属植物具有潜在的药用价值。为了有效地开发利

用这一民族药资源，本实验对其化学成分进行了较

为系统的研究，分离得到了9个化合物，经过鉴定分

别为4一豆甾烯一3一酮(stigmast一4一en一3一one，I)、佛手

内酯(bergapten，I)、p香树脂醇(pamyrin，一)、p

谷甾醇Q王-sitosterol，Ⅳ)、香豆酸甲酯(methyl P—

coumarate，V)、咖啡酸甲酯(caffeic acid methyl es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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