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以上数据经与文献对照 [4 ] ,鉴定化合物Ⅱ为

catechin-( 7, 8-bc ) -4β -( 3, 4-dihydroxyphenyl ) -

dihydro-2( 3H ) -pyranone。

化合物Ⅲ和Ⅳ : 灰白色粉末 , UVλ
M eOH
max nm ( lg

ε): 220 ( 4. 56) , 283( 4. 06) ; IRν
KBr
max ( cm

- 1
): 3 309,

1 750, 1 633, 1 607, 1 522, 1 445, 1 283, 1 240,

1 166, 1 119, 1 060, 1 003, 817, 790; EI-M S m /z:

452 [M ]
+
( 2) , 123( 3) , 110( 100) , 92( 12) , 64( 32) ;

1
H-NMR ( 400 M Hz, CD3OD)W: 6. 91( 1H, brs, H-

2′) , 6. 82 ( 1H, d, J= 8. 0 Hz, H-5′) , 6. 77( 1H, dd,

J= 8. 0, 2. 0 Hz, H-6′) , 6. 73( 1H, d, J= 8. 2 Hz, H-

5″) , 6. 66( 1H, brs, H-2″) , 6. 54( 1H, dd, J= 8. 0, 2. 2

Hz, H-6″) , 6. 26( 1H, s, H-8) , 4. 69 ( 1H, d, J= 7. 6

Hz, H-2) , 4. 66 ( 1H, m, H-β ) , 4. 09 ( 1H, m, H-3) ,

3. 10 ( 1H, m , H-α) , 3. 00( 1H, dd, J= 16. 0, 5. 5 Hz,

H-4) , 2. 90( 1H, m, H-α) , 2. 67( 1H, dd, J= 16. 0,

8. 4 Hz, H-4 ) ;
13
C-NM R ( 100 MHz, CD3OD )W:

82. 4 /82. 6 ( C-2 ) , 67. 3 /67. 4 ( C-3) , 28. 0 ( C-4 ) ,

101. 4 ( C-4a ) , 151. 4 ( C-5 ) , 106. 3 /106. 4 ( C-6 ) ,

153. 8 ( C-7) , 99. 0 ( C-8) , 155. 20 /155. 23 ( C-8a ) ,

37. 5 ( C-α) , 34. 36 /34. 44 ( C-β ) , 167. 7 ( C= O ) ,

131. 4( C-1′) , 114. 8( C-2′) , 145. 4( C-3′) , 145. 5( C-

4′) , 115. 5 ( C-5′) , 119. 6 /119. 7 ( C-6′) , 134. 48 /

134. 51 ( C-1″) , 114. 6 ( C-2″) , 144. 4 ( C-3″) , 145. 6

( C-4″) , 115. 8( C-5″) , 118. 7( C-6″)。上述 UV、 IR和

NMR数据与化合物Ⅰ 和Ⅱ的数据十分相似 ,但在
13 C-NMR谱中有部分碳信号成对出现 ,用 HPLC进

行纯度分析后发现 ,化合物色谱峰顶端分叉 ,表明该

化合物是由 2个结构非常类似的化合物组成的混合

物。以上数据经与文献对照 [4 ] ,确定Ⅲ和Ⅳ分别为

catechin-( 5, 6-e ) -4β -( 3, 4-dihydroxyphenyl ) -

dihydro-2( 3H ) -py ranone和 ca techin-( 5, 6-e ) -4α-

( 3, 4-dihydroxyphenyl ) -dihydro-2( 3H )-py ranone。

化合物Ⅴ : 白色粉末 , UV、 EI-M S、 1 H-NMR和
13 C-NMR数据经与文献对照 [6 ] ,化合物Ⅴ鉴定为二

氢山柰酚。

化合物 Ⅵ : 白色粉末 , [α]
20
D + 28°( c 0. 08,

M eOH) ; UV、 EI-M S、
1
H-NM R和

13
C-NM R数据经

与文献对照 [1 ] ,化合物Ⅵ 鉴定为二氢槲皮素。

化合物 Ⅶ : 白色粉末 , [α]
25
D - 10°( c 0. 13,

M eOH) ; UV、 EI-M S、
1
H-NM R和

13
C-NM R数据经

与文献对照 [7 ] ,化合物Ⅶ 鉴定为儿茶素。

化合物Ⅷ : 白色粉末 , EI-M S、
1
H-NMR数据经

与文献对照 [8 ] ,化合物Ⅷ 鉴定为棕榈酸。

化合物Ⅸ :白色无定形粉末 , mp 287～ 289℃ ,

Liebermann-Burcha rd反应阳性 ,与 β -胡萝卜苷对照

品混合熔点不下降 ,薄层色谱 Rf值与 β -胡萝卜苷一

致 , IR图谱一致 ,由以上结果鉴定为 β-胡萝卜苷。

4　活性评价

对分离得到的化合物采用 TEAC ( tro lox

equivalent antio xidant capacity )法
[9 ]进行体外抗氧

化活性评价。化合物Ⅰ 、Ⅱ 、Ⅲ /Ⅳ、Ⅴ ～ Ⅶ 显示出了较

强的抗氧化活性 , T EAC值为别为 3. 11、 3. 02、 2. 86、

1. 38、 1. 81、 2. 40 mmo l /L,其余化合物没有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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