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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叶中 1 个新的酚苷类化合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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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对壳斗科锥属植物锥 Castanopsis chinensis 叶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方法  采用 80%甲醇室温浸提取、石油

醚脱脂，水层部分采用 Sephadex LH-20、Diaion HP20SS 及 Toyopearl HW-40F 柱色谱等方法进行分离纯化，根据化合物 NMR、

MS 数据以及与文献对比鉴定其结构。结果  从锥叶中分离鉴定了 11 个化合物，分别为 4′-O-β-D-吡喃葡萄糖基-3′,4′,5′-三羟

基苯基咖啡酸酯（1）、5-O-咖啡酰奎宁酸（2）、5-O-阿魏酰奎宁酸（3）、咖啡酸甲酯（4）、没食子酸（5）、脱氢双没食子酸

（6）、(2′R)-phaselic acid（7）、山柰酚（8）、槲皮素（9）、山柰酚-3-O-α-L-鼠李糖苷（10）、槲皮素-3-O-α-L-鼠李糖苷（11）。

结论  所有化合物均为首次从锥中分离得到，其中化合物 1 为新化合物，命名为锥苷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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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henol glucoside from leaves of Castanopsis ch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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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the leaves of Castanopsis chinensis. Methods  The leaves of C. 

chinensis were extracted with 80% CH3OH and degreased by petroleum ether. The aqueous layer was isolated and purified by 

Sephadex-LH 20, Diaion HP20SS, Toyopearl HW-40F column chromatography. Their structures were identified by NMR, MS and 

literature comparison. Results  Eleven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as 4′-O-β-D-glucopyranosyl-3′,4′,5′-trihydroxybenzyl-caffeate 

(1), 5-O-caffeoylquinic acid (2), 5-O-feruloylquinic acid (3), caffeic acid methyl ester (4), gallic acid (5), dehydrodigallic acid (6), 

(2′R)-phaselic acid (7), kaempferol (8), quercetin (9), kaempferol-3-O-α-L-rhamnoside (10) and quercetin-3-O-α-L-rhamnoside (11). 

Conclusion  All compounds are obtained from C. chinensi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compound 1 is identified as a new phenol 

glucoside named chinens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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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ns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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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 Castanopsis chinensis (Sprengel) Hance 为壳

斗科（Fagaceae）锥属 Castanopsis Spach 植物，主

产于广东、广西、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多生

于海拔 1500 m 以下山地或平地杂木林中，有栽种，

有时成小片纯林[1]。植物多酚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

如抗氧化、抗炎、抗菌、抗癌等[2-4]。锥属植物主要

含植物多酚类成分，包括鞣质类、黄酮类和结构新

颖的三萜鞣质类。本课题组前期对南岭栲 C. for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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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ce、钩锥 C. tibetana Hance、甜槠 C. eyrei Tutch、

瓦山锥 C. ceratacantha Rehd. et Wils[5-8]等锥属植物

进行了系统的化学成分与生物活性研究，发现了系

列结构新颖及具有较好生物活性的三萜鞣质、环状

二聚体鞣质类化合物，以及具有较好应用价值的高

含量酚酸类成分如绿原酸、没食子酸等，为丰富该

属植物化学成分结构类型及为后续开发提供物质基

础。本研究对采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南

边山镇的锥叶进行了化学成分研究，从锥叶中分离

得到 11 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 4′-O-β-D-吡喃葡萄

糖基 -3′,4′,5′- 三羟基苯基咖啡酸酯（ 4′-O-β-D- 

glucopyranosyl-3′,4′,5′-trihydroxybenzyl-caffeate，1）、

5-O-咖啡酰奎宁酸（5-O-caffeoylquinic acid，2）、5-O-

阿魏酰奎宁酸（5-O-feruloylquinic acid，3）、咖啡酸

甲酯（caffeic acid methyl ester，4）、没食子酸（gallic 

acid，5）、脱氢双没食子酸（dehydrodigallic acid，6）、 

(2′R)-phaselic acid（7）、山柰酚（kaempferol，8）、

槲皮素（quercetin，9）、山柰酚-3-O-α-L-鼠李糖苷

（kaempferol-3-O-α-L-rhamnoside，10）、槲皮素-3-O- 

α-L-鼠李糖苷（quercetin-3-O-α-L-rhamnoside，11）。

所有化合物均为首次从锥中分离得到，其中化合物

1 为新化合物，命名为锥苷 A。 

1  仪器与材料 

Bruker Avance 500 MHz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公司，德国）；Sephadex LH-20（25～100 μm；

GE Healthcare Bio-Science AB 公司，瑞士）；Diaion 

HP20SS（75～150 μm；Mistubishi Chemical 公司，

日本）；MCI gel CHP 20P（75～150 μm；Mitsubishi 

Chemical 公司，日本）；Toyopearl HW-40F（TOSOH

公司，日本）；GF254 薄层色谱硅胶（0.2 mm，Merck 

KGaA 公司，德国）；L-半胱氨酸甲酯盐酸盐（上海

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邻甲苯异硫氰酸酯（上

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D-葡萄糖（上海麦

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所用试剂甲醇、乙醇、吡

啶等均为分析纯。 

锥叶于2021年7月采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

桂区南边山镇，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

物研究所黄俞淞副研究员鉴定为壳斗科锥属植物锥 C. 

chinensis (Sprengel) Hance 的叶。标本（20210703）存

放于广西植物功能物质与资源持续利用重点实验室。 

2  方法 

2.1  提取与分离 

干燥锥叶 7.5 kg，粉碎，40 L 80%甲醇浸泡提

取 3 次，每次浸提 3 d，滤过。合并滤液，减压浓缩

得到水溶液，水溶液用石油醚进行脱脂，水溶液经

Sephadex LH-20 凝胶（32.0 cm×9.5 cm）柱色谱分

离，以甲醇-水（0、20%、40%、60%、80%、100%，

各 3 L）进行梯度洗脱，得到 9 个流分（Fr. 1～9）。

Fr. 4（28.6 g）经 Diaion HP20SS（30.0 cm×4.0 cm）

柱色谱分离，以甲醇-水（0～100%）梯度洗脱，得

到 9 个流分（Fr. 4.1～4.9）。Fr. 4.2（3.9 g）经 Diaion 

HP20SS（2.5 cm×22.0 cm）柱色谱分离，以甲醇-

水（0～100%）梯度洗脱，得到化合物 7（40 mg）。

Fr. 4.9（1.2 g）经 Sephadex LH-20 凝胶（18.0 cm×

2.0 cm）柱色谱分离，以甲醇-水（0～100%）梯度

洗脱，得到化合物 10（100 mg）。Fr. 5（42.3 g）经

Diaion HP20SS（30.0 cm×4.0 cm）柱色谱分离，以

甲醇-水（0～100%）梯度洗脱，得到 9 个流分（Fr. 

5.1～5.9）。Fr. 5.5（1.3 g）经 Sephadex LH-20 凝胶

（15.5 cm×1.8 cm）柱色谱分离，以甲醇-水（0～

100%）梯度洗脱，得到化合物 11（60 mg）。Fr. 5.6

（2.3 g）经 Toyopearl HW-40F（18.0 cm×2.0 cm）

柱色谱分离，以甲醇-水（0～100%）梯度洗脱，得

到化合物 1（50 mg）。Fr. 5.9（0.8 g）经 Sephadex 

LH-20 柱色谱分离，以甲醇-水（0～100%）梯度洗

脱，得到化合物 4（10 mg）。Fr. 6（70.0 g）经 MCI 

gel CHP 20P（15.0 cm×7.5 cm）柱色谱分离，以甲

醇-水（0～100%）梯度洗脱，得到11个流分（Fr. 6.1～

6.11）。Fr. 6.1（3.4 g）先后经 Sephadex LH-20、Diaion 

HP20SS、Toyopearl HW-40F 柱色谱分离，得到化合

物 2（70 mg）、3（240 mg）、5（150 mg）、6（190 mg）、

8（80 mg）及 9（100 mg）。 

2.2  糖的绝对构型确定 

参照Tanaka等[9]的方法对新化合物中糖的绝对

构型进行确定。精确称量 1.0 mg 样品，加入 0.6 mL 

0.5mol/L 盐酸，在 90 ℃下反应 2 h 使其充分水解，

加入阴离子交换树脂 IRA 400 调至中性，滤过除去

树脂，将滤液减压浓缩后真空干燥，向滤液残渣中

加入含有 1.0 mg L-半胱氨酸甲酯盐酸盐的吡啶溶

液 0.2 mL，在 60 ℃下反应 1 h，再向反应物中加入

含有 1.0 mg 邻甲苯异硫氰酸酯的吡啶溶液 0.2 mL，

再于 60 ℃下反应 1 h，即得到化合物糖部分的衍生

物，糖标准品以相同条件衍生化。分别取相同体积

的化合物糖部分的衍生物与对照品衍生物，在柱温箱

温度 40 ℃下，以 25%乙腈-水作为流动相，254 nm

作为检测波长，0.8 mL/min 体积流量于高效液相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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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通过对比保留时间，确定糖的绝对构型。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棕色无定形粉末（甲醇），在 254 nm

紫外灯下有亮斑，与 1% FeCl3-EtOH 显色剂反应呈

棕色斑点。HR-ESI-MS 谱中显示其准分子离子峰为

m/z 479.118 9 [M－H]−（计算值 479.119 5，C22H23O12），

提示分子式为 C22H24O12，不饱和度为 11。 

1H-NMR 谱中显示 2 组苯环氢信号，其中 δH 

7.07 (1H, d, J = 2.0 Hz), 6.96 (1H, dd, J = 2.0, 8.3 

Hz), 6.80 (1H, d, J = 8.3 Hz) 为 1 组 AMX 系统芳香

氢信号，表明存在 1 个 1,3,4-三取代苯环单元，同

时，1 组烯烃信号 δH 7.57 (1H, d, J = 15.9 Hz), 6.31 

(1H, d, J = 15.9 Hz)，其偶合常数表明双键为反式构

型，在 1H-1H COSY 谱中 δH 7.57 与 6.31 相关，再

结合 AMX 芳香氢信号，据此推测化合物中含有 1

个咖啡酰基。在 13C-NMR 中，δC 169.2（羰基碳信

号），δC 147.3、114.9（双键信号），δC 127.6、115.2、

149.5、151.4、116.6、123.2（三取代苯环信号）的

存在，证实化合物中含咖啡酰基。另一组苯环氢信

号 δH 6.47 (2H, s)，碳信号 δC 134.4, 108.5 (2C), 146.6 

(2C), 135.5 为对称四取代苯环结构。δH 4.62 (1H, d,  

J = 7.8 Hz) 提示存在糖端基质子信号，结合碳信号

δC 107.5, 78.3, 77.5, 75.1, 70.5, 61.8，确定存在葡萄

糖基；根据其偶合常数 J = 7.8 Hz 可知该葡萄糖相

对构型为β构型，其余质子信号为δH 3.52, 3.35, 3.47, 

3.46, 3.84, 3.76。 

HMBC 谱显示 δH 4.62 (1H, d, J = 7.8 Hz, H-1″)

与 δC 135.5 (C-4′) 存在远程相关，结合葡萄糖端基

碳信号 δC 107.5 (C-1″)，确定葡萄糖取代在 C-4′位形

成氧苷。δH 5.04 (2H, s, H-7′) 与 δC 108.5 (2C, C-2′, 

C-6′), 134.3 (C-1′), 169.2 (C-9) 分别有远程相关，从

而可知次甲基与A环的C-1′及咖啡酰基的羰基碳相

连。通过水解和衍生化，将化合物糖部分的衍生物

与D-葡萄糖对照品衍生物通过HPLC检测的保留时

间相比较一致，确定化合物中葡萄糖的绝对构型为

D 构型。综上所述，化合物 1 鉴定为 4′-O-β-D-吡喃

葡萄糖基-3′,4′,5′-三羟基苯基咖啡酸酯，为 1 个新的

酚苷类化合物，命名为锥苷 A；结构如图 1 所示。

具体核磁数据见表 1。 

化合物2：白色粉末；ESI-MS m/z: 355 [M＋H]+，

C16H18O9。1H-NMR (500 MHz, CD3OD) δ: 7.61 (1H, 

d, J = 15.9 Hz, H-7′), 7.07 (1H, d, J = 1.9 Hz, H-2′), 

6.92 (1H, dd, J = 1.9, 8.2 Hz, H-6′), 6.79 (1H, J = 8.2 

 

图 1  化合物 1 的结构及主要 HMBC 相关 

Fig. 1  Structure and key HMBC correlations of compound 1 

表 1  化合物 1 的 1H- 和 13C-NMR (500/125 MHz, CD3OD) 

数据 

Table 1  1H- and 13C-NMR (500/125 MHz, CD3OD) data of 

compound 1 

碳位 δH δC 

1  127.6  

2 7.07 (1H, d, J = 2.0 Hz) 115.2  

3  149.5  

4  151.4  

5 6.80 (1H, d, J = 8.3 Hz) 116.6  

6 6.96 (1H, dd, J = 2.0, 8.3 Hz) 123.2  

7 7.57 (1H, d, J = 15.9 Hz) 147.3  

8 6.31 (1H, d, J = 15.9 Hz) 114.9  

9  169.2  

1′  134.3  

2′/6′ 6.47 (2H, s) 108.5  

3′/5′  146.6  

4′  135.5  

7′ 5.04 (2H, s) 66.9  

Glc-1" 4.62 (1H, d, J = 7.8 Hz) 107.5  

Glc-2" 3.52 (1H, t, J = 8.7 Hz) 75.1  

Glc-3" 3.35 (1H, m) 78.3  

Glc-4" 3.47 (1H, m) 70.5  

Glc-5" 3.46 (1H, m) 77.5  

Glc-6" 3.84 (1H, dd, J = 2.2, 12.1 Hz) 
61.8  

3.76 (1H, dd, J = 4.4, 12.1 Hz) 

Hz, H-5′), 6.34 (1H, d, J = 15.9 Hz, H-8′), 5.38 (1H, q, 

J = 3.7 Hz, H-4), 4.18 (1H, dd, J = 4.1, 9.4 Hz, H-1), 

3.67 (1H, dd, J = 3.3, 8.5 Hz, H-5), 1.98～2.28 (4H, 

m, H-2ax, 2eq, 6ax, 6eq)； 13C-NMR (125 MHz, 

CD3OD) δ: 75.4 (C-1), 36.7 (C-2), 68.3 (C-3), 74.8 

(C-4), 73.0 (C-5), 41.5 (C-6), 178.3 (C-7), 127.9 

(C-1′), 115.1 (C-2′), 146.7 (C-3′), 149.4 (C-4′), 116.4 

(C-5′), 122.9 (C-6′), 146.8 (C-7′), 115.8 (C-8′), 169.1 

(C-9′)。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10]，故鉴定化合物

2 为 5-O-咖啡酰奎宁酸。 

化合物 3：白色粉末；ESI-MS m/z: 36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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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7H20O9。1H-NMR (500 MHz, CD3OD) δ: 7.52 (1H, 

d, J = 15.9 Hz, H-8′), 7.04 (1H, d, J = 2.0 Hz, H-2′), 

6.95 (1H, dd, J = 2.0, 8.2 Hz, H-6′), 6.78 (1H, d, J = 

8.2 Hz, H-5′), 6.22 (1H, d, J = 15.9 Hz, H-7′), 5.25 

(1H, m, H-5), 4.11 (1H, m, H-3), 3.73 (1H, dd, J = 3.1, 

7.4 Hz, H-4), 3.69 (3H, s, 3′-OCH3), 2.12 (4H, m, H-2, 

6)；13C-NMR (125 MHz, CD3OD) δ: 75.8 (C-1), 38.0 

(2C, C-2, 6), 72.1 (C-3), 70.3 (C-4), 72.6 (C-5), 127.7 

(C-1′), 115.2 (C-2′), 149.7 (C-3′), 146.8 (C-4′), 116.5 

(C-5′), 122.9 (C-6′), 115.1 (C-7′), 147.2 (C-8′), 168.3 

(C-9′), 52.9 (C-3′, -OCH3), 175.4 (-COOH)。以上数据

与文献报道一致[11]，故鉴定化合物 3 为 5-O-阿魏酰

奎宁酸。 

化合物4：白色粉末；ESI-MS m/z: 195 [M＋H]+，

C10H10O4。1H-NMR (500 MHz, CD3OD) δ: 7.53 (1H, 

d, J = 15.9 Hz, H-7), 7.03 (1H, d, J = 2.1 Hz, H-2), 

6.94 (1H, dd, J = 2.1, 8.2 Hz, H-6), 6.77 (1H, d, J = 

8.2 Hz, H-5), 6.26 (1H, d, J = 15.9 Hz, H-8), 3.75 (3H, 

s, -OCH3)；13C-NMR (125 MHz, CD3OD) δ: 127.7 

(C-1), 114.8 (C-2), 146.9 (C-3), 149.6 (C-4), 115.1 

(C-5), 122.9 (C-6), 146.8 (C-7), 116.5 (C-8), 169.8 

(C-9), 52.0 (C-10)。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12]，故

鉴定化合物 4 为咖啡酸甲酯。 

化合物5：白色粉末；ESI-MS m/z: 171 [M＋H]+，

C7H6O5。1H-NMR (500 MHz, CD3OD) δ: 7.06 (2H, s, 

H-2, 6)；13C-NMR (125 MHz, CD3OD) δ: 121.9 (C-1), 

110.3 (2C, C-2, 6), 146.4 (2C, C-3, 5), 139.6 (C-4), 

170.4 (C-7)。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13]，故鉴定

化合物 5 为没食子酸。 

化合物 6：白色无定形粉末；ESI-MS m/z: 339 

[M＋H]+，C14H10O10。1H-NMR (500 MHz, CD3OD) δ: 

7.17 (1H, d, J = 1.9 Hz, H-2), 7.07 (1H, s, H-1′), 6.69 

(1H, d, J = 1.9 Hz, H-6)；13C-NMR (125 MHz, 

CD3OD) δ: 121.6 (C-1), 112.3 (C-2), 148.5 (C-3), 

140.6 (C-4), 146.6 (C-5), 108.3 (C-6), 170.1 (C-7), 

115.6 (C-1′), 137.9 (C-2′), 140.7 (C-3′), 140.5 

(C-4′), 143.7 (C-5′), 110.2 (C-6′), 168.8 (C-7′)。以

上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14]，故鉴定化合物 6 为脱

氢双没食子酸。 

化合物 7：淡黄色无定形粉末；ESI-MS m/z: 319 

[M＋Na]+，C13H12O8。1H-NMR (500 MHz, CD3OD) δ: 

7.53 (1H, d, J = 15.9 Hz, H-7), 7.04 (1H, d, J = 2.0 

Hz, H-2), 6.95 (1H, dd, J = 2.0, 8.2 Hz, H-6), 6.78 

(1H, d, J = 8.2 Hz, H-5), 6.22 (1H, d, J = 15.9 Hz, 

H-8), 5.28 (1H, d, J = 4.4 Hz, H-2′), 2.19 (2H, m, 

H-3′)；13C-NMR (125 MHz, CD3OD) δ: 127.7 (C-1), 

115.2 (C-2), 149.6 (C-3), 146.8 (C-4), 116.6 (C-5), 

123.0 (C-6), 147.2 (C-7), 115.1 (C-8), 175.4 (C-9), 

168.3 (C-1′, 4′), 72.1 (C-2′), 38.0 (C-3′)。以上数据与

文献报道一致[15]，故鉴定化合物 7 为(2′R)-phaselic 

acid。 

化合物 8：淡黄色无定形粉末；ESI-MS m/z: 285 

[M－H]−，C15H10O6。1H-NMR (500 MHz, CD3OD) δ: 

8.07 (2H, d, J = 8.6 Hz, H-2′, 6′), 6.90 (2H, d, J = 8.6 

Hz, H-3′, 5′), 6.38 (1H, d, J = 2.0 Hz, H-8), 6.17 (1H, 

d, J = 2.0 Hz, H-6)；13C-NMR (125 MHz, CD3OD) δ: 

148.0 (C-2), 137.1 (C-3), 177.3 (C-4), 162.5 (C-5), 

99.2 (C-6), 165.5 (C-7), 94.5 (C-8), 158.2 (C-9), 104.5 

(C-10), 123.7 (C-1′), 130.7 (2C, C-2′, 6′), 116.3 (2C, 

C-3′, 5′), 160.5 (C-4′)。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16]，

故鉴定化合物 8 为山柰酚。 

化合物9：黄色粉末；ESI-MS m/z: 303 [M＋H]+，

C15H10O7。1H-NMR (500 MHz, DMSO-d6) δ: 12.50 

(1H, brs, 5-OH), 7.68 (1H, d, J = 2.2 Hz, H-2′), 7.54 

(1H, dd, J = 8.5, 2.2 Hz, H-6′), 6.88 (1H, d, J = 8.5 

Hz, H-5′), 6.41 (1H, d, J = 2.0 Hz, H-6), 6.18 (1H, d,  

J = 2.0 Hz, H-8)；13C-NMR (125 MHz, DMSO-d6) δ: 

146.8 (C-2), 135.8 (C-3), 175.9 (C-4), 156.2 (C-5), 

98.2 (C-6), 163.9 (C-7), 93.4 (C-8), 160.7 (C-9), 103.1 

(C-10), 121.9 (C-1′), 115.1 (C-2′), 145.1 (C-3′), 147.7 

(C-4′), 115.6 (C-5′), 120.1 (C-6′)。以上数据与文献报

道一致[17]，故鉴定化合物 9 为槲皮素。 

化合物 10：黄色粉末；ESI-MS m/z: 455 [M＋

Na]+，C21H20O10。1H-NMR (500 MHz, CD3OD) δ: 

7.76 (2H, d, J = 8.7 Hz, H-2′, 6′), 6.94 (2H, d, J = 8.7 

Hz, H-3′, 5′), 6.37 (1H, d, J = 2.0 Hz, H-8), 6.20 (1H, 

d, J = 2.0 Hz, H-6), 5.38 (1H, d, J = 1.5 Hz, H-1″), 

4.22 (1H, m, H-2″), 3.71 (1H, m, H-3″), 3.32 (2H, 

H-4″, 5″), 0.92 (3H, d, J = 5.6 Hz, H-6″)；13C-NMR 

(125 MHz, CD3OD) δ: 158.5 (C-2), 136.2 (C-3), 179.6 

(C-4), 163.2 (C-5), 99.8 (C-6), 165.9 (C-7), 94.8 

(C-8), 159.3 (C-9), 105.9 (C-10), 122.6 (C-1′), 131.9 

(2C, C-2′, 6′), 116.5 (2C, C-3′, 5′), 161.6 (C-4′), 103.5 

(C-1″), 71.9 (C-2″), 73.2 (C-3″), 72.0 (C-4″), 72.1 

(C-5″), 17.6 (C-6″)。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18]，

故鉴定化合物 10 为山柰酚-3-O-α-L-鼠李糖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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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11：黄色粉末；ESI-MS m/z: 471 [M＋

Na]+，C21H20O11。1H-NMR (500 MHz, CD3OD) δ: 

7.34 (1H, d, J = 2.0 Hz, H-2′), 7.30 (1H, dd, J = 2.0, 

8.3 Hz, H-6′), 6.91 (1H, d, J = 8.3 Hz, H-5′), 6.36 (1H, 

d, J = 2.0 Hz, H-8), 6.20 (1H, d, J = 2.0 Hz, H-6), 5.35 

(1H, d, J = 1.2 Hz, H-1″), 4.22 (1H, brs, H-5″), 3.75 

(1H, brs, H-2″), 3.42 (1H, dd, J = 6.2, 9.5 Hz, H-3″), 

3.35 (1H, d, J = 9.5 Hz, H-4″), 0.94 (3H, d, J = 6.2 

Hz, H-6″)；13C-NMR (125 MHz, CD3OD) δ: 159.3 

(C-2), 136.2 (C-3), 179.6 (C-4), 163.2 (C-5), 99.8 

(C-6), 165.8 (C-7), 94.7 (C-8), 158.5 (C-9), 105.9 

(C-10), 123.0 (C-1′), 117.0 (C-2′), 146.4 (C-3′), 149.8 

(C-4′), 116.4 (C-5′), 122.9 (C-6′), 103.5 (C-1″), 72.0 

(C-2″), 72.1 (C-3″), 73.3 (C-4″), 71.9 (C-5″), 17.6 

(C-6″)。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19]，故鉴定化合

物 11 为槲皮素-3-O-α-L-鼠李糖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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