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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狭基香茶菜的叶和茎的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 � 个化合物
,

应用波谱分析和元素分析等方

法鉴定出 � 个化合物的化学结构
,

它们分别为金合欢烯
、

降胡萝 卜素
,

羊毛幽醉乙酸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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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唇形科香茶菜 �� � � �
� � �� � � � ��夕� �� �� �� �� �� ��� �

�

�
�

� � � � � ��  � �
,

又名铁棱角
、

蛇

总管
、

铁丁角等
,

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
,

特别是河南
、

湖北
、

江苏
、

浙江
、

广西等省
�

全草人药
,

性

味苦凉
,

具有抗菌消炎
、

健胃整肠
、

清热解毒
、

健脾活血的功能
�

民间用于治疗跌打损伤
、

蛇伤
、

狗咬伤
、

疮毒
、

积食
、

痢疾
、

肠 胃炎
、

急慢性传染肝炎
、

黄疽
、

清炎退烧以及抗肿瘤等
�

由于 它的多

种的生理活性和丰富的化学成分引起了药学工作者
、

植物化学工作者 的日益重视
�

国内外在经

过 �� 多年的研究中
,

已发现该属约 ��� 种
,

从其中将近 �� 种 中分得近 ��� 个二菇成分川
�

中

国药科大学通过药理试验发现
,

其中一些成分具有抗癌活性 ��】
,

如 � 冬凌草 ��
�

� � � �� �� �� �的冬

凌草素 �� ��  � �� �� 对人体食管癌细胞株 � � � � 一 �� 有明显的细胞毒作 用
,

已用于临床治疗食

道癌获得满意 的效果�
’�

,

从大 叶香茶菜 �� � � � � ��� � � �� � 夕�夕��� �� �� � � �
�

�
�

� � � � � � ��得

到的大叶香茶菜庚素 ��
� � � � � �� ����� � �

、

香茶菜 甲素�� �� ������ �� �� � �等有抗菌消炎以及延

长艾氏腹水癌小鼠的寿命
,

并对体外肝癌细胞
、

� � � 细胞具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 � �
�

香茶菜

药物体内作用的研究也 已有报道 �� �
,

是一味有很大开发价值的药物
�

我们从广东省饶平县采集

到香茶菜属狭基香茶菜
,

对其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分离
、

提纯和鉴定
�

该植物的研究过去 尚未见

报道
,

现从其叶和茎中分离得到 � 种成分
,

其中 � 种经鉴定为金合欢烯
、

降胡萝 卜素
、

羊毛街醇

乙酸酿
,

其它成分还在鉴定中
�

� 实验部分

�
�

� 实验材料和仪器

柱层析硅胶用上海五四化学试剂厂产 ��� 一 �� � 目�薄层层析硅胶 � 用青岛海洋化工厂

产 � � 一 � � 召�
�

层析用的薄板制作
� 用蒸馏水将硅胶 � 调匀成浆状

,

涂布于载玻片上
,

自然晾干
,

使用前

置于 ��� ℃ 烘箱中活化 � �
,

存放于干燥器中待用
�

红外光谱仪为 �� � � �� 一 � �� � � ��� �
,

用涂膜法 �� � ��
�
作溶剂 �测红外光谱 �

收稿日期
� � � � � 一 � �一 � � � 修改稿收到日期

� � � � � 一 � � 一 � �



,� 核磁共振仪为 � �� � �� 公司 � � � 一 � ���

质谱仪为 � � � � � 一 � � 型质谱仪 �

元素分析仪为西德 � �� �� �� �� � �

电动植物粉碎机为 � � � 一 �� � 型 �河北省黄弊县科研机械厂 ��

显微熔点测定仪测定熔点
,

温度未校正
�

�
�

� 实验方法

全草经捣碎粉碎成粉末 ��� 目� �� � � �
,

分别用质量分数为 �� � 乙醇 �
、

�
�

��
、

� � 加热回流

提取
,

每次 � �
,

合并提取液
�

提取液减压蒸馏至大约 � � 时加人 �� � � 活性炭回流脱色 � 一 � �
,

充分静置
,

滤去活性炭
,

乙醇溶液继续减压浓缩得粘稠浸膏 ��� �
�

浸膏用 � � � � � 乙醇乙酪溶解
,

用 ��� � � 质量分数为 巧� � �厂�
�
溶液振提

,

静置过夜
,

分出乙酸乙醋层
,

乙酸 乙醋层再加人 ��� � � 质量分数为 �� � � �
厂 �

�
溶液振提

,

静置过夜
,

分离
,

重复 � 次去酸性部分
,

碱水溶液加人 � �� � � 乙酸 乙醋充分振荡
,

静 置后 分出乙 酸乙醋

层
,

重复 � 次
�

合并 所 得到 的 醋层 约 �� � � �
,

加人 �� � 无水 � �多�
� 干 燥过 夜

�

过 滤除去

� � �� � �
结晶

,

减压浓缩得到浸膏 �� �
�

�
·

实验结果

浸膏用适量 甲醇溶解
,

有少量不溶物析出
,

用重结晶得结晶 �
�

溶解的部分用 �� � � 硅胶拌

样
,

让其挥干后湿法硅胶柱层色分离
�

依次用正已烷
、

正 已烷
�
丙酮 ��� �

、

��  
、

��  
、

�� �
、

� � ��
、

丙酮

梯度洗脱
,

每 �� � � 收集一瓶 �遇到谱带前后时有变化 �
,

用薄层追踪
,

合并相同流分
,

减压浓缩

回收溶剂
�

从正已烷洗脱中得到白色针状结晶 �� 从加人正已烷
�
丙酮 ��� �� 开始对收集 的每份编号

,

� 一 � 份合并放置成黄色粘稠状液体 �� � 一 �� 份合并
,

�� 一 �� 份 合并
,

�� 一 �� 份 合并
,

�� 一 � � 份合并
,

�� 一 �� 份合并然后分别上小柱
�

� 一 �� 份用正 已烷 �丙酮 ��� �� 洗脱
,

得黄

色固体 � � �� 一 �� 份用正 已烷
�
丙酮 ��� �� 洗脱得无色棱柱状结晶 �� 正已烷重结晶 �� �� 一 ��

份用正已烷 �丙酮 �� � 
,

�� �� 洗脱中得 白色结晶 �� 用正 已烷洗涤 �� �� � � 份用正已烷
:
丙酮 (6:

4 ,

5
:

5) 洗脱
,

得棕色固体 7
.
本文报道已鉴别的结晶 2

、

黄色固体 3
、

粘稠状黄色物体 4
.

2
.
1 结晶 2

无色针状
,

熔点 42 一 44 ℃
,

分子式:C
15H 犯

I R
、,

m
a x

(

e

m

一 ’
)
:
2 9 5 6

、

2 9 2 2

、

2 8 5 0

、

1 6 6 7

、

1 4 7 3

、

1 4 6 3

、

1 3 7 8

、

1 3 2 9

、

9 8 5

、

8 8 9

、

7 3 0

、

7 2 0

.

‘

H N
M

R ( C D C 1

3

)
占(10

一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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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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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一0
.
89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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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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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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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o H
)

、

1

.

9 7 一 2
.
17 (q

,

6 H )

、

5

.

0 9 一 5
.
1 1 (I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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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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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

)

、

7 1
(
2 0

)

、

8 1
(
4 5

)

、

8 3
(
2 2

)

、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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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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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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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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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
7

)

、

1 2 3
(

1 0 )

、

1
3 7

(
1

0
)

、

1 3 9 ( 2 )

.

元素分析 :实验值 (% ): C 85
.
10

,

H 13

.

48
;

计算值 (% ): C 85
.
7 1

,

H 1 4

.

2 8

.

2 2 黄色固体 3

熔点 33 ℃
,

分子式 :C
Z
尹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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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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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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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6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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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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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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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谱 M S :m /
z: 5 5(44 )

、

6 9 ( 1 0 0
)

、

8 1 ( 3 4
)

、

8 3 ( 1 5
)

、

9 5
(

1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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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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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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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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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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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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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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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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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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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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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分析
:实验值 (% )

: C 86
.
55

,

H 12

.

97
;

计算值 (t/o ): C 86
.
95

,

H 1 3

.

0 4

.

2. 3 黄色粘稠状液体 4

分子式
:C 3尹

5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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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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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x

(

c
m

一 ’
)
: 3 0 0 0

、

1 7 3 0

、

1 6 4 0

、

1 4 6 0

、

1 3 8 0

、

1 2 3 0

、

1 1 7 0

、

1
0 9 0

、

9 8 5

、

7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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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N M R ( C D C 1
3

)
占(10

一 6

)

:
0

.

6 7 8 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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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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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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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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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2 一 1
.
3 0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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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5 2 一 1
.
7 6 (P

,

Z H
)

、

2

.

0 0 一 2
.
0 5(P

,

S H
)

、

2

.

2 7 一 2
.
3 0 (T

,

Z H
)

.

质谱 M S :m /
z: 55(98)

、

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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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
(
7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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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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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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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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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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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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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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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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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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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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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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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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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7 5

(
4

)

、

1 9 1
(
7

)

、

2 0 7 (
1 3

)

、

2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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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6 7 ( 5
)

、

2 8 1
(
1 0 1

)

、

3
5 5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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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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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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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分析
二实验值 (% ): C 82

.
11

,

H 12 .2 9 ;

计算值 (% ): C 82
.
0 5

,

H 一1
.
1 1
.

3 结果讨论

(l)结晶 2

红外光谱在 166 7cm
一 ’
处有 吸收

,

可说明化合物含有 C = C
. ‘

H N
M

R
(C

D
C1 3) 石:0

.
83 一

O
.
8 9( P

,

3 H
) 是甲基质子的信号

,

由于甲基峰受烯氢质子的远程偶合作用变成多重峰 ;1
.
17 一 1

,

25

(q

,

2 0 H ) 显示烷烃氢质子
,

1

.

97
一 2

.
17(q

,

6 H
) 是连结双键碳上 甲基质子信号

,

5

.

09

一 5
.
1 1 ( I H )

表示有烯氢质子
.
质谱 M S (m /

z
)5 5(50)

、

6 9 ( 1 0 0
) 说明可能存在

C

C 一C一 C一C 一 C
111(7) 可以推知是 6 号碳上连有 甲基

,

5 7 ( 3 8) 表示有 C 一C一C 一 碎 片
,

结合元素分析及

IR
、 ‘

H N
M

R 可 以确定结晶 2 为金合欢烯
,

其结构式为

(2 )黄色固体 3 IR
,

m
a x

(

c

m

一 ’
)
1 6 6 7 说明化合物含有 C 二 C

. ‘
H N

M
R

(
C D C 1

3

) j (
1 0

一 6

)

:
0

.

8 9

一 0
.
9 4 (P

,

3 H
) 表示 受双键的影 响

,

甲基的质子裂分为多重峰
,

1

.

17 一 1
.
2 5 (S H )为烷 烃氢的

信 号
,

1

.

9 5 一 2
.
17 (p

,

6 H
) 为偕二 甲基质子信号

,

5

.

0 8 一5
.
14 (p

,

Z H
) 为烯氢质子

.
质谱 M S

:6 9(100 )

为基峰
,

应有 C
SH g碎片

,

这可能为双烯丙裂解产生的异戊烯基离子{
’]

,

主要峰间隔 14 质量单

位
,

可以推测为 一 C H Z
,

综合各波谱数据可初步推断该化合物是降胡萝 卜素
.

(3 )黄 色 粘 稠 液 体 4 相 对 分 子 量 468
,

分 子 式 C3
2H 5夕

2. IR
,

m
。、

(c m

一 ’
): ! 7 30 为



一O 一 C一 O\ 、
1 6 4 0 为 C = C

. ‘

H N M
R

(
C D C 1

3

”(10
一 6

)
:

1

.

2 4 一 1
.
30 (p

,

2 4 H ) 呈 包 峰
,

具

C H 3

有四环 街族化合物特征峰
,

可 以推想是四环 幽体化合物
,

1

.

52
~ 1

.

7
6( P, 2H ) 为 与双键相 连 的

饱和碳上的氢的峰
.
2
.
27 一 2

.
30 (T

,

Z H
) 应归属于与双键相连的碳上的氢

.
4
.
6

、

5

.

1 2

、

5

.

36
为烯

氢质子
.
质谱

:
69 (100 )揭示有异戊烯基碎片

.
综上所述

,

可推测为羊毛街醇乙 酸醋
,

其结构式为

份CH3CO

致谢 实脸用植物 由广州中医药大学提供
,

广州中医 药大学赖 小平讲师鉴定样 品种属
.

元素分析
,

核磁共振谱由广州化学研究所测试中心刚定
,

质谱由中山 大学测试中心测定
,

红外

光谱由华南师范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测定
.
实验过程得到华南师范大学化学系曾和平 副教授的

指导帮助
,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主要参考文献

1 郭跃伟
,

程培元
.
香茶菜属二菇的光谱特征

.
中草药

,

19 91

,

2 2
( 8):

3 71

2 杨学俭等
.
蓝曹香茶菜微量元素的测定

.
中国中药杂志

,

1 9
90

,

1 5
( 7): 42 (

4 2
6)

3 王惠芳等
.
龟叶草抗炎作用的实验研究

.
药学情报通讯

,

19 92

,

1 0
( 4)

:《总 254)

4 张春芬等
.
香茶菜类药物体内抗菌作用研究

.
济南医学院学报

,

1 9
92

,

1 5
( 1):

11

5 丛浦珠编
.
质谱学在天然有机化合物中的应用

.
科学出版社

,

19 87
.6 1 2

,

7
23

A S T U D Y O N T H E C H E
M

I C A L C O
M

P O S I T I O N O F R A B D O S I A

A

M

E T H y S

TO
ID

E S 毋E N T H )

She Zuoyuan

D ePt
.of Chemistry, S h

a n t o u
E d

u e a t i
o n I

n s t it
u

te

,

S h
a n t o u

5 1 5 0 0 0

,

Ch

i
n a

A b
s

t
r a e

t S

e v e n e
h

e

m i ca l
e o

m P

o u n
d

s a r e e x
t

r a e t e
d fr

o

m l
e a v e s a n

d
s t e

ms

o

f R

a

b d

o s
i

a

a n , e t l
:
y

s t o i d
e s

( B
e n t h )

.

B y s P e ct
r u

m
a n a l y s i s a n d e l e

me

n t a n a l y s i s
,

t h
r e e o

f t h
e

m

a r e

i d
e n t

i fi
e

d t
o

b
e a c a c

i
a 一 o le fi n

,

d
e

g
r a

d
a

t i
o n 一 la ro te n e a n d la n o ster o l

一
a

ee
t a t e

.

K
e
y w

o r
d
s

R
a

b d
o s

i
a a

m
e t

h y
s t o i d

e s

( B
e n t h )

; a e a e
i
a 一 o le fi n : d eg ra d a tio n 一 ca ro te n e :

la n o ster o l一 a Ce ta te

【本文责任编辑 黄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