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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檀属植物的吲哚类生物碱成分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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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乌檀属植物吲哚类生物碱 的植物资源、骨架结构、波谱学特征及生物活性进行 了阐述，对其吲哚生物碱 

的植物资源进行 了归纳 ，为其开发提供 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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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 草科 乌檀 属植 物 约有 35种 ，分 布 于热 带 亚洲 、非洲 和 

大 洋 洲 。我 国原 产有 药乌 檀 Nauclea D／ cinalis Pierre，产南 

部 。引入栽培品种为乌檀 N．orientalis L．1l 。药乌檀在我国 

又称胆 木 、山熊胆 、熊 胆 树 ，以枝 、干 、皮 人 药 ，且 为乔 木 ，高可 

达 5 m 以上，喜生于高山近顶或半山隐蔽潮湿地带 。药乌檀 

性味苦 、寒，清热解毒 ，消肿止痛。常用于感 冒发热、急性扁桃 

体炎、咽喉炎 、支气管炎、肺炎、泌尿系统感染、肠炎、痢疾 、胆 

囊 炎 的治疗 l2]。在 国外 ，乌 檀属 植 物也 常见 于 民间 用药 ，如产 

于澳 大 利亚 和 印 度 尼西 亚 等 地 的 N．orientalis应 用 于 减 轻 

腹痛及伤 口止痛。。 ；在非洲 中部和西部 N．diderrchii用于 

治疗发 烧 、肠 炎 、胃痛 及 一些 热带 疾病 。 

国外对乌檀属植物生物碱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的报道较 

多 。涉及 近 10个 种 ，共 6O多个 生 物碱 成 分 ，主要是 吲 哚类 生 

物碱 。国外 8O年代中后期 由林茂等人对药乌檀进行了研究 ， 

相 继报 道 了树 干 的胆木 碱 庚 (naucleroside)、胆 木 碱 辛 (nau— 

clecosidine)、胆木碱 壬 (vincoside lactam)、乌檀 碱 (nauceleid— 

ina1)、奎 若 瓦酸 (quinovaic acid)、p一谷 甾 醇 (p—sitostero1)以及 

黄酮类 及 酚类 等化 合物 。到 目前 为止 ，未 见有 与此 相 关 内容 

的综述及研究进展报道 。本文着重从乌檀属植物吲哚生物碱 

成分的植物来源、骨架类型、波谱特征及生物活性进行 阐述。 

1 乌檀 属植 物 吲哚 生物碱 成 分 的植 物资 源 

国外对茜草科近 10种属植物进行 了生物碱 成分的研 

究 。这 些 种 分 别 是 ：Ⅳn“c Pn diderrichii Merr．，N．。l厂／ — 

nah's M err．。 N ． otientalis I⋯ N ． robinsonii M err．， N ． 

subdita (Kortt-,)Steud，N．tenuiflora(Haril)Merr．N．es— 

culenta Merr．，N．1atifolia Smith。N．pobeguinii Merr．， 

N．pobeguinii．。在我国除茜草科乌檀属植物外 。同科其它许 

多属 包 括 新 乌 檀 属 (Neonauclea Merr．)、水 团 花 属 (Adina 

Salish．)、帽 柱 木属 (Mitragyna Korth．)、风箱 树 属 (Cepha— 

lanthus L．)、团花属(A f̂0cP声̂ n A．Rich．)等多种植物都 

含 有与 乌檀属类 似 的吲哚类 生物碱 ，种属 分布 及种数 见表 1。 

表 1 乌 檀属 植 物 生物碱 化学 成分 的植 物 资源 分布 及种 数 

属 名 种 名 种数 产 地 

2 乌檀属植物生物碱类化合物的分类及结构 

国内外 对乌 檀属 植物 近 10个种 的研 究 中 ，发 现 了 41个 

吲哚类生物碱。吲哚类生物碱又根据有无糖苷可分为 2类 ： 

吲哚 生物 碱 、含 苷 吲哚 生物 碱 。其 中绝大 多数 是 吲哚 生物碱 ， 

共 31个 。其 结 构式 见 图 1(1～ 31)；含苷 吲哚 生物 碱有 10种 ， 

其结 构式 见 图 1(32～ 41)。两 类 吲哚类 生 物碱 的来 源及 物理 

数据 见 表 2。 

表 2 化合 物 的物 理数 据 

序号 生物碱 mp (C) _0]D 来源 文献 

1 angustine 283—284 

2 angustidine 309~311 

3 18，1 9-dihydro angustine 

4 3，14一dihydro angustine 

5 3，14，1 8，1 9一tetrahydro angustine 1 67—1 68 A 

6 10 hydroxyangustine A 

7 angustoline 285 31．5(c．1．1 pyridine)A 

8 3．1 4 dihydr0angust01Ine A 

9 naucletine 300 A 

10 parvine 2 93—295 B 

1 1 nauclechine B 

1 2 dec丑rb0meth0xynauclechIne A 

13 naufoline A 

14 1 6-methoxycarbony[naufoline A 

1 5 1 6 methoxycarbony1．18，1 9 dihydro A 

1 6 nauclefine 285—2 9O A 

1 naucxlequiniine 2 91—29 2 C 

18 naucMincine 2 9O一2 91 D 

1 9 naucMoline 270—272 D 

2O naucleidinal 203～205 D 

21 1 7-epimernauc[eidina[ +9 7，7(c 0 085 ETOH) A 

22 naucieonine E 

23 naucleonidine 233～240 C 

24 nauMine 300 A 

25 nauclexine E 

2 6 nauclefidine 307～309 D 

27 nauclederine E 

28 naucledine E 

29 carboline一1一carboxylic acid；me ester E 

30 carboline—1一carboxylic acid~Amide E 

31 naucxlefiline 31 5—31 7．281(cx．0．1．EtoH) E 

32 1O—hydr0xystnct0sam 24 2(cO．43．Me) F 

33 strictosamide 一67．2(cO．53．Me) F 

34 vincosamide 2OO～203 —54．9(cO．24．Me) F 

35 6 一acetylstritosamide 50．5(cO．6 2．Me) F 

36 nauclecoside 310 —14 9(cO．1，Me) D 

37 30 3B carboxyvincoside lactam F 

38 desoxycordit'oline 144—1 4 6 E 

39 desoxycordifolinc acid 2O6—208 45 7(cO 1 2 6．Me) E 

40 cadambine 1 5O A 

41 3a dihydrocadambine 200 A 

注：A Nauclea latifolia．B—N parva．C—N．pobequinii． N Officinalis．E N． 

diderrichii．F—N orientalis 

3 波谱 特征 ‘ 

3．1 紫外 光谱 (UV)：乌檀 属 吲哚 类生 物碱 具有 十 分 明显 的 

吲 哚 环 紫 外 吸 收 峰 ，最 大 吸 收 波 长 为 ：223，270，280和 

289 nm 。 

3．2 红外光谱 (IR)：乌檀属吲哚类生物碱的红外光谱 中，在 

3 220 cm。左右为 1位 NH 的吸收峰 ，1 640 cm 为酰胺羰基 

吸收峰。当 R 为羟基时 ，在 3 150 cm。左右有吸收峰 ，1 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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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R=Me 37．Ri。Rs=H R产 B-glucose -CooH 

39．R=H 

图 1 乌檀属植物生物碱化合物结构式 

有羰基存在(R COOMe or CHO)时，在 1 680 cm。有吸收峰。 

3．3 核磁共氢谱 ( HNMR)：无论是苷类或非苷类乌檀属生 

物碱 ，都 具有 A、B、C 3个 环 (见 图 2)，所 以 HNMR对 鉴定 这 

一

类化合物结构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 HNMR图谱中， 

87．62处存 在 2个 双重 峰 ，为 9，12位 上 的 2个 单 氢 ，87．15～ 

7．44处 为 多 重 峰 ，是 10，ll位 上 的 2个 氢 ；5位 上 的 氢 化 学 

位移 比较 明显 。约 在 84．57左 右 ，是 1个三 重 峰 ；1位 NH 上 

的质 子 出现在 低场 88．68处 8̈ 。苷类 吲 哚生 物碱 除具 备 上 

述 HNMR特征外 ，在高场 33．O7～3．25处存在多重峰，此为 

糖 配 体上 的质 子峰 。 

图 2 生物 碱 基本结 构 

3．{ 质谱(Ms)：乌檀属吲哚生物碱 的质谱特征 比较典型， 

分子离子峰多数先脱氢 ，然后再脱 CH。。当连有羰基、酰基或 

羟基 时 ，脱羰 (减 28；减 29)或脱 羟基 (减 17)。 

4 生物 活性 

乌檀属植物多数具有清热解毒 ，消肿止痛功效 。在我 

国已用 胆木 制成 注射液 ，治疗 钩端 螺旋 体 和上 呼吸 道感 

染 一。体外抑茵实验证明鸟檀属植物的生物碱对金黄葡萄 

0 

HB 

菌、枯草杆菌、大肠杆菌均有抑制作用 ]；研究还发现对抗利 

什原虫、疟原 虫等有很 高的活性 ，其 LC 。。一5~g／mL ；对 

具有治疗肺结核 、肠胃炎、胃痛的 N．1atifolia研究 中，发现 

其对白喉杆菌 、链球菌、金黄葡萄菌、链杆菌 、沙门氏菌、变形 

菌、黑曲霉、乳杆菌、克雷白杆菌、大肠杆菌有很好的抑制作 

用 ]。这些 生 物 活性 的发 现 ，预示 着本 属植 物 及 具有 此 类 生 

物碱其它属植物 的开发价值 ，以及乌檀属生物碱应用于药学 

上 的前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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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科植物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李海霞 ，王 

(1．清华大学 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北京 100084； 

钊 ，刘延泽 

2．河南 中医学院 植化教研室 ，河南 郑州 450008) 

摘 要 ：综述了石榴科植物 中黄酮、鞣质、生物碱 、有机酸等化学成分和其对消化系统、生殖系统的药理作用以及抗 

菌、抗病毒 、抗肿瘤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为全面开发利用石榴科植物提供参考 。 

关键 词 ：石 榴科 ；化学 成 分 ；药理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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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studie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Punicaceae 

LI Hai—xia 一，W ANG Zhao 。LIU Yan—ze 

(1．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Biotechnolog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2．Department of Phytochemistry，Henan College of TCM ，Zhengzhou 450008．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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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科 (Punicaceae)亦称安石榴科 ，全世界共有 l属[石 

榴属(Punica I ．)]，2种，产于地中海至亚洲西部地区。我国 

引入栽培 1种—— 石榴 Punica granaturn L．，在 南北各省 

都有分布。石榴根据花的颜色以及重瓣或单瓣等特征又分为 

若干个栽培变种 ，常见的有 白石榴、重瓣 白石榴、月季石榴、 

黄石榴、玛瑙石榴等 ]。石榴的根、叶、花 、果实 、果皮、种子均 

可入药 。有关本科植物的研究大都集 中在石榴这一种上， 

另一种几乎未见报道。石榴的研究基本上代表了石榴科植物 

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随着分离技术的提高，对其化学成分特别是其中 

鞣质类成分 的研究有 了较大进展 ；随着药理 作用研究 的深 

入，其药理活性也正 目益受到重视 。 

1 化学 成 分 

石榴所含化学成分在其不同部位有所不同。黄酮、鞣质、 

生物碱、有机酸和特殊结构的多元酚在果汁、果皮、叶、树皮 

中的分布各有偏重 ；石榴籽及其它部位则多含甾类 、磷脂 、甘 

油 三酯 等成 分 。 

1．I 黄酮类 ：从石榴 中已分离出的黄酮类化合物有黄酮、黄 

酮醇、花色素、黄烷一3一醇类等 。果汁、果皮含有较多的花色素 

类成分而呈黄、红等颜色，并且果汁中 6种花色素的含量随 

果实成熟程度而增加。在成熟早期，3，5-二葡萄糖苷是主要 

的花色素，其中飞燕草素衍生物是主要成分；在成熟后期．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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