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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云南民间草药黄草 乌 6∀ 0 , 8 9:; 1 / 9−1 , < < 9= 8 ; 1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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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同一层析柱上分到的另两个乌头碱型胺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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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为新胺醇
,

命名为黄草乌碱丁 6+ 9−1 , < < 9= 8 98 0 Α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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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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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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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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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
,

黄草乌碱乙的化学结构应与
。。Υ 0 , Γ等  ! 年从多根乌头 6∀

.

ς = < = ς , −9; 1 7中分到的ς= < = ς , −98 0一致〔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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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 −98 0的‘Δ#ΗΚ谱比较

,

其 乙值指定如下 6Ξ Ξ 1 7〔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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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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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在高场位置
,

这两个碳的指定均由偏共

振去偶得以证实
,

这样就证明了上述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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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黄草乌碱丁的化学结构可推定为 6+ 7
。 ’Δ# Η Κ 谱进一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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