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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多年来对此属植物调查的结果
,

在云南已 发现

二十多个新种和新变种植物
。

昆明植物园进行了引

种驯化研究
。

目前这一属植物化学成分除罗锅底外

还未见文献记载
。

我们收集了云贵川三省雪胆属植

物计三十五个样品
,

约二十一种植物
,

作了化学成

分的分离提取
,

将 四环三菇葫芦素类及五环三菇皂

贰元应用纸层析及薄板层析进行了比较
。

大体上可

划分为四个化学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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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酸乙醋提取物
,

薄层检查
,

斑点特异
,

因此对它

进行了深入研究
。

结果有趣的是未发现四环三菇葫

芦素的存在
。

而是五环三菇皂贰及其皂贰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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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武元是齐墩果酸 # 8 ∃
。

皂贰

水解所得主要贰元也是齐墩果酸和一微量合欢酸 #Β ∃
,

其结构如图
。

#8 ∃ 在该属植

物中还是首次得到
,

得率为十万分之五
。

实 验

植物地下茎磨碎干粉 ∋ ( Υ ∗克用乙醇提取
。

回收 乙醇后加适量水
,

石油醚脱脂后用乙

酸乙醋提取得 #∋ ∃
。

所余水液用正丁醇提取得贰
。

经丙酮纯化以 ∀ ς稀盆酸甲醉液水

解得粗贰元
。

经氧化铝
,

硅胶柱层析
,

分离得武元 # ∋ ∃ 和 # 8 ∃
。

皂贰得率为植物干

重的∋∗ ς
,

游离戒元为 ∋ , ∀ ς
。

雌雄株比较成分一样
,

但雄株含量略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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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化合物同已知齐墩果酸核对
,

颜色反应
,

>Ι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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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一致
。

混合熔点
,

乙

醋混合熔点均不显下降
。

皂试水解所得主要戒元 8证明与齐墩果酸同一
,

所有数据从略
。

# 8 ∃ 合欢酸
%

皂试水解所得试元
,

经柱层析分离所得
,

丙酮熔解
,

加入二氯 甲烷

放置结晶
,

继用丙酮重结晶
,

熔点∀ ∗& 一∀ ∗( ,9
,

白色针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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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小于 # 8 ∃ 知极性比 # 8 ∃ 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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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图与 # 8 ∃ 很相似
,

仅指纹区有微小差异
。

由∋ ∀ & &一∋ ∀ Γ )及 ∋ )选&一 ∋ & ∀ ∗的特征区城判断 #8 ∃ 具 # 8 ∃ 的基本骨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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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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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

可见化合物 # 8 ∃ 比 # 8 ∃

分子 内多一个以5 3基存在的氧原子
。

由Ψ ∴ ∋ΥΞ 的碎片推断
,

这个氧只可能存在 ∋ &
、

∋Ξ

及)) 位上
。

∋& 位存在经基还未见文献记载
。

合欢酸 甲酷
%

取 # 8 ∃ ∋& 毫克
,

用干燥丙酮加氢氧化钾和碘甲烷
。

水浴加热甲基

化
。

产物用稀乙醇重结晶
,

李伯曼试剂呈淡紫色
,

薄层检查为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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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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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氢核化学位移与文献值基

本相符〔& 〕
。

这样把微量式元 #8 ∃ 判定为合欢酸
,

在 ∋Ξ 位上比齐墩果酸多一个经基
。

雪胆属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

分类
、

引种驯化
、

化学成分等的系统研究都是在吴征

锐教授的领导下进行
,

此外得到周俊
、

杨仁州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

熔点用显微熔点仪测

定
,

温度未经较正
。

红外光谱
,

核磁共振氢谱
,

元素分析均由我所物理仪器组测定
。

质

谱由五七六一一部队协助测定
。

均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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