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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3,1 ,∗ ” 4 . 34 . 3,5

6 1 。沉 �7 ,+ 8 63! 2 9∋6( 1 + 〕的甲醉提取物中
,

分离出一个由体生物喊贰 :

太白米贰 甲
,

其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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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甲醇粗提物 中
,

还有游离的龙葵胺 �;∗ 3( + ,< ,+ 6  
。

太白米
,

学名假百合 �入厂∗ ∋2 ∗ 3,1 ,∗ + 4 . 34 。355
6 1 ∗ + ! �7 ,+ 8 6 3;2  9 ∋6 ( 1 +  

,

别名玉米

珠
,

满天星
。

为百合科 假百合属植物
,

分布在我国秦岭到西南部高山地区
。

在陕西为名

贵药物
,

药用小鳞茎
,

因主产太白山
,

故称太白米
。

在治疗 胃腹胀痛
,

呕吐
,

咳嗽
,

祛

痰
,

镇痛
,

宽胸利气
,

胃溃疡病症方面有一定疗效
,  

。

假百合属的化学成分国外未见报道
。

国内张振杰等3 通过预试
,

谓含有 菌休皂戒和

生物碱等
。

本文报告我们对太白米的部分化学研究结果
。

太白米的甲醇提取物
,

以 Χ Δ盐酸 甲醇水解
,

水解物经硅胶柱层析
,

分离到两个菌

体生物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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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龙葵胺一致 &�〕
。 ’#

Γ 0 ΙΜ 化学位移数

据与 Μ
∃

Μ ( < 6 8 3,( 指定的龙葵胺亦相符 〔∀〕
。

据此可认为碱甲是龙葵胺 �9 〕3( + ,< ,+ 6 
。

碱乙 Λ 以丙酮结晶为针状结 晶 > ? ∀ Ν Χ一 ∀Ν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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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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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有共扼双键存在
。

ΛΜ 无径

基吸收
,

仅有双键 �∀ Ν # =一 ∀Χ Χ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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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有 # , Χ 一二烯存在
。

从而证明碱 乙与 ϑ
∃

Ι ,∋ ; . 2( ;2,〔#〕分离龙葵胺时
,

得到的 ; 〕3( + ∋21 6 + 6

相符
,

为碱 甲 � Λ  的 # 位脱水产物 � Λ  
。

由于幽体生物碱试
,

在酸水解时
,

较易形

成少量的 # 位脱水产物〔≅一”〕
。

因此
,

碱乙可能是在工作中形成
,

而非天然产物
。

甲醇粗提物直接经硅胶多次层析
,

得太白米贰甲 ∀ > ? ≅ Φ∀ 一 ≅ Φ �∗ Γ
。

根据元素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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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醚键 �∀ = ≅Ο
, ∀ = � Ο & >

一 ’ 
。

贰 甲经 Χ Δ盐酸甲醇水解
,

在纸层析上示有鼠李糖和葡萄

糖
。

贰元与 Λ 的熔点
,

ς 7 Γ 一致
,

太白米试甲的全乙酥化物 > ? ∀� Ο一 ∀ Χ∀ ∗&
。 ∀
℃ 0 ΙΜ

示有两分子葡萄糖和一分子鼠李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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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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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Γ 0 Ι Μ 与 Λ 完全一致

。

龙葵胺类型的街体生物碱贰
,

主要分布于茄科植物中
,

在单子叶植物中
,

迄今仅见

于百合科的黎芦属 �Υ 6 1 ( ∋ 1 . >  盗
∃ ,

贝母属 �Ζ 1 ,∋,33( 1 ,(  〔#一�〕和 Μ 2 ,+ ∗ ? 6 ∋( 3. > 属〔Ν〕植

物中
。

假百合属植物 中存在此类成分系我们首次报道
。 一

按目前公认的百合科分 类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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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来的菌休生物喊砍

∀ Μ ∃ ϑ

Ν ,

Γ万
!
Κ ϑ

ΛΥ Μ , % !

⎯ ‘

广
。

丫
皿 Μ

二
、 Κ分 Η ∃

““

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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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7户+

�如哈钦松系统 
,

假百合属与贝母属和百合属 �7, 3,. >  同归于百合族 �7, 2 6“ 中
,

而蔡芦属则属于葵芦族 �Υ 61 (∋ 1&( 6 
。

一般认为
,

假百合属与百合属有很密切的亲缘关

系
。

从现在报道的化学成分看
,

假百合属与百合属的亲缘关系
,

似乎不如与幸芦属
、

贝

姆属和 Μ 2, +
叩6∋ (3 . > 属那样密切

。

如果考虑到假百合属地下部分的形态与百合属差别

较大
,

而在进化上与蔡芦属
,

贝母属更有密切的联系
, ‘

同日释葵胺类 幽体生物碱在生源

合成上是葵芦属
、

贝母属等特有的 Γ≅
,

异 衡体生物碱合成的前体闭
。

似可考虑将假百

合属
,

贝母属和 Μ 2,+ 叩6∋ (3 . > 属与蔡芦属联系成一个更自然的亲密类群
。

显然这一有

趣问题的阐明
,

还有待于大量深入的工作
。

实 验 部 分

核磁共振谱用 α ϑ 一 Σ =
⎯

核磁共振波谱仪
。

溶剂
! ’ϑ 0 Ι Μ �Γ Α Γ Λ!  

、 ’#
Γ 0 Ι Μ

�Γ
、
Α

。
0  

,
ς Ι 9 为内标

,

红外光谱用 ΛΜ 一 � Χ = 型红外光谱仪
。

紫外光谱用 Τ Υ 一 ≅ ∀ = %

型紫外光谱仪
。

熔点用微量熔点仪测定 �未校正  
。

ς 7 Γ 用青岛产薄层硅胶 Ω
。

柱层

析
,

用上海五四农场产 ∀ = =一≅ = = 目硅胶
。

显色剂为 ≅ = Δ 的 ϑ
!
Χ =

‘

和改 良的 Α 1 ∗ 8 6 + < ∗ 1 55

试剂
。

粗伏的提取 太白米 ∀妙。克采集于陕西太白山
,

粉碎后
,

先用石油醚 �Ν= 一 Σ =∗ Γ 提

取 �# β ≅ = = = > 3 
,

再用乙醉乙醋提取 �≅ β ≅ = = = > 3 
,

最后用 甲醇提取 �� β ≅ = = = > 3 
,

减压回收甲醇
,

浓缩至干
,

、

多淡黄色粉末物 ’�=克
,

得率
∃

笋生药的 Φ 一 ” Δ
。

碱甲 � Λ  和碱乙 � Λ  的分离 甲醉粗提物∀ =克 !
‘

用 Χ Δ ϑ Γ Λ一Ι 6Κ ϑ �� ∗> 3 
,

在水浴上回流 � 小时
,

加水 ≅= > 3
,

减压蒸出甲醉
,

用盆仿提取 ‘Χ β ∀= > 3 
, 1

水洗级仿

层到中性
,

无水硫酸钠干操
,

减压回收扳仿
,

得棕色物 ≅ 克
,

硅胶Ο= 克柱层析分离
,

石

油醚一丙酮洗脱
。

收集石油醉
一丙酮 �∀ = = , Χ一∀””! ∀=  饰脱部分

,

用丙酮多次重结晶
,

得碱甲 � Λ  针状结晶 Σ = = , 8 ,
> ? ≅ ∀ �一≅ ∀Φ

Κ

Γ  〔( 〕冬,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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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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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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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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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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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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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石油醚
一
丙酮 �∀ = = ! #一 ∀ = = ! 一∗ 洗脱部分

。

用丙酮重

结晶
,

得 � Λ  针状结晶 > ? ∀ Ν Χ一 ∀ Ν Φ ∗

Γ
,

〔(贻
∗ 一 �

=

�Γ Θ =
∃

= # 氯仿  
。

元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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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 Ο Χ
∃

∀Ν ϑ ∀ ∀
∃

# =
。 ‘ϑ 0 Ι Μ

�乙 =
∃

Χ Χ �#ϑ
,

<
,

Π Θ Φ ϑ Ρ ≅ Φ 一Γ ϑ
#

 
, =

∃

Ο Σ �#ϑ
, ; , ≅ Χ 一Γϑ

;

 
, ≅

∃

= ∀ �#ϑ
,

<
,

Π二 Φ ϑ Ρ , ≅ ∀ 一Γϑ
#

 
, ∀

∃

= Ν �#ϑ
, ; , ∀Σ 一Γ ϑ

#

 
, Χ

∃

� = �Λϑ
, > ,

Γ
。一ϑ  

, Χ
∃

Χ Φ �,ϑ
,

>
,

Γ
# 一ϑ  

, Χ
∃

Σ = �Λϑ
,

<
,

Π Θ ∀ ≅ ϑ Ρ  
。

ΛΜ Β
奈5二∀ Ν # =一 ∀Χ Ο = 6 >

一 ’

�Γ Θ Γ  
。

Τ Υ 入蠢留严

≅ ≅ Ο
∃

Χ �。 ∀ Φ � = =  
, ≅ # Χ

∃

Χ �。 ≅ ≅ Χ = =  
,

≅ � ≅ + > �6 ≅ ∀ Χ= =  

� Λ  的乙酞化物 �3Υ  � Λ  ≅ = > 8 ,

常法乙酞化
。

甲醇重结晶
,

得 �Ζ  
,

> ? ≅ ∀≅一 Ε , �
∗

Γ
,

元素分析
,

Γ ! 6
ϑ

‘9
0 Κ

Ε ,

计算值 �Δ  
,

Γ Φ Σ
∃

∀ ,
ϑ ∀ =

∃

Ν
,

实测值

�Δ 
,

Γ Φ Σ
∃

Φ ,

ϑ ∀ =
∃

Χ
。

ΛΜ Β

奈念 ∀Φ � = , ∀ ≅ = = 6 >
一 ‘

�Κ% 6  
。 ‘ϑ 0 Ι Μ

, =
∃

Χ ≅ �#ϑ
,

<
,

Π二 Χ
∃

Χ ϑ Ρ , ≅ Φ 一Γϑ
#

 
, =

∃

Ο Χ �#ϑ
, ; , ∀ Ο一Γϑ

#

 
, =

∃

Σ ≅ �#ϑ
,

<
,

Π Θ Ν ϑ Ρ , ≅ ∀ 一Γϑ
#

 
,

∀
∃

= # �#ϑ
, ; , ∀ Σ 一Γϑ

#

 
, ≅

∃

= # �#ϑ
, ; ,

Κ % 6  
, �

∃

Ν = �Λϑ
, > ,

Γ
# 一 ( ϑ  

, Χ
∃

� = �,ϑ
∴

>
,

Γ
。一ϑ  

�3  的分离 甲醇粗提物≅= 克
,

用 Φ Δ醋酸溶后过滤
,

滤液用氨水调到 ? ϑ Θ ∀=’

室温静置过夜
,

有沉淀析出
,

用离心机收集沉淀物
,

得 Χ 克
。

硅胶 �∀= = =克  柱层析分

离
,

氯仿
一甲醇洗脱

。

收集氯仿
一甲醇 �∀ = = !

#= 一 ∀ ==
! Χ= 洗脱部分

,

得 ∀ 克
,

再行硅

胶柱层析
,
乙酸乙醋

一乙醇洗脱
,

收集乙酸乙醋
一乙醇 � # ! ≅  洗脱部分

,

用甲醇多次

重结晶
,

得 �Λ  ∀≅ = > 8 为针状结晶
。

ς 7 Γ �展开剂
,

氯仿
一甲醇

一
水为 Φ ! # ! ∀  

,

为一个斑点! 巴Μ 5⎯ 值。
∃

≅ Χ
。

> ? ≅ Φ ∀一 ≅ Φ �
·

6 ,

〔。〕五
” 一 Φ

。

�6 一 =
∃

= � 毗吮 
。

元素分析
,

Γ ‘。ϑ
Φ #
0 Κ

! 。 ·

; 音ϑ
!
Κ

,

计算值 �Δ  
,

Γ Ν =
∃

= � ,

ϑ Ο
∃

# Ο : 实测值 �Δ  
,

Γ Ν =
∃

≅ Ο ,

ϑ Χ
∃

� Χ
。

ΛΜ Β
票公

‘# � ==一 # Χ = = �Κ ϑ  一Ν � =一 ∀Ν Χ= �Γ Θ Γ  
, ≅ = ≅ Ο , ∀ = � Ο 6 >

一 ‘ �Γ一Κ  
。

!
ϑ 0 Ι Μ =

∃

Χ � �#ϑ
,

<
,

Π Θ Φ ϑ Ρ , ≅ Φ 一Γϑ
#

 
, =

∃

Σ # �# ϑ
, 9 , ∀ Ο 一Γϑ # 

, =
∃

Σ Ν �#ϑ
,

<
,

Π Θ Φ ϑ Ρ , ≅ ∀一Γϑ
#

 
, ∀

∃

= Χ �;ϑ
, ; ,

∀ Σ一Γϑ
#

 
, ∀

∃

Φ Ν �#ϑ
,

<
,

ΠΘ Ν
∃

Χ ϑ Ρ ,

Μ 2(

Γ
。一Γ ϑ

;

 
, Χ

∃

∀Φ �Ρϑ
,

<
,

Π Θ Φ
∃

Χ ϑ Ρ Ω 3. Γ
, “一 ϑ  

, Ν
∃

≅ Χ �Λϑ
, ; ,

Μ 2( Γ Ρ 尹一ϑ  

‘“
Γ 0 Ι Μ 见表 ∀

。

�Λ  的水解 �Λ  ≅ = > 8 ,

用 Χ Δ ϑ Γ Λ一Ι 6Κ ϑ 在水浴上回 流 ≅ 小 时
,

加 水
∀

∃

Χ > 3
,

蒸出甲醇
,

用氯仿提取 �Χ β � > 3 
,

水洗氯仿层到中性
,

无水硫酸钠干燥
,

回履绒仿
,

丙酮中得针状结晶
, > ? ≅ ∀。一 ≅ ∀ ≅℃

,

ς 7 Γ 与 � Λ  一致
。

水层用 % 8 Γ Κ
#

中和
,

除去沉淀
,

浓缩至干
,

用 α 2 (∋ 61 > (+ 0 Κ
∃

∀
∃

滤纸层析
,

溶剂正丁 醇
一醋酸

一
水

� � ! , ! Χ  
,

葡萄糖 Μ 5 值 =
∃

= Σ ,

鼠李糖 =
∃

≅ ≅
。

∀ ≅ = > 8 ,

常法乙酞化
。

丙酮结晶
,

得 Λ 全乙酞化物
, 。? ∀ � Χ一 , ;Ρ

∗

6 ,

ΛΜ Β
盔吕护

‘∀ Φ � Χ , ∀ ≅ ∀= �Κ % 6 
,

∀= # Χ 6 >
一 ‘

�Γ一Κ  
。

甲醉粗提物 中游离的 � Λ  分离 甲醇粗提物 Ο= 克
,

硅胶 �� = = =克  柱层析分离
,

氯仿
一甲醇洗脱

。

收集氯仿洗脱部分Χ= = > 8 ,

再用中性氧化铝 �∀= 克 柱层析
,

石油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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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酮洗脱
,

得 � Λ  ∀= = > 8
,

丙酮结晶 > ? ≅ ≅ �一Ε Ρ Φ
Κ

6 ,

ς 7 Γ
,

ΛΜ 均和 � Λ  相同
。

致谢 ! 本 室仪器分析组 进行元素分析
,

核磁共振
、

红外和紫外光谱侧定 杨崇仁
∃

杨仁洲同志进行 了有益的讨

论
∃

均致 以谢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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