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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酱科�! ∀ #∃%&∀ ”∀ ∋ ∃∀ ∃
 包含 () 属 约 ∗ + +

种
〔(〕。

大多分布于北温带
。

我国约有 ) 属 ∗ ,

种
。

−∀ . / 0 ##∃ 和 1 . 2 #∃ % 〔, ,
曾将囊苞花属 �介萝

34 56 7∃2 翻  归属败酱科
,

而现今多数学者将该

属划归川续断科 �8 动
9∀ ‘∃∀ ∃ 

。

败酱科各 属 之

间一向具有明确的界限和位置
。

但在各个种间

区分困难
,

尤以甘松属�: 沈%/ 09 7∀∋ 匆
、 8 −

;

 为

最
〔)〕。

由于生境类型多样
,

引起植物体变化极

大
,

而这种变化几乎是连续的
,

彼此之间找不 出

任何一对相关的恒定特征足 以与另一 种区 别
。

从干早的云南松疏林
,

直到高山杜鹃灌丛
,

草

地
,

甚至冰川雪地
,

植物体都有连续分布
,

在这

样多样化生境条件下
,

植物体高度从 ) < < 开

始延续至 =+ < < 以上 > 叶片形状可以由车前 叶

状的广披针型逐渐向线形型过渡 > 花冠长度由

)
;

9 < < 延续至 触 < <
,

颜色有白色
,

淡红到紫

色等多种
。

中间有许多过渡类型
,

单凭植物体

外部特征难以区别属内种类
。

从该属花粉和染

色体亦不易区别
。

因此一般总是借助于地理分

布与生境差异进行划分
。

根据吴征锰教授
“

论

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间题
” 〔‘, ,

甘松是典型的中

国喜马拉雅区系成分之一
,

可 以认为横断山脉

地区的丽江
、

中甸
、

德钦一带是甘松属的发源

地和现代分布中心
。

该中心区�, )+ +?  , ≅ + +?

) Α 0+� ? ∗ ) + + 米地段
,

广泛分布着植株较高大

的大花甘松 �:
;

2。 , 礴价5% ∀ 8 −
;

 > 而甘松香

�:
;

 ’∀ 7∀ , ∀。萝8 −
;

 则主要分布在西南面海拔

) ) + +? ) = + + 米较湿润的山区
,

特别是碧江
、

腾

冲等地
,

并一直向西延伸至喜马拉雅 山区南麓

的 印度 和 尼 泊尔地 区 > 甘 松 �:
;

∋ Β乞”尸”Α (Α

Χ ∀ 7∀ #Δ.  则分布于该区东北面海拔 )Α + +? ∗ ) + +

米高寒地段
,

主产于四川甘孜
·

阿坝地区
。

败酱科植物供药用的颇多
,

一般具有强壮
、

镇静
、

解痉
、

降压
、

健胃
、

消炎和解毒作用
〔)

,

Α〕。

甘松属和撷草属还可作为香料
,

常用的有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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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松 �包括

甘松属各种 和蜘蛛香 �药名马蹄香 均为我国

民间传统中药
。

甘松醋和甘松酮
,

特别适于调

制檀香型
、

玫瑰檀香型和馥奇型等香精
,

并具有

良好的定香作用
〔引

。

属的化学分类依据

迄今为止
,

已从败酱科植物中发现多种化

学成分
,

其中菇类
、

黄酮
、

刀
一谷街醇和异戊酸为

各属所共有
。

菇类化合物的类型
、

黄酮及其贰

类的类型和种类又有很大的差异而成为各个属

的主要化学分类依据 �表 (
,

图一 
。

有 Θ 属植

物 中主要含黄酮及其贰类
、

环烯醚菇及其酷和

贰�! ∀ #∃ Ρ 0 7% Δ∀ 7 ∃ 9 
、

菇类
、

三菇皂贰
、

香豆素
、

酚狡酸及其衍生物
〔Σ , Θ , 和较简单的生 物碱

〔。
,

’。,

等
。

有 Σ 属 ∗Σ 种植物发现黄酮
,

包含黄酮的 (

个基本骨架的 邓 种化合物
仁Σ

,

” 一’”, 。 环烯 醚菇

发现在 ∗ 属 (≅ 种植物中
,

包含环烯醚菇的一个

基本骨架�= 个类型  的 ,≅ 种化合物
〔Α

,

’∗ , ( Α )。

猪

类发现在 ) 属 加 种植物中
,

包含单菇
、

倍半菇

的 )( 个基本骨架的 == 种化合 物
% #∃一 工的

。

三 菇

皂贰发现在 ( 属 Α 种植物中
,

包含 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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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我国产败修科各属的主要化学成分

败酱属 Υ甘松属 颧草属

,宝

吵多谭
种

二

幸竺墨书子 ς一
ΩΩ ΩΩ ΩΩ

ΩΩ#—%—Υ
几卜 星套竺那兀 #ΩΩ ΩΩ

十

Υ Υ
Ξ
Υ
“

·

坏蹄醚菇 ΥΩΩ ΩΩ Υ ΥΩΩ ΩΩ ΩΩ ΩΩ ΩΩ 十

墓华粤翼一
一

, ς上
Ψ

一 ς—Υ
Ψ

—旦 Υ ∗
;

并峡 喃妍杳豆素 Υ Υ什 #
且 Υ

Ξ Ξ ;

Ξ Ξ
Ξ

( Υ Υ

叁牛牛旦奖黔箕里矍ς—
一
Υ兰一Υ

—ΥΖ “
·

与咒铃沉 ς ΥΩΩΩ
Ω Ω Ω Ω Ω

ς
⋯一

Σ
·

冲
Β竺##∀.

”

Υ 4ΩΩΩ Υ
Υ二

Θ
·

厂番杳沉 [ &
Ω Ω

Υ
倍
Υ三兰里塑巴一Ψ [

—
Υ兰Ψ一Υ

—#开 ( +
;

甘松酸 Υ (Ω (
# 川 、 一

ς ( (

个价
·

申
;

卉银毛娜卒
图 ( 败酱科各属主要化学成分的部分结构式

Τ

薄石丁瓜瓜尸一一产—
一 ς丁一一 Δ

—
(凉ς 孟 几 ·

, 灿万心 ( (
「

#
Ψ 二

Ξ
#

Ξ
#

Ξ
#

—
无

, 。 一二‘ ; ( ς上 4

』兰二二竺二竺兰Ψ 一Υ——
Υ二一一 Υ

Ξ
单

, 。
, 二 , ” ( Υ #

‘
?

三二兰兰竺兰兰一一Υ一Ψ
一—

Υ

—三 (∗
·

日撷草素 Υ Υ ΥΩΩ
十

(Α
;

丁香烷

(=
;

喇叭茶醇

(Σ
;

香木兰烷
环 (Θ

;

橄榄烷

(≅
;

颧草烷

一 ,+
;

异撷草烷
, (

;

愈创烷
环 ,Τ

;

佛木烷  
Ω

Υ

山奈酚

, )
。 ;

异鼠李黄素
, )。

;

木犀草素

邓
。 ;

洋芫姜黄素

,)
,

;

刺槐素

, )二 芹菜素

, ) 、
;

蒙花试异戊酸醋

Ω

十Ω Ω

Ω Ω

十十十Ω

Ω

型的一个基本骨架的 (Θ 种化合物
。

其 中黄酮

类早已被用作讨论该科系统分类中亲缘关系的

化学特 征
。

∴ %∃ 2∃% 等 于 ( ≅ Σ ( 年就 报道 败 酱

属
,

甘松属
,

撷草属
,

− ∃耐 , ∀才Β , 9 ,

3#
∃ ∃7%]; %‘9

,

Κ∃ /7’∀ 和 ! “#∃ %7’“, ∃## ∀ Σ 属植物中的 黄酮 与分

类的关系
仁川

,

有助于认识植物的种和 系统发

育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

广泛被认为在化学生源

后期形成的 = 一经基木犀草素
〔‘幻 ,

同样 出现 在

败酱科系统排列于最后的一个属 ! ∀# ∃% #’∀ 柳 #翻

中
,

提示某些黄酮化合物的生源显示出与植物

系统演化的一致性
。

败酱属 �3∀7 厅”7’∀  主要含齐墩果贰元和常

春藤贰元组成的三菇皂贰
,

其次是化学结构较

简单的环烯醚菇贰和香豆素贰
。

败酱属含的黄

酮类化合物主要为化学生源较 原 始的搬皮 素

�⊥Π ∃ % ∃ ∃ 7Δ.  
,

山奈酚 �_ ∀ ∃ < 3&∃ % 0 # 和异鼠李黄

素 �490% Β∀ < . ∃7 Δ.  
。

甘松属主要含倍半菇类的

马兜铃烷�⎯% Δ970 #∀. ∃  
,

甘松酮 �: ∀ % / 0 9Δ. 0 .∃  
,

9∃比∃ ##∀ . ∃ ,

广霍香烷 �3∀ 7∃Β 0 Π #∀ . ∃  
,

甘松酸

�Η
∀ 7∀ < ∀9 Δ∃ ∀ ∃ Δ/  和榄烷�1 #∃< ∀ . ∃  

,

尤 以化学

生源后期出现的马兜铃烷最多
。

其次是香豆素

类的异吠喃骄香豆素 �490 &Π % 0 ∃0

Π<
∀ % Δ.  和 Σ ,

Θ 一毗喃骄香豆 素 �Σ
,

Θ甲α % ∀ . ∃0 Π < ∀ . % Γ.  
。

黄

酮类中
,

有较败酱属中更为进 化的木犀 草 素

�Ε Π 7∃ 0 #Δ.  
,

洋芫姜黄素�8 Δ0 9< ∃ 7 Δ.  和刺槐素

�⎯∋∀ ∋∃ 7Δ .  
。

撷草属主要含环烯 醚菇 的醋 租

贰
,

倍半菇类的撷草烷�! ∀ #∃ % Δ∀ . ∃  
,

异撷草烷
,

愈创烷�⊥Π ∀ Δ∀ . ∃
 

,

日颗草素�_ ∃ 99 ∀ . ∃  和甜没

药烷�Χ Δ9∀ϑ 0 #∀ . ∃  及多种黄酮
。

属内的化学分类

败酱科植物各属中的不同种
,

又 以它们所

含菇类
、

黄酮和贰等化合物的基本骨架不同
,

碳

一 , + 一



原子上各 自带有的基团亦不 同
。

贰元可根据连

接的糖的种类 �主要是召
一8

一

葡萄糖
、

阿拉 伯

糖
,

木质糖和鼠李糖 
,

数目�(? 多个 以及糖联

接于贰元上的位置和方式的不同
,

而得以区别
。

败酱属中的败酱
、

白花败酱和中败酱 「3;

艺”7己尹哪∃/ (’∀ �β
0 % .

;

 χ ∃7 Α
;

Ι和西北利亚败酱

Φ3
·

“厉厅∋∀ �Ε Δ. .;  ΗΠ9
9

;

〕均含 三菇皂贰�表

, 
。

败酱主要含 Σ 个齐墩果贰元和 , 个常春藤

贰元组成的贰
,

含一个较简单的糖连接在 (( 位

碳的环烯醚菇贰�图二 (= 
。

异戊酸的存在 构

成该种的特殊酱嗅味
。

白花败酱主要含三种环

烯醚褚贰�图二 (Σ
, ( ≅ 

,

一种贰的糖接于 . 位

碳
,

另两种贰的糖接于 ( 位碳上
。

中败酱含特

有的香豆素贰元�) 或 ∗ 一甲基
一Σ 一轻基

一 ) , ∗ 一二

氢香豆素 和 Α 种齐墩果贰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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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败酱属环烯醚菇试的结构式

表 , 败酱属种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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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和 − 
,

是其显著特点
。

甘松属有三种主要含倍半掂类 �表 ) 
,

以

马兜铃烷型最发达 �表 ∗ ,

图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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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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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甘松属的马兜铃烷型化合物 表 Α 缘草属种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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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表明该种清楚的化学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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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显示

与中国种的极大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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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ς 种植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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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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