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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松叶分泌物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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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滇中和滇西北的云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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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末至次年三月的干燥晴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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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 2 经醋醉和毗咤常法乙酸化得其十一乙酞化物
,

用甲醇重结晶得无色结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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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质谱和

核磁谱数据说明化合物 << 是由二个四乙酞毗喃葡萄糖和一个三乙酞吠喃果糖结合成 的

三糖
。

化合物 2 的熔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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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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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确认化合物 2 为 ς #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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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三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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