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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云南
、

四川
、

贵州

皆有分布
。

民间常以水煮或酒泡后内服治疗跌打损伤
,

有止痛及补虚
、

止咳作用
。

在研

究它的有效成份时
,

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牛扁碱型二菇生物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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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有拨基和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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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

分子式

展开符合2
, Ψ

二菇生物碱骨架
,

且知淡基及各,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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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所示的叔 甲基皆在骨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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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Υ相应同 类 生 物 碱 为

2 一 +&日甲氧基 〔Τ 〕,

同时由它相对偏 向高场知2 一 + − 和2
一

+Σ 位无氧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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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 说 明2 一 + Σ
、

2 一 . 各有一质子无取代
。

从核磁共振谱观察不到多余的氧取代碳士质子推定次甲二氧基

联于2 一 Υ
、

2 一 / 叔碳
。

剩下环上拨基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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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吸收示其为五元环拨基
,

在骨架 中仅 可 能

存在<环 中的 2一 & 位或2环的2 一+Τ 位
。

核 磁

共振谱中
,

次 甲二氧基两个质子的化学位移

分别为各−
Π

& ,和乙−
Π

+ − ,

这是由 于 受 邻位拨

基各向异性效应引起的结果
。

各−
Π

& ,质 子位

于拨基 二 电子的一侧
,

受反屏蔽效应影响居

于较低场
,

而 乙−
Π

+− 质子偏于拨基平面的上

方
,

受抗磁性磁场的影响在谱中较高场处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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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二“二
。

如果拨基在2 一+Τ 位
,

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

从而推定簇基在2 一 & 位
。

反过来也

说明次甲二氧基必定在2 一 Υ 和2 一 / 位
。

从而知云南翠雀碱为 & 代裁基
一 +0 ! 经基

一 Λ!
、

+& Μ

二 甲氧基
一 Υ 日

、

/ 日次 甲二氧基乌头烷
。

结构式如图 5
。

通过 Ζ 射线对该生物碱晶体进行衍射分析
,

得到的结果 ∋图 5 ) 可以看到
,

生物碱

分子中 环为椅式构型
,

2 一 + 为 ! 甲氧基
,

2 一 0 为日甲基
。

同时2一 Υ
、

2 一 / 为日次甲二氧

基
,

2 一 + 0为 ! 经基
,

2 一+& 为日甲氧基
。

与推定的结构完全一致”
。

另一个主生物碱经鉴定为德素林 Χ ΛΟ#Λ 扭
。

其余两个微量成份待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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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报道的数据
,

分别用 59 一 0 −, 红外光谱仪
,

Φ 3 一., 核磁共振仪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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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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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根粉用碱磨苯浸常法提取生物碱
,

得到的总碱用溶剂分组
,

分成酸性乙醚组分

人
、

酸性抓仿组分∀
、

碱性乙醚组分2
、

碱性抓仿组分Κ 四部分
。

组分2 经氧化铝柱层析
,

乙醚为洗脱剂
,

得到碱一
、

碱二及两个徽量成份
。

碱一的鉴定 碱一为无色棱柱状晶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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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特征的质谱基 峰4
十 一 +− 证 实碱 二 为 德 索 林

Χ ΛΟ# Λ%ΛΛ
ς 〔0 、 “ 、 ”〕

。

其余两个微量成份待定
。

参 考 文 献

〔+ 〕 均
! 了 助

一

4
,

2
·

另
·

∀
·

?!川 双 ς , + ,&。
∗

Ζ “址3 习 刀Μ刀 Μ #月习习万 ς

咖
习! 对皿劝 −

,
− + −

·

〔Τ 〕 2Β ∃ ,

Φ
。

Ζ
Π ,

1
Π

∀ Ι % Δ ! % Ι 。

% , − +
∗

2 Β 价
。

∀ Ι 。 Τ +启
,

Ο , +
Π

〔Σ 〕 ”铂 , 二
伸。

。。二“ ,
人丁

Π

Ι
Π ,

∀
,

人
Π

8 月、。 , / ,

4
Π Π

力
,
界如

, Π

5;
Π

力
3了ς # # Π + , Υ了

∗

Ζ , 二。 ! 。Μ即
。
阳以

# 江Α ! ! ”众 + Σ ,
/ Σ &

。

〔0 二 ? #ΛΛ 士% Ι ,
7

Π

Φ
。 ,

6
Π

3
Π

Η 。三 Β
,

Τ .Υ , ∗
%∃ “

8 Β Λχ ! Λ# %Χ Ο ,
∋9

Π

3
Π

<
。

4 ! ∃ Οχ
,

Χ ) ∴ # Λ
Π

Ι Ξ
,
2Β! Μ  Ι

+
Π

!Χ Δ % ?Ι ΟΟ
,

> δ = # Ι χ
Ρ

〔− 〕 7盆! Ι %
,

∴
。 ,

6
Π

4 ! ∗ %# ∃ ,
+马& ,

∗

2 ! 行 Π

Ω
Π

2 Β 门
Π

Σ吕
,

Τ 0 Σ Σ
Π

〔& 〕 Φ
! ΛΛ Ι ,

ε
Π

9
Π ,

−
Π

Κ
Π

7! Ο ΙΝ
,

Η
Π

<
Π

Η %∃ ∃ α Ι Ψ
, Τ . Υ Σ

∗

? Ι # ς
Π

; 及Λ!
Π

!Χ
Π

7 %
Π

− Σ
,

. Τ
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