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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花毛落香茶菜的二菇成分

沈佩琼 孙汉董
,

林中文

∗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

摘要 从疏花毛夸香茶菜叶的乙醚提取物中一共分得七个二菇化合物
,

其中四个经各项

光谱数据证明它们分别为毛曹乙素 ∗ . ,
,

毛曹晶甲 ∗ + ,
,

毛粤晶乙 ∗ 0 ,和冬凌草素 ∗ 3 ,
。

关健词 二菇化合物 , 对映
一
贝壳杉烯 , 疏花毛粤香茶菜 4 毛警乙素 , 毛粤晶甲, 毛 粤

晶乙 , 冬凌草索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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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Χ
≅

Δ %〕在西双版纳州有较广泛的分布
,

尤其以景洪县石灰岩山疏林下为常

见
。

正种植物毛粤香茶菜 ∗9
≅

&< =’# != 夕Α, 经研究〔., + 〕发现了一系列在结构上 和 生

理活性上颇有兴趣的化合物
。

为探讨二者在植物分类学上和生理活性成分上的关系
,

我

们对动腊县小勋裕枚乐山地区产的疏花毛曹香茶菜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
。

提取分离方法如下
− 0 1 2 Ε克疏花毛尊香茶菜干叶用乙醚提取

,

回收 乙醚 得 总 抽 出

物
,

甲醇溶解后用活性炭脱色处理
,

得Φ 1
≅

Φ克唬拍色粘稠状物
,

然后反复进行硅胶柱层

和制备薄层分离
,

先后以石油醚
一
氯仿

,

氯仿
一丙酮进行梯度洗脱和展开

,

一共分得七个

二菇化合物
。

其 中四个化合物经各项波谱数据鉴定
,

分别为毛曹 乙素 ∗&< %# != Γ Α% ∃ ∀ ,

∗ . ,
,

毛粤晶甲 ∗Η ! # & < Γ Ι  ! . , ∗ + ,
,

毛粤晶乙 ∗Η ! # & & <Γ Ι  ! . ∀ , ∗ 0 , 和冬凌草

素 ∗ # < %; # ∃ %∃ , ∗3 ,
,

现将结果报告于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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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Κ以上
,

丙 酮中

得无色针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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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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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曹乙素〔. 〕标品测混合熔点不显示下降
,

各

项光谱数据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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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光

谱数据与标品毛粤晶甲〔+ 〕一致
,

混合熔点亦不显示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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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混合熔点亦不下降
。

本研究Η Τ用Λ #Β =&< 显微测熔仪测定
,
未经校正

。

Μ Ν 用岛津Μ Ν 一Υ .ϑ 型仪测定 , 5尺

用岛津59 一3 Ε ϑ型仪测定 , ‘6 和 ‘“) 7 8 9 用∀ < ( 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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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ς用 ] %∃ ∃ %⊥ ! ∃ Ψ

3 Ε . ϑ型仪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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