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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牛皮消化学成分的研究

木全章 周茜兰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

提要 从西藏牛皮消根部分离得九个化合物
,

其中五个分别鉴定为)
,
/
一

二经基苯乙酮
,

娃儿藤醇 乙酸酷
,

告达亭
,

康德郎酷0和卜固幽醉
。

其余成分尚待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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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进行了鹅绒藤属植物青阳参 (� 少∃ ! , + & 34 ∃ + #  # 53夕 664 # 7 & 3∃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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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和治疗难治性癫痛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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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 进行化学

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
,

初步结果表明西藏牛皮消的抗惊厥作用强于青阳参 , ∗ ,

抗惊

厥有效成分不完全相同
,

但药理作用十分相似
。

样品采集于迪庆州
。

从其根部分得九个

成 分
,

本文报道五个化合物的分离鉴定
。

根据它们的光谱数据 (Χ Δ
,

ΕΦ
, ’

Γ Η ΙΕϑ,

Ι 7∗
,

化学反应和 已知样品对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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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部 分

熔点未校正
,

均在显微熔点测定仪上测定
。

紫外光谱用 Χ Δ 一 ) ΡΣ 型仪测定
。

红外光

谱用ΕΦ 一;/ Σ型仪测定
。

核磁共振谱用= Γ 一ΤΣ 型仪测定
。

质谱用Ι 7一 Υ � 一 ; / , Σ型测定
。

薄

层层析用自制硅胶 Υ 板
,

氯仿
一甲醇 (” + , ,

Δ Ο Δ ∗ 展开
1 反 相 薄 层 析 用 Φ 5一,∋ 板

(Ι & Λ &ς公司出品∗
,

甲醇
一
水 ( . Σ + : Σ 1 Τ Σ + ) Σ 1 Τ Σ + ,Σ ,

Δ Ο Δ ∗ 展开
。

显色剂两者均

用浓硫酸
一
无水乙醇 ()Σ + ∋Σ

,
Δ Ο Δ ∗ 喷雾烘干显色

,

反相薄层析还用紫外光照射显色
。

,’9 提取分离

取西藏牛皮消根粉/
9

− ς ? ,

用工业乙酸乙醋回流提取三次
,

每次 ,
9

/ 一 ) 小时
。

乙

酸乙醋提取液减压浓缩至稀糖浆状物
,

用石油醚脱脂
,

石油醚不溶部分减压蒸干
,

得粗

俄 ) ) : Τ ,

取粗贰, ). Τ 溶于 ,− Σ Σ Ω 6甲醇 中
,

过滤除去 甲醉不溶物 ,.
9

: ∋ 红 ,

甲醇溶液中

加 #
9

Ε Η 硫酸 ) Σ Σ Ω Ρ
,

加热回流/ Σ分钟
,

减压蒸去 甲醇
,

残余水溶液加水 / Σ Σ ,∃ 6
,

用

乙 酸乙醋萃取四次
,

萃取液用水洗去酸后
,

减压回收乙酸乙醋
,

得水解产物 混 合 贰 元

− ; Τ
。

以硅胶柱层析
,

从氯仿洗脱液中分别得到化 合 物 ( ) ∗ 和 ( / ∗
。

氯 仿
一甲 醉

(Τ Τ + , ,
Δ Ο Δ ∗ 洗脱液中含有 Φ Ν值几乎一致难 以分离的两个成分 (简称 甲∗

。

从氯仿

一乙酸乙醋 (Τ/ + / ,
Δ Ο Δ ∗ 洗脱液中分得化合物( , ∗

。

甲部分经硅胶柱和Ι�Ε ? & 6(� Γ 5

)代Μ ∗ 反相柱分离
,

未得纯品
,

故用醋配
一
毗吮常法乙酚化

,

将 甲的乙酸化物再次硅胶

柱层析
,

以氯仿
一甲醇 (ΤΤ + , 1 Τ∋ + ) ,

Δ Ο Δ ∗ 洗脱
,

分别得化合物 (: ∗ 和 ( ; ∗ 的

乙酞化物
。

将化合物 ( : ∗ 的乙酞化物皂化
,

皂化 : 一 / 小时后
,

从皂化产物中检出化

合物 (: ∗
,

继续皂化至 : Σ小时
,

得到去酞萝覃贰元 (8 & ! & Κ6Ω &  ! Μ 6& ≅ %? & ∃ %∃ ∗ ( : ! ∗

和一酸性物质
。

( ; ∗ 乙酞化物用氢氧化钾
一甲醇皂化:− 小时

,

从皂化产物中分别检 出

肉珊瑚贰元 (Α ! Λ & # Α  %∃ ∗ (; ! ∗
、

落酸 (∃ %& #  %∃ %& ! & %8 ∗ 和桂皮酸 (& %∃ ∃ ! Ω %& ! & %8 ∗
。

以上化学反应证明 ( : ∗ 为告达亭
,

( ; ∗ 为康德郎醋0
。

)
9

鉴定

化合物 ( , ∗ 用氯仿
一乙酸乙醋 (Τ/ + / ,

Δ Ο Δ ∗ 重结晶一次
,

得黄绿色针状结 品

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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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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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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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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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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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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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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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 1 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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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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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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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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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 ( Ε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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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Π
; , 。 二 ) 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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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 ( Ε Γ
,

8
,

Π
‘ , −

[ ) 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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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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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

9

) , ( Ε Γ
, Α ,

�
7

一 Θ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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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交

换后消失∗
,

,,
9

:− ( Ε Γ
, / ,

� +
一 ΘΓ

,
∴ + Θ 交换后消失 ∗

。

以上光谱数据与文献〔., 的

所载的 ) , /一二经基苯乙 酮一致
。

化合物 ( ) ∗ 用石油醚一
氯仿重结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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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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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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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种光谱数据与娃儿藤醇
一 :日

一乙酸醋〔/ 〕一致
,

故确认化合物 ( ) ∗

为娃儿藤醇
一 :日

一乙酸醋
。

化合物 ( : ∗ 的乙酞化物从氯仿
一石油醚混合液中析出无色粉末状物

,

单一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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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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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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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

将化合物( : ∗ 的乙酞化物Σ
9

, Τ 在 / Ψ氢氧化钾甲醇液回流 / 小时
,

回收 甲醇
,

残

液以氯仿萃取
,

萃取液蒸 出部分溶剂后
,

残液 中的皂化产物用硅胶 Υ 薄层同 已知样品告

达亭对照
,

检出告达亭 ( : ∗ (Φ Ν值为Σ
9

− :∗
。

残液中的皂化产物告达亭继续用,Σ Ψ氢

氧化钾甲醇液回流:− 小时
,

回收甲醇后的残液以氯仿提取
,

提取物经中性氧 化 铝 柱 层

析
,

分得一方形结晶
,

熔点“6⊥一 ) )Σ
Θ

�, 薄层ΦΝ 值与去酞萝擎试元一致
,

两者混合熔点

不下降
,

上述氯仿提取后的残液以磷酸酸化至酸性
,

再 以氯仿提取
,

得少量酸性物质
,

因样品少未作进一步鉴定
。

以上光谱数据和化学反应证明化合物( : ∗为告达亭〔,
、

,Σ:
。

化合物 ( ; ∗ 的乙酞化物为白色粉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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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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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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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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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Γ ] ,
� + 。

一�Γ
:
∗

, ,
9

− ) ( :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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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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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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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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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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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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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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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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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Π [ % −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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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一反式 ∗
, .

9

) Σ一.
9

/ Σ ( . Γ
,

Ω
,

桂皮酸和烯键上的质子∗
, .

9

: Σ ( % Γ
,

8 8
,

Π
。产 , 。 Ο

[ / Γ ] ,
Π
‘尹 , 。 产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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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Γ ∗

, ∋
9

Σ ) ( % Γ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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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 产 , / 产 [ .

9

− Γ ] 2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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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9

/ Γ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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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 ( Ε Γ
,
8 8

,
Π

− , , − ,
二 / Γ ] ,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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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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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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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光谱数据与康德

郎醋 0 的乙酸醋的分子结构相符
。

化合物 ( ; ∗ 的乙酞化物皂化 取( ; ∗ 的乙酸化物Σ
9

, Τ 在 ,Σ Ψ氢氧化钾甲醇液中

回流: −小时
,

回收甲醇
,

残余液以乙酸乙醋萃取
,

以硅胶柱层析
,

分得一无色结晶
,

熔点

邻#一 )− :# <
,

薄层析Φ Ν与肉珊瑚贰元 (;! ∗ 〔“〕一致
,
测棍合熔点不下降

, 乙酸乙醋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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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后的残液以磷酸酸化至酸性
,

再以乙酸 乙醋萃取
,

提取液浓缩后用反相薄层萤光板 (Φ 5

一,∋ 0
+ : ;

∗ 同已知样品对照
,

检 出葵酸 (Φ Ν值 Σ
9

: Σ∗
、

桂皮酸 (Φ Ν值为Σ
9

: /∗
,

在紫

外光下两者均显土黄色斑点
。

以上结果证实化合物 ( ; ∗ 为康德郎醋 0 〔∋ 〕
。

化合物 ( / ∗ 用氯仿重结晶
,

得 白色针状结晶Σ
9

) Τ ,

熔点,: −# <
,

Ι 7 (Ω Ο <∗
+ ; ,;

(Ι
十

∗
,

质谱裂解碎片峰与已知品 日
一固街醇一致

,

薄层析的Φ Ν值亦与已知品一致
,

测

混合熔点不下降
,

其红外光谱亦与日
一固街醇重合

,

故确认化合物 ( / ∗ 为日
一固苗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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