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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茎中分离得到 9 个皂贰
,

经 ”: ;0 < 快速原子轰击质谱 ∗7 % 3 ‘0匀 等测定
,

并与标准品

对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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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首次从植物中分离得到
。
对陕西省秦岭产和云南丽江产的珠子参根茎的皂贰成分

进行了比较和讨论
。

关键词 珠子参 Μ 三菇皂贰 Μ 竹节参贰 ΔΒ
。

甲醋

珠子参 ∗− . Α . / Ν . − ( 。 , & “� :
,

Ο
,

0 1Κ 1 2 , . 2
,

, .Π( 2
Θ

∗3 4 25
,

∀ Ρ
4 1 ∋ 7 1 Α 8 ∀ 为竹

节参的一个变种
,

在我国主要分布于秦岭和西南一带山地
。

全草人药
,

民间用其根茎治疗

跌打损伤
、

活血化痕等
〔+Ν 。 杨崇仁等曾对云南省丽江产珠子参根茎和叶的皂贰成分进行

了研究 ΣΤ, �Ν 。 从陕西省秦岭山区产珠子参叶中我们分离鉴定了若干新的达马烷型皂贰 ΣΥ,  Ν 。

本文报道陕西省秦岭产珠子参根茎的三菇皂贰成分
。

陕西省秦岭 产珠子参干燥根茎的 9! 多 乙醇提取物经大孔吸附树脂处理后得 到 粗 皂

贰
,

再经硅胶柱层析
、

大孔吸附树脂柱层析及反相柱层析反复分离
,

得到 9 个皂试成分
,

其

中 = 个与已知标准品对照薄层层析检查
,

并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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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皂贰的得率见表 Ε !

皂贰 9 为无定形白色粉末
,

其快速原子轰击质谱 ∗7 % 3 一
0 ς∀ 与 Ε 相比较

,

二者均有

ϑ Ξ
Υ + ∃�

、

Ε !  
、

 �  等齐墩果酸贰元的特征碎片峰
,

但 9 的分子束离子峰 ∗0 十 ; .∀
十

为

本文于 +� ∃ 9 年 + 月收到
, 同年 +Ε 月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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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联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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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Ε 多 +Τ 质量数
,

即多一个
一& Ψ

#

基 Μ 此外
,

尚有分子离子失去一个田氧基∗ϑ Ξ
#

9 9 9 ∀和失去一个葡萄糖醛酸甲醋 ∗ϑ [
Ε

=! +∀ 的特征碎片峰存在 ∗图 + ∀
。 9 的

‘

℃ 核磁 共

振谱与 Ε 相比较
,

各碳的化学位移亦基本吻合
,

仅其葡萄糖醛酸的竣基碳原子的化学位移

由 Λ + 9 �
,

! 向高磁场位移至 舀+ 9 !
,

=
,

表明该叛酸已被醋化 Μ此外
,

在 朽 +
,

� 还多一个共振峰
,

这正是甲醋中甲基碳的讯号 ∗表 + ∀
。

据此
, 9 应为竹节参贰 Δ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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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首次从植物中分

离得到
,

也可能是在提取分离过程中由 Ε 甲醋化形成的产物
。

陕西省秦岭产珠子参与云南省横断山脉∗丽江 ∀产珠子参的根茎都以含齐墩果烷型五

环三菇皂贰为主
,

同时均含有较微量的达马烷型四环三菇皂贰
,

这是它们的基本共同点
。

但是
,

二者在主要皂贰的含量和微量皂贰的组成上却有明显的差异
。

相对而言
,

秦岭产珠

子参根茎中齐墩果烷型皂贰含量较高
,

而达马烷型皂贰含量较低
,

组成较简单
,

仅有原人

参三醇型的皂贰存在 Μ 反之
,

横断山脉产珠子参根茎中达马烷型皂贰的含量较高
、

组成较

复杂
,

在达马烷型皂贰中以原人参二醇型的人参贰 < Η ∗+ Ε∀ 为主
,

并含有侧链环化了的

珠子参贰 ∗ϑ .Π ( 2 。 。Γ Η 。∀ < Μ

〔+ Τ∀ 和 < #

∗+ � ∀
。

二者的地上部分虽均只含有达马烷型皂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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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 产者

其贰元氧化程度较高
,

且较复杂
。一月。

这一由于地理差异而引起的化学成分的多态现象

Μ
“Ρ”≅ ΘΛ >, Κ “,ϑ≅ Α ?Ι ΡΘ Η ≅ Ν

,

联系到达马烷型三菇和齐墩果烷型三菇的生源途径
,

似可认

为珠子参中三菇成分的化学进 化 Μ ΛΡ
8 ≅ Θ Λ> , 8Σ Α ,<( ΘΑ� Ν 是与这一植物的种系演化过程

和从其起源地向外扩散分布的过程相适应的
,

是与生境条件的变化相适应的
Τ
与秦岭相

比较
,

横断山脉地区应更接近于珠子参的种系形成和分化的中心
。

如能进而将珠子参的

分布区内各种生态条件下的不同居群的三菇皂贰成分加以比较
,

探讨化学进化与种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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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生态因子的相关性
,

将有利于进一步阐明珠子参这一变种的形成过程及其变异和扩
、

散的趋势
,

并为这一药用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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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磁共振谱用 ⊥δ Χ ∴ 一7/ �! 仪 ∗重氢毗咤为溶剂
,

_ 0 ς 为内

标 ∀测定 Μ 柱层析硅胶 为 Ε !! 一 !! 目∗上海五四农场化工厂 ∀Μ 大孔吸附树脂 为 Φ 一 +!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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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秦岭产珠子参根茎 Δ5 8
,

粉碎后用 9! 多 乙醇于 =! ℃ 水溶上加热提取数 次
,

直至抽提液中无皂贰∗泡沫实验和醋醉
一

浓硫酸显色反应 ∀
,

合并抽提液
,

减压浓缩除去乙

醇后以大孔吸附树脂柱层析分离
,

于 9! β 乙醇洗脱得到粗皂贰 + Ε ! � ∗得率为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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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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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权 ++ �二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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