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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著名民间药滇南草乌 (/1 e o n 玄一u优 a u : lr o 少u : 。 a 。。。5 0

W
.

T
.

W a n g ) 新鲜根中分得 1 1

个二枯生物碱
,

其中碱 1 通过光谱研究及化学方法证 明其结构为 1 4-- ac
o t,.1 sac h a c o

ni t inc
,

是一新化合物
,

并命名为南乌碱甲 (au st 1’o c 。成 〔扭e A ) ( 1 ) ; 碱 2 一 8 分 别 鉴 定 为
:
黄草

乌碱乙 (v ilm o r r ia n in e B
,

即k a r a k o lin e ) ( 2 )
,

15 0 土a la t iz id 呈n e ( 3 )
,

黄草乌碱丁 (v ilm o r -

r ia n in e D
,

即 sa e h a e o n it in e ) (4 )
,

黄草乌碱丙 (v ilm o r r ia n in C C ) ( 5 )
,

t a la t isa m in c

( 6 )
,

黄草乌碱甲 (v ilm o r r ia n in c A ) ( 7 )
,

8 一
去乙酞滇乌碱 (s 一d e a e e ty l y o n a e o n itin e )

( 8 )
。

碱 9 一 11 的结构正在鉴定中
。

关健词 滇南草乌 ; 二菇生物碱 , 南乌碱甲

滇南草乌 (A c o n 公t : , ,了: a :‘: tr o 夕u n o a , ‘e 。 ; e W
. ‘

l
、 .

W
a r魂) 与黄草乌 (月 c o n ilu ,了,

沉扮‘。 : l’a 1lu nl K 。。
.

) 都是毛食科乌头属植物
,

两者在形态上十分相近
,

民间都称七星

草乌
,

它们的块根均供药用
,

民间用于治风寒湿痹
、

中风瘫痪
、

跌打损伤等疾病 〔l 〕 ,

用途基本相同
,

在实际应用中也是不区分的
。

黄草乌根的 化 学 研 究 〔2 一 们始于六十年

代
,

从中分得 5 个二菇生物碱
:

黄草乌碱甲
、

乙
、

丙
、

丁 (v il, n o r r io n i: I c A
、

B
、

C
、

D )

和滇乌碱 (y u n ac o ni tin e )
,

滇南草乌亦曾进行过化学研究
,

肖培根等〔5 〕指出其根所含

的二菇生物碱主要属滇乌碱类
,

即C
l‘
位具大菌香酞基的C , 。一

型二菇生物碱
。

为说明滇南

草乌和黄草乌在民间用途上基本相同有否化学基础
,

同时试图寻找两者分类上相近的化

学证据
,

我们对滇南草乌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化学研究
。

此次从滇南草乌的新鲜根中分到 n 个二菇生物碱
。

碱 1 是一新化合物
,

结构证明为

2 4 一a e e t了1 s a e l, 。 e 〔, , litin c ,

命名为南乌 碱 甲 (。 : : : t r o e o : liti, 比 A ) ( 1 ) ;
碱 2 一 8 分别鉴

定为黄草乌碱乙 (v ilm o r r ia n in o B
,

即k a r a k o li工、c ) ( 2 )
, i : o to l: t三: id 主。e ( 3 )

,

黄草乌

碱丁 (v ilm o r r ia , lill e D
,

即 s a e li a e o , : i} i工, c ) ( 4 )
,

黄草乌碱丙 ( v il, , 〕o , r ia , 1王: 1、 C )( 5 )
,

ta la tis a m in e ( 6 )
,

黄草乌碱甲(v ilm o r r ia , , in o A ) ( 7 )和 8 一
去 乙酞滇乌碱 ( 8 一d 。。e o ty l

y u “ a C O “ iti“ c ) ( 8 )
。

碱 9 一 1 1(/J 结构jI :在鉴定中
。

虽然黄草乌中所含的黄草乌碱甲
、

乙
、

丙
、

丁我们此次均分离到
,

但滇南草乌和黄

l马87
一
0 9

一
0 9收稿

斧 昆明植物所 植化空硕士研究生
,

联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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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乌根的化学成分不完全相同
,

T L C检查结果表明滇南草乌中有 4 个含量相对较高的成

分在黄草乌中(从昆明市场上购得的黄草乌新鲜根的总碱提取物)未能检出或含量甚微
。

碱 1
,

C : 。H s oN O
。 ,

分子量4 3 3
,

粉末
。 ‘H N M R示有一个氮乙基 (各1

.

0 5
,

3 } I
, t ,

J 二 7
.

SH z ,
N一CH : CH 。)

,

二个甲氧基 (乙3
.

2 0
,

3
.

2 5
,

各 3H
, S , 2 x 0 C H 。 )

,

一

个乙酞基 (色2
.

0 5
, 3H

, S ,
CO CH

3
)

,

红外有经基 (3 4 8 0
, 3 2 9 5 c m

一 ’) 和醋基 (1 7 3 0 ,

1 2 2 0 e m
一 ‘)吸收

。

故碱 l有示性式
: C , 。H

Z‘(N CH
:
C H 3 ) (O CO C H : ) (O CH 3 )

:
(O H )

,

是

C
, 。一型二祛生物碱

。

碱 1 之质谱给出很弱的分子离子峰及基峰4 o2( M
十一 3 1) 表明 C

工

位具
a 一甲氧基取代〔6 〕

。 ’
H N M R 中乙0

.

7 5 (3 LI
, 5 )是C

: 8位无取代时的叔甲基信号
,
各4

.

8 2

(IH
, t ,

J = 4
.

SH z )系C : 4
位具乙酞氧基之偕质子信号

,

三重峰表明C
。 、

C 工3
位无取代

基
。

另一甲氧基据此类成分的取代规律可能在C 。
或C 、。

位
,

氢谱在甸
.

0 PP m 左右没有给

出C 。
位甲氧基取代时相应的偕质子信号

,

故推定为 C , 。
位 冬甲氧基取代〔7 〕

。

Cs 位一般

都具有含氧取代基
,

因此经基可能在C 。
位

。

因此碱 1 的结构可能为 1 4 一a c c tyl s o c ha “。-

n itin e ( 1 )
。

碱 1 用 K O H 一M e O H 在常温下皂化
,

其产物MS , n / z (% ) : 3 9 1 (M
+ , 4 )

, 3 7 6 (M
‘

一 CH 。 ,
2 )

,
3 6 0(M

+ 一O CH 。 ,
1 0 0 )

, ‘H NM R 示有一个氮乙基 (各1
.

1 0
,

3 11
, t ,

J =

7
.

SH z ,
N C H : CH 。)

,

两个甲氧基 (己3
.

2 7 , 3
.

3 5
,

各3 H
,

2 x O C H
3
)

。

碱 1 的C ; ‘位

质子信号在的
.

5 2 (IH
, t ,

J 二 理
.

SH : )
,

皂化后移到各4
.

2 6 (iH
, t ,

J = 4
.

SH z )
,

由

此说明碱 1 的乙酞氧基是在C , ‘
位的

。

碱 1 的皂化产物与已知黄草乌碱丁 ( 4 )R f值
,

M S
,

‘H N M R
,

IIt 完全一致
,

混合熔点不下降
,

说明碱 1 的皂化产物就是黄草乌碱丁
,

从而

也证明了C 。
位具有径基

。

黄草乌碱丁用醋醉
一
毗脸在常温下进行乙酞化

,

得单乙酞化产物
。

M S lll /
: (% ): 4 3 3

(M
+ ,

3 )
,

4 0 2 (M
+ 一O CH 。 ,

1 0 0 )
, ’H N M R 显示一个氮乙基 (各1

.

0 6
,

3 H
, t ,

J 二

7
.

SH z ,

N C H : CH 。)
,

一个乙酞基 (乙2
.

0 5
,

3H
, S ,

C O CH 。)
,

二个甲氧基 (乙3
.

2 0
,

3
.

2 7
,

各3H
, 2 x O CH 。) 及乙4

.

5 2 (IH
, t ,

J 二 4
.

SH z ,
C ; ‘一I王)

。

经 R f值
、

M S
,

‘H N M R 和 IR 等比较证明其与碱 1 为同一化合物
。

在常温条件下黄草乌碱丁 (4 ) 只

有C ; 4
位上的经基才能被乙联化

,

从而证明了碱 1

—
南乌碱甲 (a u stroc o lli ti llc A ) 的

结构为1 4一a e etyl s a eh a e o , liti二 e ( 1 )
。

, .

薪年三丁
〔丫价

,

尸
。“ 、

O‘H3

o H 一

/ c H 3

q找
一^ e Z o / 护r

’ 一

丈
订一尸cHs

刃生
。

」
、
。 /

(1)
、

;
、 一

井
‘

、

图 1 南乌碱甲 ( 1 )

(4 )

l了19
.

2 T lle in to re o n v ers io n o f a u str o eo n itin e

草乌碱丁 ( 4 ) 的相互转换

A ( 1 ) a n d v ilm o r ria n in e D (sa el一a e o n iLin e )(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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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M e ,

l之2 二 A e ,

= R Z 3 二 R 4 二

4 = R S 二

e , 2 = R : = R 4 =

R 4 = R : 二 R 。 = I之: = H a u s t r o e o n it in e A

R 。 = R 7 二 H k a r a ko li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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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之3 二 O M e is o ta la t iz id i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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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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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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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二 H

OM e ,

i n e 人
: 二 A s , R a = R

一二 O M e ,

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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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之5 = O H
,

R S 二 l之7 二 O H
,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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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碱 ( 1 ) 一 ( 8 ) 的氢谱数据
T a ble 1 I H NMR sp e e t r a l d a ta o f a u s tr o e o n i ti n e A ( i ) ,

k a r a ko lin e ( 2 )
,

i s o ta la t iz id in e ( s )
, s a e h a e o n it in e ( 4 ) , v i lm o r r ia n in e C ( 5 )

,
土ala ti s a -

m in e ( 6 )
, v i lm o r r ia n in e A ( 7 )

,
8

一

d e a e e tyl y “n a e o n i亡in e ( 8 )
.

( 1 )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C ‘一CH 3 0
.

7 8 ( s ) 0
.

8 9 ( s )

N C壬I Z CH : 1
.

0 5 1
.

1 2 1 。

1 3

7 )

0
.

7 8 ( s )

1
.

0 6

( t
。

7 )

1
‘

1 0

( t
,
7

.

5)

l
。

0 9

( t 7 )

口已n口,二,工自勺n‘n口J性
.

⋯
no几O乃心介Qn“�内才n�臼.勺自n‘nQno

.

⋯
no几0CQCOn6几U9

00J.一,曰0曰,目
.

⋯
n6noonn舀内口no

C OCH a

OCH 。

( t
,
7

.

5 ) ( t
,
7

.

5 ) ( t

2
.

0 5 1
.

4 1

1
.

1 1 1
.

12

( t
,
7

.

5 ) ( t
,
7

.

5 )

1
.

4 2

::: 3
.

3 5 :::: :::{ 3
.

2 7

3
。

3 0

3
.

3 5

3
.

8 5 3
.

8 5 3
.

8 6

C i一 3
.

1 2 3
.

7 1 3
.

7 8

( d d
,

9
,

6 ) ( m ) ( m )

C 。一 4
.

0 8 4
.

0 4 4
.

0 9

( d
,

6 ) ( d
,
6

.

5 ) ( d
,

6 )

C --
一 4

.

82 4
.

2 1 4
.

2 7 4
.

1 4 5
.

0 4 4
.

0 7 5
.

0 4 5
.

0 8

( t
,
4

.

5 ) ( t
,

5 ) ( t
,

5 ) ( t
,
4

.

5 ) ( t
,
4

.

5 ) ( t
,

5 ) ( t
,
4

.

5 ) ( d
,

5 )

C i 了.

H

C i 。一H

2
.

9 6 ( s )

3

3

( 人B

.

0 3
。

1 4

3

8

(A B
,

.

6 0
。

7 0

8
.

5 ) 8
.

6 )

OH

人r
书

4
.

6 4 ( b ) 4
.

6 6 ( b )

0393时87BB87‘6A

A

时躺9787BB7866A

A

8
。

0 6

7
.

9 6

6
。

9 6

6
.

8 6

(A A , BB
尹

9 ) 9 ) 8
.

8 )
肠口~ , . 甲. . . 州. . . 口口.

‘ ( 1 ) 由或o 0M I几仪器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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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部 分

实验所用植物块根采 自云南个旧
,

海拔约 2 1 0 0米
。

质谱用川IlT , a g an
一4 5 1 0 型质谱仪

测定
,

E l一2 0e V 电离源
。

核磁共振谱用B r llc h
r
W H 一90 脉冲傅立叶变换核磁 共 振 波 谱

仪测定
。

C D CI
。

作溶剂
,

T M S 作内标
。

薄层层析用硅胶 G 硬板
,

展 开 系 统
:

¹ 环 已

烷
一二 乙 胺 ( 4 : 1 , 8 : 1 ) ; º 氯仿

一

丙酮一甲醇 ( 4 : 1 : 1一 0 .

1) ; » 氯仿 一甲醉

( 10 : 2 一0
. 5 )

。

1 .

生物碱的提取和分离

新鲜滇南草乌根29
.

5k g (在60
O c干燥恒重失水率为57 % ) ,

切成薄片
,

用无水工业

酒精室温浸泡三天
,

滤液减压除去溶剂
,

浸膏用 2 %H声0
4

溶解
,

滤去不溶物
,

滤液经

石油醚脱脂后
,

用N H 。 ·

H : O 碱化至 pH g 一10 ,

氯仿萃取 ( 40 Ornl 火 6 ) 至无生物碱反

应
。

蒸除溶剂得粗生物碱 10 19 。

浸泡后的残渣用85 % E tO H 同法再处理三次
,

得粗生物

碱65 9 ,

合并共得粗碱 16 6 9 。

取 16 6 9粗碱
,

经硅胶柱层析 ( 60 目) 去除部分杂质
,

乙酸乙醋洗脱部分得 133匕,

甲

醇洗脱部分得7 . 5 9 。

将上述 1339粗碱进行氧化铝柱层析
,

石油醚
一乙酸乙醋梯 度 (从 8 : 2 至 4 : 6 )

洗脱
,

最后用甲醇洗
,

每 份 约接 收 300 ml
,

分成五个流分
:
流分 A (第 6 份至 10 份

,

33
. 8 9 )

、

流分 B (第11份至26份
, 19 .

59 )
、

流分 C (第27份至6 9份
, 18 .

0 9 )
、

流分

D (第7 0份至 27 2份
, 22 . 5 9 )

、

流分 E (第173份至 27 6份
, 47

. 0 9 )
。

流分 A 经多次硅胶柱层析
,

石油醚
一丙酮

、

氯仿
一

甲醉和乙酸乙 酚
一甲醉等溶剂 作 梯

度洗脱
,

分得碱 i 为 3o n lg ,

碱 5 为 10 0川 g ,

碱 4 为340 , n g
。

流分 B 经硅胶柱层析
,

石油醚
一丙酮梯度洗脱

,

得碱 n 为 185 ,雌
。

将流分 C 进行硅胶柱层析
,

石油醚
一丙酮梯度 (从 8 : 2 至 2 : 8 ) 洗脱

,

每 份 接

收约 /10 0 , l: l,

合并第13份至35份
,

得碱 21为7 0 0 n lg ,

从第36份至 124份中得碱 7 为6 9 5 0 1从
。

流分 D 同上进行硅胶柱层析
,

石油醚
一丙酮梯度洗脱

,

每份接收约 30 0间
,

在第 3 份至

第 7 份 中析出碱 4 晶体1
.

”瘩
,

从第 2 份至 13份中 (合上第 3 一 7 份之母液 )得碱 6 为4
.

摊
。

流分 E 经硅胶柱层析
,

石油醚
一丙酮梯度 (从 8 : 2 至 2 : 8 ) 洗脱

,

每份接 收 约

300 111]
。

从第 5 份至 15 份 中得碱 6 为 735 111 自 第16 份至22 份得碱 10 为 5 90 111 9 ; 第33 份至 50

份得碱 2 为4 6 0J llg ; 从第20 至50 份之母液中分得碱 3 为2 .

鲍
。

将第75 份至 78 份 ( 甲醇洗

脱部分 ) 合并后再经硅胶柱层析
,
乙酸乙醋

一甲醉梯度洗脱
,

得到一有两个成分的 混 合

物30 0 , 119 ,

经Pl
’

L C (硅胶 G 工犷2 0 4 ,

环已烷
一二乙胺 / 4 : 1多次展开 ) 得碱 9 为 10 0 ‘, 19不11

碱 8 为30川 g
。

碱 z 一 1 2的收量 (得率 )分别为
: 3o n , g ( 0

. 0 0 0 236 % ) , 吐6 0 、119 ( 0
. 0 0 36 2 % )

,

2 . 0 9 ( 0
. 0 157 % ) , 2 . 26 9 ( O

。0 17 8 % ) , 工0 0 : 、, g ( 0
. 0 0 0 7 8 7 % ) , 5 . 6 359 ( 0

. 0 吐4或% ) , 6 9 5 、, 。匕

( 0
. 0 0 5理7 % ) , 30 、月g ( 0

. 0 0 0 236% )
, 10 0 , : 〕g ( 0

. 0 0 0 7吕7% ) , 5 , 0 , : 」g ( 0
. 0 0 凌6 5% ) , 名8 5 , i 」匕

( 0
.

0 0 6 97 % )
。

2 .

碱 1的鉴定

碱 z , C : 。
日

。。N O 。 , M 。!
.

切 t
.

生33,

粉末
, MS , ,工

加 ( % ) 、 或33( M
+ , 2

.

凌) , 418 (M
+ 一C 士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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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
, 4 0 2 (M

+ 一O C 工T
3 , 10 0 )

,
3 8 6 (M

一

卜一O C干于
3 一

C 干于
4 ,

4 )
, 3 4 2 (M

十一O C H
3 一于丁O A e , 2 )

.

I尺v
蓝息 (e m

一 ’
)

: 3 4 5 0 , 3 3 0 0 (O }1 )
, 一7 3 0 , x2 1 7 , 1 2 9 0 , 20 9 2 (C O O R

,
C 一 O )

.

碱 1 的皂化 取碱 1 Z Om g ,

加 2 1川 5 % K O H 一 CH
3
OH 溶液室温放置两天后

,

蒸

干
,

加适量水
,

用氯仿提取数次
,

无水N a Z
SO

4

干燥
,

蒸除溶剂得皂化产物15 m g , T’n p 1 13 一

1 1 4
o

C
。

M S m /
z (% )

: 3 9 1 (M
+ , 4 )

,
3 7 6 (M

书
一CH

3 , 2 )
, 3 6 1 (M

+ 一O CH
。 + z , 2 2 )

,

3 6 0 (M
+ 一

O CH
3 , 1 0 0 )

。

IR v奈刀圣(e 二
一 ’

)
: 3 5 0 0 , 3 3 0 0 (O H )

, 1 1 15 , 1 0 9 0 (C 一 O )
。 ’

H

N M R 乃 p p ,刀 : 0
.

8 0 (3 }于
, s ,

C
4 一 C H

3
)

, 2
.

1 0 (3H
, t ,

J = 7H z ,

N CH
:
C H

s
)

, 3
.

3 7
,

3
.

3 5 (各 3H
, S , 2 x O CH

3
)

, 4
.

1 6 (1 11
, 1 ,

一
4

.

SIJ z ,
C

1 4一H )
, 4

.

6 8 (一H
,

1, 、
,

D
Z
O交换后消失)

。

皂化产物经 R f值
,

IR
,

M S
, ’

H N M R
, 117 o p证明为 黄 草 乌 碱 丁

(即 s a elia e o n itin e ) ( 4 )
。

黄草乌碱丁 的 乙 酞化 取黄草乌碱丁 7 0n
l只 ,

加 l ml 醋配和 2 m l毗吮
,

室温放置三

天后
,

加适量冰水
,

用 N H
3 ·

H
2
0 调节至p H g 左右

,

用氯仿萃取三次
,

无水N a Z
S O

4

干燥

后
,

蒸去溶剂
,

加苯和乙醇共沸数次抽尽毗吮
,

得初产物50 m g ,

将初产物进行硅胶柱层

析 (3 0只硅胶
,

正 已烷
一甲醇 / 95

: 5 洗脱 ) 得 乙酞 化 产 物 20 m g
。

未结晶
。

比较R f值
,

M S
,

I民
, ’

于王 N M R 表明乙酞化产物与碱 1 同
。

M S 二 / z (% )
: 4 3 4 (M

十 + 1 , 5 )
, 吐3 3

(M
+ ,

3 )
, 4 0 3 (M

一

十一O CH
。 + 1

,
2 0 0 )

,
4 0 2 (M

+ 一
O C H

。,
4 2 )

,
3 5 6 (M

+ 一
O CH

3 一CH
4 ,

5 )
, 3 4 2 (M

+ 一O CH
3一H O A e ,

1 )
.

IR v
票鑫 (e m

一 ‘
) ; 3 4 8 0 , 3 2 9 5 (O H )

, 1 7 3 0
, ]

一

2 2 0
,

1 0 9 0 (CO O R
,

C 一 0 )
。 I

H N M R 乙p p n l (g oM H z ) : 0
.

7 5 (3H
, s ,

C
4一CH

3
)

, 1
.

0 6 (3H
,

t ,
J = 7

.

SH z ,
N CH

Z
C H

3
)

, 2
.

0 5 (3H
, s ,

CO C H

O C H
3
)

, 4
.

8 2 (IH
, t ,

J 二 4
.

SH z ,

C
1 4一H )

。

3
.

2 0
,

3
.

2 7 (各3H
, S ,

Z x

3
.

碱 2 的鉴定

碱 2 ,

C
: 2
玉王

3 。
N O

全 ,

M o l
.

w t
.

3 7 7
,

棱状晶体
, 二 p 1 8 o一 1 8 2

0

C (丙酮 )
。

M S m / z (% )
:

3 7 8 (M
+

+ 1 , 1 5 )
, 3 7 7 (M

卜 , 3 )
, 3 6 3 (M

十 一 CH
3 + 1 , 2 4 )

, 3 6 2 (M
+ 一CH

3 , 2 4 )
, 3 6 1

(M
+ 一H

Z
O

, 1 0 0 )
, 3 4 5 (M 一O H 一C H

3 , 2 2 )
, 3 2 9 ( 5 )

, 3 0 6 (1 3 )
, 5 8 (5 3 )

.

IR 、
器认票杏

(C m
一 ‘

)
:

3 5 2 0
,

3 2 3 0 (OH )
,

1 1 0 0
, 1 0 5 0 (C 一O )

。 ’
1--1 NM R 见表 z

。

碱 2 和已知黄草

乌碱 乙 (v ilm o r r ia n in e B
,

即 l、a
l ,飞k o lin c )R f值

,

M S
,

IR
, ‘

H N M R完全一致
,

所 以碱

2 就是黄草乌碱乙
。

4
.

碱 3 的鉴定

碱 3 ,
C

: 3
H

s 7
NO

: ,

M
。) !

.

W l
.

通0 7 ,

棱状晶体
, m p 1 1 6一 1 1 7

0

C (丙酮一正已烷 )
。

M S 111 / z (% )
: 峨0 7 (M

十 , 2 5 )
, 3 9 2 (M

十 一C I于
3 , 3 3 )

, 3 9 0 (M
+ 一

O H
, 10 0 )

, 3 7 4 (2 1 )
, 3 6 0

(1 5 )
, 3 2 0 (1 7 )

.

11之v奈盈 (e 。飞
一 ‘

)
: 3 2 8 0 (O rJ)

, 2 1 0 0 (C 一 O )
。 ‘
于J N M R 见表 i

。

碱 3

和标样 i、o , a la tiz id in e R f值
,

M S
, ’

于干 N M R
,

IR 完全一致
, m m p不下降

,

从而证明碱

3 为 i: o ta la tiz id in e .

5
.

碱 4 的鉴定

碱 4 ,
C

2 3
H

3 7
N O

4 ,

M o l
.

W t
.

3 9 2 ,

白色针状晶体
, m p 1 1 3一 1 13

.

S
O

e (丙酮)
。

M S

m / z (% )
: 3 9 1 (M

十 , 4 )
, 3 9 0 (M

+ 一 i
,

7 )
, 3 6 1 (M

+ 一OC ll
。 + l

,

2 6 )
, 3 6 0 (M

+ 一O C H
3 ,

1 0 0 )
, 3唾4 (M

+ 一 O CH
3 一CH

4 , 5 )
。

IR v票思 (e ,二 一 ‘
)

: 3 5 0 0 , 3 3 0 0 (O H )
,

1 1 0 0 (C 一 O )
。

,
I

一

丁 N M R 见表 z
。

碱 、和标样黄草乌碱丁 (
: i!二

。。,
,

。 ;。 。 in o D
, ‘“e 子, a e o n i士in C ) R f值

,



韶 2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10 卷

JR
,

Ms
, , H NM R完全一致

, m m p不下降
,

因此碱 4 即为黄草乌碱丁
。

6
.

玻 5 的鉴定

碱 5
,

C 。‘H 4 oN O 。 ,

M o l
.

W t
.

6 2 7
,

白色棒状晶体
, m p 2 6 2一 1 6 3

o

e (甲醇)
。

M S

m / z (% )
:

6 2 7 (M
+ ,

弱 )
,

6 22 (M
+ 一 CH

: ,

弱 )
,

5 9 6 (M
+ 一O CH 。 ,

2 0 0 )
,

5 6 5 (M
+ -

CH oCO Z ,
6 )

, 5 3 6 (M
+ 一

O CH 3 一C H
s
C O O H

, 1 1 )
, 2 3 5 (CH

3
O C oH 4 CO

+ , s )
。

IR v
奈盔

(c m 一 1 ) : 1 6 0 0
,

1 5 1 0 (A r )
,

17 2 0
,

2 7 1 0
, 2 2 5 0

, 1 1 2 0
,

1 0 90 (CO OR
,

C 一 0 )
。 IH NMR

见表 1
。

碱 5 和已知黄草乌碱丙 ( v ilm o r r ia n in o C ) R f值
,

IR
,

MS
, ‘H N M R 完全一

致
,

所以碱 5 为黄草乌碱丙
。

7
.

碱 6 的鉴定

碱 6
,

C Z‘H 3 o
N O

。 ,

M o l
.

W t
.

4 2 2 ,

针状晶体
, rn p 1 4 3一 1 4 5

O

e (丙酮 )
。

M S 。 /
z

(% ) : 4 2 1(M
+ ,

1 0 )
,
4 0 6 (M

+ 一C H
3 , 5 )

,
3 9 1 (M

十一O C H 。+ i ,
1 0 0 )

,
3 9 0 (M

+ 一OC H
3 ,

6 0 )
,

3 7 4 (M
十一O CH 3一C H

‘,
6 )

,
3 6 0 (3 2 )

。

IR v
斋劣 (e m

一 ‘)
:

3 5 2 0
, 3 4 2 0 (O H )

, 1 0 8 0
,

1 1 1 0 (C一 O )
. ’

1 1 N M R 见表 i
。

碱 6 和已知 t a la tis a m i。。 R f值
,

M S
,

IR
, ‘H N M R

完全一致
, m m p不下降

,

从而确定碱 6 为ta la t王so m in c .

8
.

玻 7 的鉴定

碱 7 ,
C 3 5

H
4 o
N O

I。,

M o l
.

W t
.

6 4 3
,

白色粉 末 (未 结 晶)
。

M S m / 2 (% )
: 6 4 3

(M
+ , 3 )

, 6 2 8 (M
+ 一CH

3 , 3 )
,

6 1 2 (M
+ 一O CH

3 , 2 0 0 )
, 5 9 4 (M

+ 一O CH
3 一H Z O

, 3 )
,

5 8 3 (M
+ 一H O A e , 2 8 )

.

IR v
票盘 (e m

一 ‘
)

: 3 4 8 0 (OH )
, 1 7 2 0

, 2 7 0 0 , 1 2 2 5 (CO O R )
, 1 6 0 0

,

1 5 0 0 (A ,
’

)
, 1 1 6 0

,
1 1 0 0 (C 一 O )

。 ’
H N M R 见表 z

。

上述数据和黄草乌碱甲的文献值相

同〔“〕
,

所以推定碱 7 为黄草乌碱甲 (V 训m o1’ r ia n ;二 八)
.

9
.

碱 8 的鉴定

碱 s ,
C

3 3 H
‘7
N O 、。,

M o l
.

W t
.

6 1 7
,

白色粉末
。

M S m / z (% )
: 6 1 7 (M

+ ,

弱)
, 5 8 6

(M
十 一O M e ,

10 0)
,

1 3 5 (C H sOC oH
‘
CO

十

)
。

IR 、
奈忽 (e m

一 ‘)
:

3 4 5 0 (O H )
,

17 0 6
,

1 2 5 5

(CO O R )
, 1 6 0 0 , 2 5 2 0 (A r )

,

1 17 0 , 1 1 0 0 (C 一 O )
。 ‘H N M R 见表 z

。

碱 8 和已知样 8 一

去

乙酞滇乌碱 R f值
,

M S
, ‘

H N M R
,

IR 完全一致
,

从 而 推 定 碱 8 为 8 一
去乙酞滇乌碱

( 8 一 (le a e e tyl y u n a e o n itin e ) ( 8 )
。

致谢 本所分类室阂天禄副研究员鉴定植物标本
,

植化室仪器组测定所有光谱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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