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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昔绳 (Dregea sinensis Hems1．) 中分 出一新的甾体成分，Dreslgenln A(I)，经 

化学反应及光谱分析证明其结构为12一O一乙酰 基一20-0-(2一甲基丁酰基) 二氢 肉珊 瑚 甙 元 

[12-0一acetyl一肋一。一(2一methylb“trr订)dlhydrosarcostln2。 

关冀词 苦蝇}Dres]genin A 

苦绳 (Dregea sinensis Hems1．)为萝蓐科南山藤属植物， 药理检验有抗鞭痈 作 

用。从该植物 中分出一新筒体甙元dresigenin A (I)，结构鉴定为12一O一乙酰基 一20一 

O-(2一甲基丁酰基)二氢肉珊瑚甙元[12一O—acety1—20一O-(2一methylbutyry1)dihy- 

drosarcostin]。 

I在丙酮 中结晶得无色棒状晶体，mp 250--252~，[a)刍 +7．87(C：0．5，CH 9 

OH)}对醋酐一浓硫酸呈阳性反应j据元素分析和质谱定出分 子 式 为 c： H 。O 8(M 

51O)。 

I在 5 的KOt-I／MeOH中水解得到二氢 肉珊瑚甙元 (dihydr0￡8rcostin)(I)【̈  

在 I的 C NMR， b 175．78和171，65二峰说明分子中有二酪基存在，MS m／z 43(CH 

CO )，85(C H。CO )，408(M 一c H。COOH)， 450(M -CH。COOH)说明二 
l 

酰基为CH CO及c H CO，m／z 381(M -CH CH-OCOC4H。)则说明c H。CO是与 I 

的20一O相连}在 H NMRhU(CDC1 3)，6 2。02的信号进一步证明了CH 3CO存在， 6 0．95 

(t， J：7Hz)，1．16(d， J：6．5 Hz)的二 甲基信号与 2一甲基丁酸比较说明C‘ 

H自CO应为CH3CH 2CH (CH8)COC 2 ， 6 4．60 (1H，dd， J=10， 5Hz)， 4．68 

GH， q， J=6Hz)说明二酰基与 I的l2—0，20-0相连接。 

H0 

o 

I·Ⅱr。 g A· 。Hj一。一 岛 
R 。H，cH (clf ) c一 

II． R’ 直 ．R = 0H，cH zcH{cH，)—e一 

Ⅲ ． R’= Et． H 

I在4％的K CO。／H O+MeOHr~水解得一部分皂化产物I，其 H NMR与 I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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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2信号消失}Ms中 m／z 450、 3的峰消失， 表明水解去掉了乙酰基}同时 MS中 
I 

出现m／z 339(M CH 3CH-OCOC H。)的信号峰，又一次说明了CH。CH CH(CH3) 

CO与20一O相连接j在 Ⅱ的 H NMR中，12口一H信号 由原来的 4．6 0 ppm向高场移动到 

3．44 ppm，说明 I中CH。CO 连在12-O上，确证 CH 3CH CH (CH 3)CO连在20一O 

上。 I的结构为20一O一(2一methy1bu{yry1)dihydrosarcostin．由于去掉了CH 3CO对2O— 

H的屏蔽作用，20一H的信号由 b 4．68向低场移动到 b 5．22，这一结果与已知物 20一O一 

(2一methylbutyry1)sarcostin的 12 a—H (b 3．48，dd， J=1 0．4 Hz)， 20一H (6 

5．20， q， J：6Hz)结果一致【 。 

表 1 Dres rgen rn A的 c棱璇共振谱化学位移 (c 5DsN) 

Table 1 The chemical shilt of 1 3C NMR spectra of Dresigenig A 

C 

38 79 

31．86 

7O，Sn 

31] 21 

45．7 

2,1．60 

S4．4S 

75．14 

46．9,1 

36．48 

26 52 

74．18 

57．12 

8 ．67 

38．95 

82 02 

7O．81 

38 48 

45 88 

25．44 

34．?1 

75．03 

47．56 

36．50 

29．11 

70．90 

59．02 

B8．30 

I c 

37．89 

31．】0 

7n 1e 

3 ．B? 

45．37 

24．ZO 

3 ．1q 

75．05 

6．69 

36．60 

27．5日 

70．91 

5B．52 

88．19 

I I 

33．43 

3S．43 

8e 6̂ 

11 44 

13．14 

76．19 

l6．49 

171．65 

22．16 

1 75．78 

41．70 

25 25 

11．8B 

15 39 

33．87 

33．79 

8e．44 

】0．67 

13．30 

76．29 

17．O6 

75．43 

I．68 

鳊 59 

11．85 

15．3 

33．35 

33．35 

锚 57 

10． 4 

12-7O 

72-O4 

16．83 

Ⅳa) 

178．3 

41 4 

27．2 

11．9 

l ．1 

a) 2-甲基T艘数据进 自文献记载。 

实 验 部 分 

熔点测定用显徽熔点测定仪 (温度计未校正)。比旋度甩 J一20C型旋光光谱仪测定。 

红外光谱 甩P-E 577仪测定。核磁共振谱用WH-90型核磁共振仪 测定。质谱用Finnigan 

4510型质谱仪河定。柱层析和薄层层析用硅胶为青岛海洋化工厂出品。 

摄取 苦绳 (Dregea si~ensis Hems1．)样品采自云南迪庆州。其根粉 6．5 kg用 

工业乙酸乙鹭提取三次，每次用量1O升，合并提取液，减压回收瓣剂后得棕色乙酸乙醣 

提取物350 g，先后用石油醚，CCI 回流脱脂三次后得到粗甙243 g。 

1的分离 粗甙65 g，用300 g硅胶吸附，1200 g硅胺装桂，依次用95：5，9：1， ／ 

l 2 ： ： 7 8 0 n 地 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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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5， 8：2的石油醚 ：丙酮洗脱。在85：15的洗脱液中得一 

查为单一斑点，重2．5 g，定名为dresigenin A (I)。 

无色晶体，薄板层析检 

I的结构鉴定 I在丙酮中重结晶得无色棒状 晶 体， 1np 250—252℃， [Ⅱ]刍 t 

7．87(C=0．5，CH aOH)j元素分析 c 2 BH 4 6O 8，计算值 ( )：C 66．06，H 9．26； 

分析值 ( )： C 66．12，H 9．27；IR Cm-。：3530，3470，3400(OH)，2970， 

2925，2850 (C—H) ，1725， 1710(C = 0) ，1250， 1240， 1050； MS m／z： 511 

(M +H) ， 493 (M + H—H 2O) 、474 (M 2 H 2O) ， 4 5O (M 一CH3 COOH)、 

432 (M 。。CH 3COOH—H 20)， 408 (M 一C 4H 9COOH)
、 381 (M CH 3CH—O—CO 

— C‘H 日)、 85 (C 4H日CO )、43(CH aCO )j H NMR (CDCI 3) 6：4．68 (1H， 

q， J =6Hz， 20一H ) ， 4．6O (1H， dd， J =1 0，5 Hz， 12 q—H) ， 3．61 (1H ， m， 

3Ⅱ一H )， 2．02 (3H ， s， 2 CH 3) ， 1．9O (3H， s， 18一CH a) ， 1．4O (3H ， s， 

19一CH 3) ， 1．16 (6H， d， J= 7Hz， 21一CH 3， 5 -CH ) ， 0．95 (3H， t， J= 

7Hz，4 CH3)。2一甲基丁 酸的 H NMR(CDC1 3) b： 0．95(3H， t， J=7Hz， 4一 

CH 3) ， 1．18 (3H， d， J=7Hz， 5一CH 3) 。 

I的部分皂化 I 500 mg用50 ml CH 3OH溶解，加入 8 的K CO 3／H O 50ml， 

水浴回流 1小时，加入两倍量水，减压抽尽 CH sOH，反应液用 乙酸乙酯充分抽提，得 

400 mg 粗提物，经硅胶柱层析，用 CHC1 3：CH 30H 97：3，9 ： 洗脱，在97： 

3洗脱液中得纯品 I 5O mg，在95：5洗脱液中得纯品 I 20 mg。 Ⅱ、 I得 率 比 2： 

1 。 

Ⅱ在CHC1。中重结晶得白色针状晶体，mp 207—208℃， a] 1+1 7．82(C=0．502， 

CH3OH)}据Ms和¨c NMR确定分子式为 c 2。H 4‘O 7(M 468)j IR： m cm。 

(KBr)：3450(OH)，296 0，291 5，2882(C—H )，171 0(C=0)，MS m／z： 

468 (M ) ， 450 (M H 2O )， 4 32 (M -2H 2O)， 366 (M 一C 4H 日COOH) 、339 

I 

(M 一CH 3CH一0COC‘H 0)，85 (C 4H 9CO )j H NMR 6 (CDCI 3)：5．22 (1H， 

q， J=6Hz， 20-H) ，3．60 (1H， ill， 3Ⅱ一H ) ， 3．44 (1H ， dd， J=10， 5Hz， 

12Ⅱ一H)， 1．87 (3H， s， 18一CH 3) ， 1．31 (3H， s， 1 9-CH 3) ， 1．21 (3H， d， 

J =7Hz， 2卜CH a) ， 1．15 (3H， d， J=7Hz， 5 一CH 3) ， 0．87 (3H， t， J = 

7Hz， 4 一CH 3) 。 

I的全皂化 I 150 mg用2O ml CH 3OH溶解，加入1O 的 KOH／MeOH 20 ml， 

水浴回流12小时，加入等量水，减压抽尽CH aOH，用乙酸乙酯充分抽提， 提取物上硅 

胶柱，用95：5的CHC1。：CH 3OH洗脱，得纯品 I 80 mg。 

Ⅲ在CH。OH中重结晶，得无色透明方形晶体，mp 242--244℃，[a： +32．04(C 

=0．554，CH$OH)}元素分析c 1H。。0。，计算值 ( )； C 6 5．62，H 9．44}分 

析值 ( )；C 6 5．13，H 9．60；Ms中M 384j IR无 C=O吸收} H NMR(c ED E 

N) 5： 4．46 ( 1H ， q， J =6Hz，2 0-H ) ， 3．95 (1H， dd， J ：10， 5 Hz ， 

12 d—H) ， 3．84 (1H， 131， 3Ⅱ一H ) ， 1．96 (3H， s， l8一CH 3) ， 1．51 (3H， d， 

J=7Hz，21一CH 3)，1．28(3H， s，1 9-CH 3)。熔点及光谱数据与5Ⅱ一二氢肉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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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TEROIDAL COMPOUND OF DREGEA $1NEN$1S 

Shen Xiaoling， Mu Quanzhang 

(Kunmin9 Institute o，Botany，Academia Sit,ca， n ) 

Abstract A ncw steroidal compound， Dresigenin A
。 W&S isolated from the 

I'OOt of Dregea si 73ensis Hemsi．On the basis of mild saponification with 4％ 

K=C0 3／H20+McOH and spectral studies， its chemical s Lructure was elucidated as 

12一O—ace|yl一20一O一(2-methylbutyry1) dihydrosarcostin
．  

Key wo rds Dregea sinensis| Dresigen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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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迎春叶的单萜裂环烯醚甙研究 

贺震旦 杨崇仁 

(中 国科 学院 昆明 植 物研究所 ． 臣M) 

摘要 野迎春 (Jasmlnum mesnyi Hance)鲜叶中分得三个单蘸裂环烯醚甙类成分迎春花 

索 (jasminln) 迎春花斌 (jasmoside)和野迎春叶甙 (jas脚js yiroside) 其中野迎春叶 

甙为 一新化合物 

关t饲 迎春 花}单褚裂环烯醚甙I野迎春叶甙I迎春花索I迎春 花甙 

野迎春 (1asminum mesnyi Hance)，又名迎春柳、金铃花、 云南黄素馨等，为 

术樨科素馨属植物。分布于云南、贵州和四川的山坡灌丛中。现广为种植，供观赏。全 

株入药，可清热消炎解毒，治疗支气管炎，腮腺炎，牙痛等，花用于解热刺尿，叶治肿 

毒恶疮和跌打损伤，鲜叶还可灭杀蚊蝇 的幼虫 1j。野迎春与迎春花 ( ．nudiflorum 

Lind1．)十分相似，二者均广泛种植，在许多文献中常将这两种植物混淆。 但野迎春为 

常绿灌木，小叶片较大 (长 3— 5 cm，宽 1— 2 cm)，花冠管较长，一般仅栽培于 

长江以南地区【2]。我们从野迎春鲜叶中分得一个新的单萜裂环烯醚甙成分野迎春 叶 甙 

(jasmisnyiroside) (1)，以及已知的迎春花素 (jasminin) (2)、迎春花甙 (jaS— 

moside) (3)。本文报告野迎春花叶甙的化学结构。 

野迎春鲜叶的甲醇提取物，经大孔吸附树脂柱层析分离。50 甲醇洗脱部分再经硅 

胶柱层析和反相柱层析反复分离纯化得到化台物 (1)、(2)和 (3)。甲醇洗脱部分 

经柱层析分离亦得到化合物 (2)。 (2)和 (3)经光谱测定并与已知标准 品对照， 

分别证明为迎春花素 (jasminin)和迎春花甙 (jasmoside)。 

野迎春叶甙 (jasmisnyiroside) (1)为白色针状结晶，mp 230--232℃，[0L] 

228．21(c =0．39，MeOH)，按元素分析分子式为 C H 3日0 。 (1)的“C和 H 

核磁共振谱与 (2)相比较表明二者甙元和糖基部分的结构均相一致 (见表 1、 2)， 

仅甙元酯基的结构有较明显的差异。与 (2)相比较， (1)的 C NMR 谱少 了 6 

52．3和 b 67．6两个讯号，然而却在 6 91．9和 6 1 80．5多出两个碳的讯号，在偏共振 去 偶 

谱中，二者均为单峰。 6 1 80．5为羧基的讯号，由于碳1O 位上一CH zOH讯号消失，且碳 

8 、 9 位讯号向高磁场位移，显然该羧基应连接在碳 1 0 上} 8 91．9应为连接 有 含 

氧基团的碳，其位置可能在 1 、 2 、 3 、 5 或者 8 位上。在 (2) 中， 7 位上的 

两质子，由于受到 1 位质子的偶合以及自身异氢偶合作用，分别为双二重峰，而 (1) 

的7 位两质子仅分别为偶合常数 J=11．0 Hz的二重峰 6 4．6 8(d)和6 4．03 (d)， 

lg88·03-01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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