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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茅藤的化学成分研究 

金岐端 木全章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开放研究实验室 昆明 650204) 

摘要 从思茅藤 (Epigyn~m auritum (Sohneid．) Tsiang et p．T． 

Li) 的茎皮中分离到一个新的化 台物，命名为思茅藤甙 (Epi oside)’I租巳 

知化台物 I．通过光谱分析和化学反应证明，其结构为 I (+)一儿蒂豢-3-O-a- 

D·葡 萄 毗 哺 糖 (i一6)-B—D葡 萄 吡 哺糖 甙 ((+)一catehln--~-O-a-D- 

glacopTranosyI-(1 B)-~-D-glucopyranoside：II B-簪甾醇鼻-D 葡萄 

糖甙 (~-sitosterol-~-D—glucoslde)． 

关蕾词 思茅藤，=糖甙， (+)-)L茶素，夹竹祧科 r 

恩茅藤 ~Epigynum auritun(Sch- 

nvid．)T}iang et P．T． Li)系 夹 竹 

祧科思茅藤属植物，采集于云南省勐腊冥 

喝艉 植枥为我国独屑独种 ‘】 读 

植 物的化学成分未见报 导 (+)一儿 茶 

索有抗脂脂肝、抚癌和Vpl作用 】。为弄 

请该植物的化学成分，我们对该植物进行 

研究 

结果与讨论 

思茅藤甙《Ep~gcos'id~)1为无色粉 

宋，mp155—158．5℃ ， [a)口 +65．7 

(c=0．35，MeOH)。uV  ̂ nm： 

227̂ 280有 吸收。IR cm；3450，3380 

显示强面宽的吸收，1626，1572，和 1488 

为芳环吸收，1195，1160，lO8O(甙键)。质 
谱 的碎片系列中出 现 ,m／z

：289，l63，152， 

139． 123， llO． 1HNM R (CDCL 3) ： 

4．10(1H， dd， J=10， 5t-Iz， 3a-一H)， 

．
85 (1H， d， J=10Hz， 2a--H ) ， 

收 镐 口期 t 1990年5—21日 

5．80～ 7．10(SH，m， atom 8ti0 -，4． 5 

(nl， d， J=7．6Hz ano111elic It) 

4．68 (】H。 d， J 3．5Hz， anDmeric 

H) 其 中犬 的偶台常 指出是B-拘 塑’ 

小的偶合常数 是典型 钓 d掏 型 d 1。“c 

NMR提 供了具 有q5个锉庶子j钧请 和 

12个碳原子的糖的信息 <见袭 i々 ’耩的‘ 

两个端基碳信号出现在97．5稻 口9 ppm， 

前者稍偏高场，可以指定为内侧糖与甙元 

C s—oH相连的端基碳上，后者可以错’定 

为末端糖的端基碳。为确定两个糖之间的 

连结方式，将糖部分的信号与甲基葡萄糖 

甙 【‘)和许多’萄糖糖二糖甙 f‘ 进行比较， 

根据T．Usui ct al 指出的1，6连接 

的葡萄糖二糖l甙的C-6的化学位移与单个 

葡葡糖二糖甙的化学位移要向高场移动7- 

8 ppm 通过质子击偶裂分成兰重峰的二 

个信号中，其中一个为b69．1ppnl，可指 定 

为与末端葡萄糖基相连的内侧葡萄毗哺糖 

甙的C-6位上，而661．5ppm可指定 为 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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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糖的C一6位上。将 I用硫酸水解，所 得 

甙元，其IR与 (+)一扎茶誉_圣台 所得 

糖做成TMS衍生物与岂知葡萄 糖一TMS 

衍生物保留时间一致。 

根据以上实验结果，我们推定思茅藤 

甙的结构为 (+)-)L萘 素 -3—0-a—B一葡 

萄吡喃糖 (1—6)一9·D一萄 葡吡喃 糖 甙 

((+)一Catchin-3—0一d—D—glucopyr~LllOS 

yl(1 6)一1日一p—g}ucopyra~oside)。 

实验部分 

熔点用微量熔点仪铡_l定，未 校 正． 

IR用Pcrkin一577仪测定。质谱用 Finni— 

gan-5410型仪测定。核磁共振用 B ruker 

Am-400型仪测定。比旋 光 度 用 J~SO0- 

2DC仪测定 气租色满甩 岛 津 ．GC一9A仪 

测定，分折蓊件 色谤樟系用SE一54石英 

毛细誊桎I柱长30,m，柱温9O℃，汽化温 

度2OQ℃，j检铡 。簿层层析和柱 层 折 

甩的硅胶均为青岛海洋纯工厂产品。展开 

剂A e Ls—M~OiH (95：5，v／v)，B． 

CHCL 1M 9H 9Ol 10，v／v) }反相柱 

层析用 Rp 8(，B_Merck)，为吸附剂， 

簿 层 屡 析 用 HPLC—Fertigpl antten 

(RP-8，E．Merck)，．展 开 剂 用 C． 

M日O珏一lH2o <70t30， Y)， Iv[cOH— 

H：o-≮曩0120,v／vX 用泼硫 酸一无 水 

乙醇 (2 08，v／v)赜雾烘干显色。 
一

、 撮取与分离 

称取思茅膝茎皮乇粉3Ks，用甲醇回 

流提取三次，每次2—3小时，合 并 提 取 

液，减压回收甲醇，得棕色提取 物98g． 

甩石油醚 (6O一90℃)分三次 回流脱脂， 

再用丙酮提取，回收丙期，得 粗甙91g， 

经硅胶柱屡析，继而分别用A、B洗 脱，从 

A洗脱部分中分得化台物 I，1．5g粗品， 

从9的洗脱液中得到化 台 物 I 5 g祖 品， 

再经硅胶柱屡析和反相柱屡析，得 I的纯 

岛 O．她 ，得率d、q067％。 

二、结柯鉴定 ’ 

I恩茅藤甙 (Epigeoside)为 无 色 

粉末状物，经HPLC仪检查为一单蟑，用 

反相板捡查仅为一个褐色斑点，mp155— 

158．5℃， (d] 。十65．7℃ (c = 0．35， 

MeOH)。EI-MS铡得m／z 614~M] ，元 

素分析，C 2 7H 3‘0l e，实验值 ( )l C 

5277， H 5
．54'计算值( ){C52．54， 

H 5．41． UVv M4eO nm l 227 and 280
． 

IRv K·b r ：3450
，3380，1626，1572，1 488 P 

～  

1195， l160， 1080． IHM R (400MHZ， 

CDCI3，TMS内标)：54．10(IH，dd · 

J=10，5Hz， 3a—H)， 4．85 (1H， d， 

J=10Hz， 2a——H) ， 5．80。(1H， d， J= 

2．5Hz，6-CH) ，6．20(1H，d，J 2．5Hz， 

8一 CH)， 6．70 (1H ， d， J=2．5H'z， 

2 一 CH) ． 7．10 (1H ， dd， J=8．5， 

2，5Hz， 5 一 CH) ， 6．70 (1H， dd，j： 

8．5， 2．5Hz， 6 一 H) ， 4．45 (1H， d， 

J=7．6Hz， anomeric I-I) ，4．75 (1H， 

d，J=3．5Hz， anomeric艇)． CNM R 

数据见表 1。取；5mg思茅藤甙溶于40ml甲 

醇中，加人2NHzSO．，加热回流t小时， 

冷却后通过20克弱碱性阴离子竞 换 树 旨 

(Loncmalasta uschcr III E．Merck) 

柱，用甲醇洗脱 ’蒸去大 部分甲醇，加入 

少量水，用乙酸乙酯萃取，得 桓甙 元 甩 

CHCL。McOH (98：2)柱 层析 洗 脱， 

得纯品，与 (+)一儿茶素标品混熔 不 下 

降，红外光谱叠台。蒸干残 液 后，加 入 

TMS试剂，做成糖TMS衍生物与萄葡 糖 

的TMS衍生物，经 (GLC)比较，其 峰 

形和相应 出峰时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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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1 思茅藤甙”CNMR的化学位移 

(Table l 。CNM R chemical shifts 

of Epigeoside(ppm。 CDCl 3) 

L．v．是 (+)一儿泰素的文献伍
— —

H 

I将分得的化台物 。 

用 甲醇重结 晶两次，得 

、
、

～  

285℃ (分解)，与已知物混熔不 下 降， 

二 者 红 外 光 谱 叠台，故 I为9一谷 甾醇 

一 B—D一葡 萄 糖 甙 ( 一sitosterol—B—D 

— gl uc0pyrano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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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白色粉末固体，mp282～ Fig．1 The structure of Epigeo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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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STITUENTS FRC}M 
’ 

EPIGYNUM AURITUM 

Jin Qiduan．M u Quanzhang 

(Laboratory o Phytochemist r y， Kunming lnsiifute e1 ．Botany， l 

Academia Sinica， K unming 650204) 

矸 ． 

A bstract 

A ll@W glyeoside， Epigeoside，and ~nown cornPound 8一sitosterol—B‘ 

D—glueopyranoside were [solated from the rhizom es of Epigynumt auritum 

(Schneid．)T：siang ct p． T．Li(Apocynaceae)． The st ruct
．

ure of、Epigeo— 

side has been dedueed Oil the basis of sPeetral ana1Ysis and ~hemica1 

r eaetiOns aS(+) -~atehin一3·0一q—D-glucopy ranosyl一 (1÷6)一B D—Iueopy— 

rnnosi~e． 

Acid hydroiysis of Epigeoside with 2N H 2SO‘to afford an aglyeone， 

which Was iilentilH~d by cbmparison with (+) -catehin alld gluCOS c as a 

sugar． whl~h was"*identified by gas一1iquid chromatograph(GLc)compar— 

ing_With autheniie-sampI of g1Uvose-TMS derivatire． 

Key word
．

s E pigynuIll au ritum (schneid．)T'siang ct P·T·Li，Epigeo。jd。 

一 I， (+)·eatch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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