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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鞘蕊花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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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开放实验蜜，昆明 650204) 

摘要 从黄鞘蕊花 (Coleus xanthanthus C．Y Wu et Y C．Huang) 中分得 8种成分。其中 1 

个 是 额 的 醌 式 二 萜 ，命 名 为 黄 鞘 蕊 花 甲 素 (1)， 其 结 构 为 17一met Kl5— 

16)abieo-16一methoxy一2w-acetoxy—coleon U 7个已知化台物．coleon U(2)1 sugiol 0)， 

谷甾醇，胡萝 b甙，三十三烷醇，三十三烷和 二十八烷酸。 

关键词 黄鞘蕊花；唇形科；醌式二萜；黄鞘蕊花甲素：一维和二维核磁共振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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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 Some species ofColeus(Labiatae)areusedinChinesefo medicineforthetreat- 

ment of rheumatic arthritis，injuries from falls，catch cold，coilgh，tuberculosis，hemoptysis 

neurasthenia，snake—bite and scabies Searching for the active principles from this genus，we 

investigated Coleus xanthanthus C Y． W u et Y． C． Huang，an endemic plant to 

Xishuagnbanna of the Yunnan province．Eight compounds have been isolated from the 

methanol extracts of this plant by co lumn chromatography On sdica gel and  preparative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On lica ge1．One of these compounds was identified as new constituent 

named  as xanthanthusin A(1)，which belongs to abietane quinone diterpenoid．Thc other seven 

we／'e known compounds，namely，coleno U (2)1 sugiol(3)， 一sitosterol，daucosterol， 

tritriacontanol，tfitfiacontane and octacosanic acid．Their structures we're elucidated by 

spectroscopic methods． 

Key words Coleus xanthanthus；Labiatael Abietane quioone diterpenoid；Xanth anthtmin A} 

1D and 2D NM R 

1977年 J．S．Tandon等从唇形科鞘蕊花属植物毛喉鞘蕊花 (Coleu~fforskoh脚 中 

分到了具有解痉挛和降压作用的二萜化合物福司可林 (forskolin)“ ，曾被认为是一种 

990年7月收{膏．1990年10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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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希望的治疗心血管病的新药。另外还从该属的其他一些植物中分到若干昆虫拒食剂 

和有抗癌活性的醌式二萜 。从而对该属植物的研究引起广泛的重视。 

o M e 

Aco 、罐  、” OH o ． OH 
黄鞘蕊花 (Co／eus xanthanthus C．Y．Wu et Y．C．Huan&}为小灌木，花小，淡黄 

色，系我国特有植物，分布在西双版纳地区。化学成分未见报道。找们从中分得 8个化 

合物，其中1个是新的醌式二萜，命名为黄鞘蕊花甲素 ('xanthanthusin A)(1)，推定其 

结构为 17-methyl(15—16)abieo-16-methoxy-2~-acetoxy-coleon U(1)；其余 7个为 

已知 化合物 ，即：coleon u(2)，sugiol(3)，口一谷 甾醇(#---sitosterc)1)，胡萝 h甙 

《kiaucostero0，三十三烷醇~：(tritriaeontano1)，三十三烷(tritriacontane) 和二十八烷酸 

(Octaconic acid) 

黄鞘蕊花甲素(xan~ aLhusinAX1)：黄色柱状结晶，mp156--158~，( +36．42。(c0．50& 

CHCa~)，C2 f 4)I JV月 00 ：新 (434)，268(4．10)，283(3．88)，3凹．5(3 ，399 

(3．鼹)；Ⅱi ：3460，3400(OH)，1730,1280，1250 (酯基)，1600，1580(茑耶 )。 

提示该化台物具有松香烷型醌式二萜的骨架 。 【H NMR呈现3个叔甲基 ~1．49，1．50,L74(~- 

31-I， 1个仲甲基 1丑，OH，棚1个甲氧基【 i3．43,(3H， 1个乙酰氧基陋2m (3H，吼 2个次甲 

基∞．79,5．o8(~-IH,ⅡOHn 4个羟基 5规 9n9固，13．0(~-1H，DO 交换消失 比较化台物 l与 

coleonU(12)的0H， ℃NMR(~ 1)示二者结构相似 ，仅化合物1的2 _H被乙酰氧基所取 

代。以及没有出现连接于c一13位的异丙基边链信号，而观察到的是 1卜甲基从c_-l5位键移至 

c一16位，且c-‘16位上 1个质子为甲氧基取代的信号。 

襄 l 化台物 1．2和 3的”CNMR化学位移位 

Table1 C NM R dats ofcom pound I．2 a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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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H一 H CoSY谱指示出65．08(1H，m)的质子同时与 4个质子有键合相关关系， 

为此我们推定其为 2一H。因为在化合物 1的分子中，只有 2一H才可能同时与 4个质子 

产生键合相关。2D NOESY谱中可以观察到2-H与 19一CH 的NOE关系，说明2一H 

是 口取向的。 H一 H COSY谱还确定了另外一些质子的相互偶合关系：63．79(1H， 

l6-_H)质子 与 1．22(3H，d．J=6．0Hz，17-CH )，2．9l(1H，dd，J=6．8，15．2Hz，1卜Hb)， 

3．00H，dd，J=2A，l5 2Hz，15一H )等质子的相关偶合，h3 0(15--H~)质子与2．91(15-H0 

质子 的相关偶合，32．19(1H，m，3~-H)质子与 1．84(1H，dd，J=6．0，13．2Hz，3 一H)， 

5．08(1H，m，2 H)等质子的相关偶合。2D COLOC (二维远程偶合)谱中OCH 上的 

质子与 C一16有远程偶合相关，证明 OCH 是连接于 C-16位的。另外，COLOC谱指 

示出 1卜 H，与 C一12，C一14，C一13有远 程偶合 ，这证明带 甲氧基的边链是连接在 

C-13位上。 

据此，我们推断化合物 1结构为 17-methyl(15—16)abieo-16--methoxy-2~一 

acetoxy-eoleon U．2D H一 H和 H 13C相关谱及 COLOC谱使得化合物 1的碳谱 (表 

1)及有关质子氢谱得到了指定。 

实验部分 

熔点用 Kofler显微熔点仪测定，未经校正；旋光度用WXG-6自动旋光仪测定； 

紫外 光 谱用 UV一210A 型仪 ； 红外 光谱用 PE-577型分 光光度 计； 质谱 用 

Finnigan-4510型质谱仪，EI-70eV测定；核磁谱用 AM一400型波谱仪，以CDCh为 

溶济，TMS为内标。各种层析用硅胶和硅胶 G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植物材料采 

自西双版纳勐腊县。各项光谱数据由本所物理分析仪器组测定。 

提取和分离：风干粉碎的黄鞘蕊花全株植物样品 3．2kg，用 甲醇回流提取，活性炭 

脱色，回收溶剂得棕黄色提取物 50g。然后用硅胶进行柱层析，依次以石油醚一氯仿， 

氯仿，氯仿一丙酮梯度洗脱，收集流份。第一份 (氯仿一石油醚 1：1)得三十三烷；第 

二份 (氯仿一石油醚 1：1)得 coleonU (2)(5 g)；第三份 (氯仿一石油醚 1：1)得 

口一谷甾醇 (1．2 g)；第五份 (氯仿一丙酮 8：20)得胡萝 甙。第二份母液再经硅胶柱 

层析，收集流份，No．3(氯仿一石油醚 2：8)得二十八烷酸 (20 mg)；第三份母液经 

硅胶柱层析 ，收集流份，No．2 (氯仿一石油醚 2：8)得二 十八烷酸 (1 10 mg)；No．3 

(氯仿一石油醚 2：8)经 硅胶柱 层析纯 化，得黄鞘 蕊花 甲素 (xanthanthusin 

A)(1)(19 m ；No．4(氯仿一石油醚 2：8)经硅胶柱层析纯化 (乙醚一石油 1：9)得 

sugiol(3)(20 mg)。 

黄鞘蕊 花 甲素(1)： 黄色柱状结晶，C2 H B(M 434)， H NMR 1．22(3H，d， 

J=6．0 Hz，17一CH )， 1．49(3H，S，l9—CH )， 1．50(3H，S，18--CH )，1．74(3H，S， 

20--CH )，1．84(1H，dd，J=6 0，13．2Hz，3 一H)，2．09(3H，S，OAc)，2．19(2H，m，l 一H， 

3 H)， 2．91【lH，dd，J=6．8，15．2Hz，1卜Hb)， 3．0(1H，dd，J=2．4，15．2Hz 1 5-H )， 

3．12(1H，dd，J=5．6，15Hz，1 H)， 3．43(3H，S，OCH )，3．79(1H，m，16-H)，5．08(1H， 

m，2ff-H)，5．87(1H，S，D，O 交换 消失 ，1l—oH)， 7．0(1H，S，D2O交换 消失，6一_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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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1H，s，D，O 交 换 消 失 ，l2—oH)， 13．0(1H，s，D，O 交 换 消 失 ，14-OH)； MS 

In／z： 434(M ，10)，419，402，374(3)，359(9)， 342(23)，327(49)，318，299， 286， 

273(21)，59(100)。 

coleon U C2)： 黄 色 针 晶 ， c20H26O5(M 346)．mp 173~2， 无 旋 光 ， uV “ 

nm(1oge)：211(4．27)，262．5(4．08)，271(4．05)，329(3．56)，415(3．83)；IRv—KBrⅧ - ：3460， 

3400(oHJ， 2935，2870，1620，1590，1560，1452，1415，1370，1360，1 335，1305，1245，1 196， 

1030，960，845，815； H NMR6：1．38(2×3H，d，J=7．2Hz，16，17_CH )，1．46(3H，s， 

18-CH3)，1．51(3H，s，19-cn3)，1．66(3H，s，20-CH )，2．86(1H，in，l —H)，3．45(1H，hept， ． 

J=7．8Hz，1 5--H)，5．06(1H，s，D，O交换消失，11-OH)，6．15 (1H，brs，D，O交换消失， 

12_oH)，6．99(1H，brs，D，O 交换消失，6—0H)，l3．0(1H，brs，D2O 交换消失，14一OH)； 

MS m／z：346(M ，42)，33I(M 一CH ，10o)，276(88)，264(3o)，263(28)上述 数据 与文献 ’ 

值 一致 

sugio(3)：白 色 针 晶 ， C20HzsO2(M 300)．mp280~2．UV2 nm(1ogt)：207(4．22)， 

232．5(4．17)，285(4．11)_IRv⋯KBrcm-i：3100 (酚 羟 基 )，2920， 1640 ( ， 一不饱 和酮 )， 

1600， 1580， 1500 (芳 香 环 )， 1370， 1340， 1310， 1265， 1180， 1090，870； H 

NMR6：0．83(3H，s，18一CH3)，0．86(3H，s，19—CH )，1．15(3H，s，20-CH J，1．38(2×3H，d， 

J=6．5Hz，16，l7—CH1)，2．76(2H，m，6一H，)，3．63(1H，m，15一H)，7．2(1H，s，Ar—H)， 

8．4(1H，s，Ar_H)，12．4(1H，br，s．D O 交 换 消 失 ，12_oH)；MS m／ 300(M )， 

285(M 一15J，257(M -43)，243(M -57)，229，217(M -83)，215，203，189，173，163，153， 

141，128，115，105，91，83，77，69，55，41。上述数据与文献值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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