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荜拔中的新酰胺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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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新化合物，(2)为首次从该植物 

关键词 胡椒属，革拔，二寨酰胺 

，———～ —一  ———一  ／ 

A NEW  DIM ER oF AM IDE FRoM PⅡ’ER LoNGUM 

ZHANG Ke，CHEN Chang—Xiang，W ANG De—Zu，W U Yu 

(Laboratory ofPhytochemistry，KunmingInstitute ofBotany．ChineseAcademyorsdences，Klmming 650204) 

Abstracts A new amide，the dimer ofdesmethoxypiplartine(1)，together with four known comp— 

ounds．(z)一12一octadecenic一 一glycerol monoe~ter(2)，piperine(3)， 一sitosterol(4)，daucosterol(5)， 

vecre isloated from Piper longum L The structures wefe determined by spectra data and 

cornparision with authentic samples． 

Keywords Piper eipe rIongum．Dimerofamide 

草拔(Piper longum L)是传统著名中药，具温中散寒，行气止痛之功效，可主治心腹痛、呕吐等症 

(江苏新 医学院编 ，1977)。 国外学者 对其 化学成 分进行过 较系统的研 究，从 中得到一 系列的酰 胺粪 ， 

aporphine生物 碱类和 术脂体粪化合物(De~ai等，1989，1988；Koul等，1988；Noboru等，1986；Wnanbyr 

等．1983,Dutta等，1977；Durra等，19．75；--Dhar，1967；Atal等，1966，1963；Chatterjet等，l966，1963)。我们 

对滇产荜拔进行了研究，得到 1个新化台物和 4个 已知化合物。 

化合物(1)的 EIMS呈现 574(M )，287(100)，符合分子式 C32H N2OB． C NMR仅有 l6个信号峰， 

说明(1)为对称结构。不饱和度 17，是奇数，说明两个对称部分通过成环相连 事实上(1)正是去 甲氧基草 

拔酰胺[2+2】加成的产物。以(1)和(1a)的 C NMR对l：~(Filho等，1981)，C】到 G 9个碳的化学位移几乎 

完垒一致，从而证实了甲酰二氢吡啶和四元环的存在。苯环 区(1)比(1 a)显得复杂，说明(1)的苯环不具对 

称性。0H NMR芳氢区可以找出明显的 1，2，4-三取代苯芳质子的裂分[ 6．77【d，J=2．0 Hz)，6．72 

(d．J=8．3 H z)，6 84(dd，J=2．0， 8 3Hz)] (1)的分子 量比(1a)少 60，正好是两个一OCH]。对照胡椒碱 

”C NMR数据(Baner 等， 1984)，芳环定为 3，4-二甲氧基苯基 EIMS中仅有质量敦 574， 287峰， 

没出现质 量数 300， 274的碎片峰，否定了(Ib)的结构。 H NMR在 4．68—4．87呈 l4条谱线，为 A2B2 

系统 ，系四元环 上质 子产生，故 (1)为( ， ，卢)构 型。有 趣的是， 化合物(1a)的 构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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鼽 在 4 75附近呈 AA BB ~ (Filho等，1981)，与(1)并不相同。故(1)的结构定为( ， ％ 一1，3 

双(3，4 二 甲氧基苯基)2，4 双[卜(2一羰基 5，6二氢吡啶) 甲酰基】一环丁烷。 

实验 部分 

熔 点 用 显 微熔 点 仪 测 定 ， 温度 未 拉 正。 IR使 用 

(1) P E一577 测 试 。 H NMR， ”C NMR 使 用 

Bruker一400，TMs为 内标， cDc 为 溶剂 。uv 使用 

Shimadzu UV 210A 。 ElMS使 用 VC—AutospcC一3000 

质谱仪。硅艘(200～300目)，硅胶 G，硅 肢 H 系青 岛海 

洋化工厂生产。 

样品采自云南西双版蚋，陶国达教授鉴定标本。 

革拔地上部分干燥粉末 6 kg，无水乙醇冷浸 6次， 

减压回收溶剂得墨绿色浸膏 220 g，活性炭脱色得 l50 

g。反复 睦胶柱层析，以氯仿，石油醚一丙酮，石油醚 一乙 

酯 等 系 统 不 同 配 比 洗 脱 ， 得 化 合 物 (1)(20 mg， 

0．0003％)， (2X35 mg， 0 0006％)， (3)(15 mg， 

0．0002％)，(4)(20 mg，0 00O3％)．(5)(4mg，0．0O007％) 

¨b、 化音物(1)：C盐H34N2O 无色晶体(CHCI])，mp 1 35～ 

136"C，uV nm：271．5(sh)，240．IRv cm ：1670， 

l610，1575，1500，1450，1130，8l0 

EIMS：574(M ，l1)，287(10 0) H NMR (cDCI~： 

66．84(dd， J=2．0， 8 3Hz )(H一15)， 6 77 【d。 j=2 O 

H z)(H 11J， 6．72 (d，J=8 3H z)(H一14)，6 60 (m)(H 4)，5．72 (m)(H ， 4 68～ 4．87(A，B2系 统 )， 

3．81(s)(OCH3)， 3．79(sXOCH3)， 3．70(m)(H一6a)， 3．40(mXH一6b)， 2．00(m)(H-5a)， 1．59(m)(H一5b)。 

”C NMR(cDCI1)： 174．1(C 7)， 164．3(C 2)， 148．4(c一12)， 147．9(c 13)， 144．7(c一4)， 1 33．3(C 1o)， 

l25．6(c ”，120 o(c一15)，112．2(c—l4)，111．2(c 11)，56 0(OCHp，55．8(OCH，)，51．5(c 8)，41 6(c一9)， 

40 8(c 6)，24．1(c一砷 

化音物(2)：c2lH钟O4，无色蜡状物。 IRv 忸 ：3l00～3600(br．)，2900，2830，1720，1460，715 EIMS： 

356(M十)，338(M H，O)，325，299，265，264，239，134，1 1 1，98。 H NMR：65．29(m)，3 48～4．1o(两个 ABX 

系 统 )，2：28(t，J 7 6Hz，2H)，0．73 I．62(m) ”C NMR：5174．3( ，1 300(d)，129．7(d)，70 3(d)，65．1(t)， 

63．4(0，34．2(t)，31．9(0，29．6(t)，29 4(0，29．3(t)，29 1(t)，27．2(t)，24 9(0，22．6(0，14．o(q)o 

化合物(3)：黄色棱晶(丙酮)，mp 129～130~C，TLC，MS与标准品一致。 

化告物(4J：无色针晶(丙酮)，TLC，MS与标准品一致。 

化告物(5)：白色粉末(cH，OH)，TLC，MS与标准品一致。 

致谢 渡谱数据均由本室仪器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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