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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稀莶中已分离鉴定42个成分．其中I7个是新二萜类化台物。我研究组确定了I7个新成分中 

的 10个，并对 3个指定错了的化学结构给予了评论和改正 

关键词 菊科 ；稀莶；对映-海松烯型二萜；对映坝 壳杉烷型二萜 

稀莶为菊科(Compositae)稀莶属(Siegesbeckia) 
一 年生草本植物，广布于热带和温带地区，全世界共 

有五种稀莶：腺梗稀莶(Siegesbeckia触 ∞2s)．稀 

莶(S．orientalis)，毛梗稀莶(S．glabrescens)，胶稀 

莶(S gummifer)，角稀莶(S．Joullensis)。我国有 

前三种，都供药用，野生栽培均有，喜好温暖、潮湿的 

环境．以含腐殖质的肥沃粘土或壤土为佳。常生长 

于山坡路旁的杂草中。 

中国药典规定，中药稀莶为前三种原植物的干 

燥地上部分。 

稀莶昧苦性温、寒，人肝、脾、肾三经；主要功效 

为：(1)祛风湿、利筋骨．治风湿顽痹，腰膝酸楚，头风 

剧痛；(2)消炎止痛，可治烧伤、烫伤、蚁虫牲畜咬伤； 

(3)燥湿止泄，治妇女白带，外感伤风热泄。 

现代药理实验表明，稀莶的提取物具有舒张血 

管、降压、抗癌、抗生育、镇痛、抗菌消炎、抗疟、抗氧 

化、抑制免疫功能等括性。 

我国学者已从药用稀莶 中分到一系列对映．海 

松烯型和对映．贝壳杉烷型二萜。笔者的研究小组 

从药用稀莶中已分到4个新二萜．稀莶甲素orienta1． 

inA(P一7)t ，稀莶乙素 orientalinB(P．8)C3]，稀莶醇 

Siegesbeckiol(K-5)t6J，稀莶酸 Siegesbeckic acid(K_ 

11) ；6种新的二萜甙．腺梗稀莶甲，乙，丙，丁和戊 

甙 pubeside A(p-10)，B(P．11)，c(P-12)，D(P．13)和 

E(P．14) J．腺梗稀莶甙 Siegesbeckioside(K-4)L6A； 

和7个已知二萜成分，稀莶甙 darutc~ide(P-2)，对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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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杉烷．16B，17，培．三醇一ent-kauran一16B，17，l8． 

trlol(K．3)，l6B，17．二羟基对映贝壳杉烷．19．羧酸． 

ent-160，17．dihydroxykauran一19．o：c acid(K-6)，对映一 

16at-I，17．羟基贝壳杉烷一l9．羧酸．ent-16aH，17一hy． 

droxykauran-19．oic acid(K-10)，大花酸 grandifloric 

acid(K．1)，奇任醇 kirenol，2a，15，16．19．tetrahy 

droxypimar-8(14)．erie(P-6)，l6口．17．二羟基对映贝 

壳杉烷．19．羧酸．16B，17．丙酮合物 ent．160，17一dihy． 

droxykauran-19-oic acid-l6B，17一acetonide(K-7)，国 

内学者已分离到 7个新二萜一稀莶新甙 Neodaruto． 

side(P一3)⋯，12 羟基奇任醇 l2 Hydroxykirenol 

(P-4)，2-酮基．16．乙酰基奇任醇 2．Keto-16．aeety． 

1oxykirenol(P．5)【 ．对映贝壳杉烷．16B，17一二醇 ent． 

Kaurar~1613，17．dim(K一8)L8 J，稀莶 甲醚酸 Sieges— 

methyletheric acid(K-9) 』，稀莶酯酸 Siegesesteric 

acid(K-12) ，稀莶 乙醚酸 Siegesetheric acid(K- 

13) 和已知二萜成分稀莶精醇 Darutigenol(p- 

1)⋯和对映贝壳杉．16一烯．18-醇．19．酸 l8一Hydroxy— 

ent．Kaur-16．an一19一oic acid(K一2) J c 

1 稀莶草的化学研究 

我国学者从稀莶中已分离鉴定了 27个二萜类 

成分，其中10个是已知成分，l7个是新成分。在分 

到的 14个海松烯型二萜类成分中，有 4个已知成分 
— — 稀莶精醇(P-1)，稀莶甙(P．2)，奇任醇(P．6)，奇 

任醇丙酮合物(P_9)j10个新成分一 稀莶新甙(P． 

3)，12 羟基奇任醇(P．4)，2一酮基．16-乙酰基奇任醇 

(P．5)，稀莶甲素(P-7)，稀莶乙素(P．8)，腺梗稀莶甲 

甙(P一1 0)，腺梗稀莶乙甙(P一11)．腺梗稀莶丙甙(P． 

12)，腺梗稀莶丁甙(P．13)，腺梗稀莶戊甙(P一14)，它 

们的化学结构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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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稀莶的对映海松烯型二萜类成分 

啦 ．1 Ant-PbrmrenoidsfromS~esheclda 

14个海松烯型二萜类成分的 C NMR数据见表 1。 

p-lO 

OH 

“ 

／ oH 

P．14 P’4 

表 l 鞴莶的对映海松烯型二萜成分的碳谱数据 

Table1 CNMR data ofant-Pimareno|dsfrtanS／egesbec．g~ in c5 N# 

OH 

上＼／OH 

0H 

＼／OH 

*s D{C-15Glucose 0{I'-3 a ：106 id，75．6d，78 4d．72 0d
．78 7d 62．3t 

P．1 in CnC]~4-C~OD；I'-7，I"8，P-9 in CD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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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 12,a-羟基奇任醇 12~-Hydroxykirenol(P一 

4】 

12 羟基奇任醇的核磁共振碳谱中，C-12的化 

学位移为很低场的85．6 d，表明12．羟基应在平键 

位。受其去屏蔽，G16的化学位移由奇任醇的64．1 

t。移向低场的 72．1 t，另外，C-7的化学位移 23．5 t 

太高场，不恰当；应在 d36 x 10 左右。建议：12p一 

羟基奇任醇的化学结构应改为l2 羟基奇任醇 12a— 

Hvdmxykirer~l(4”)。 

我国学者从碲莶中已分离鉴定了13个贝壳杉 

烷型二萜类成分，其中 6个为已知成分一 大花酸 

(K-1)，对映贝壳杉．16．烯．18．醇．19-酸(K一2)，对映 

贝壳杉烷一1613，17，18．三醇(K-3)，对映贝壳杉烷． 

1613，17 二醇．19．酸(K-6)，对映贝壳杉烷．161]．17．二 

醇．19一酸丙酮台物(K-7)，对映贝壳杉烷一16odq，17一 

醇．19．酸(K．10)；7个是新成分一 腺梗碲莶甙(K- 

4)，碲莶醇(K-5)，对映贝壳杉烷一168，17．二醇(K- 

8)，稀莶甲醚酸(K-9)，稀莶酸(K-11)，稀莶酯酸(K_ 

12)，碲莶乙醚酸(K-13)，它们的化学结构见图 2。 

K-4 

K． K-10 

固2 聒莶的对映贝壳杉烷型二萜类成分 

ng．2 Ant．Kaurenoids hⅧ S e 

13个贝壳杉烷型二萜类成分的 C 僻 数据 的40．2，受其屏蔽，G18的化学位移移向高场的 

见表 2。 

1．2 关于对映贝壳杉．16．烯 18一醇．19．酸 18一Hy· 

droxy-ent-Kaur-16-ell-19-eic acid(K-2 J 

在对映贝壳杉．16．烯．18．醇．19．酸的核磁共振碳 

谱中，C-3的化学位移为41．5t，太低场。当C-19位 

有含氧官能团取代时，G3的化学位移应在 6 38左 

右，当G18，19位都有含氧官能团取代时，G3的化 

学位移应在d 33左右。 

1．3 关于对映贝壳杉烷一16口，17一二醇 Ant-Kauran- 

16p，17-diol(K-8) 

对映贝壳杉烷．1613，17．二醇的核磁共振碳谱 

中，C-4的化学位移为较低场的40．2 s，G18的化学 

位移为较高场的29．4 q，表明17．羟基应取代在 l9- 

位。受 l9．羟基的去屏蔽，G4的化学位移移向低场 

29．4，建议：对映贝壳杉烷．6B，17．二醇的化学结构 

应改为对映贝壳杉烷．1613，17．二醇一ent—Kauran一1613， 

17．diol(K-8)”)。 

1．4 关于稀莶甲醚酸 Siegesmethyletheric acid(K_ 

9】 

在碲莶甲醚酸的核磁共振碳谱中，如果 C-17基 

团在口位，受其屏蔽，C-12的化学位移将为较高场 

的27左右，而G12的化学位移为较低场的31．4 t， 

表明(7-17基团应在 a位。建议：碲莶甲醚酸的化学 

结 构 改 为 16aH．烯 莶 甲 醚 酸 16aH_Sieges— 

methyletheric aeid(K．9)”)。 

IN#I"学者从碲莶中分到十多个倍半萜内酯成分 

如orien i ’ (A)，lb，4a[ · J等，这些倍半萜内 

酯成分的化学结构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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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sofM电C 瑚 arIdOAc 0fK-11,KTeI177 4s．34 id．19 oq．19 Oql170 9s，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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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鞴莶的倍半萜内酯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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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除分到上述的27个二萜类成分外，还 

从稀莶中分离鉴定了甾体、黄酮、脂肪酸、芳香酸、多 

元醇、烷醇、木脂索类成分：B_谷甾醇(B_sit0ster01) 

(o-1)，豆甾醇(stigm~tem1)(o-2)，胡萝 甙 dau． 

costerol(0-3)，槲皮素(quercetin)(0-4)，3，7 二甲基 

槲皮素(3，7-dimethylquercetin)(0-5)，单棕榈酸甘 

油酯 (glycerin monopalmitate)(0-6)．花生酸 甲酯 

(methyI arachidate)(0-7)，二 十 一 烷 醇 (hene— 

icosano1)(0-8)，二十七烷醇(heptaccsmao1)(0-9)，琥 

珀酸(succinic acid)(0-10)，阿魏酸(ferulic acid)(0- 

11)，丁香醛 (syrlngic aldehyde)(0-12)，甘露醇(Ⅱ 

mannito1)(0-13)，2-氨基．3(4’一羟基．3’．甲氧苯基)． 

1一丙醇一[2一amino-3．(4’一hydroxy一3’一methoxypheny1)一 

1-pmpano1](0-14)，二香草基 四氢呋喃 (epoxylig． 

~mn)(0-15)等 15个已知成分。这 l5个已知成分的 

化学结构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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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稀莶的其它成分 

Fig．4 Other Constituents of 管龇幽  

2 稀莶草的药理学研究 

现代药理实验表明，稀莶的提取物具有舒张血 

管、降压、抗癌、抗生育、镇痛、抗菌消炎、抗疟、抗氧 

化、抑制免疫功能括性。 

1984年，有泽宗久等人的研究表明：稀莶的甲 

醇提取物对 血 管紧张 肽转变加 速因子酶 (an． 

enzyme，ACE)有N,1t的抑制作 

用。 

1986年．日本科学家对 195种植物粗提物进行 

抗氧化活性筛选，得知稀莶的甲醇提取物有较强的 

抗氧化性，其活性高于 2，3一丁基_4 羟基茴香醚 

(BHA)。 

1987年，涂茂 涮等人报导，稀莶能延长急性白 

血病患者的存活时间。用稀莶临床治疗疟疾63例， 

用药 l～3 d，有效率为 87．3％。 

1988年．郑民实、韩漪萍等人利用反相被动血 

凝抑制实验(RPHI)，对 175种中草药进行抗乙型肝 

炎病毒表面抗原(HBsag)的筛选，证明旆莶水提取 

物有高效；同时还发现其对I型单纯疱疹病毒有高 

效。 

1989年．董祥英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大鼠腹 

腔注射毛梗旆莶的醇提取物至 1．7 g生药／kg剂量 

或用稀莶甙在 20～加 rng／kg剂量时，对大鼠骨明 

显的抗早孕作用；二萜成分 Kauradienoic acid有显 

著的子宫兴奋作用．有希望发展成为新的避孕刑。 

h长武等人[Ja 用实验研究证明，旆莶草的水煎 

剂对小白鼠的免疫功能有显著影响(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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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傅宏征等人的研究_I 】表明：缔莶草中 

的二香草基四氢呋喃等木脂素类成分，经体外实验 

有抗血小板聚集作用，为缔莶在中药临床上常用于 

散风通络方中，治疗中风、截瘫、面神经瘫痪、进行性 

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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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Yun-long，XIONG Jiang，JIN Qj—dmn，WANG Shi-lin 

(KunmingInstitute ofBotany，TheChineseAcademyofSo'ences，Kunmmg 650204，ch|m) 

Abstract Chinese scientists have isolated 42 components from St'egesbeckizz．among them there are 17 new diter- 

penoids．Our research group has dueidated 10 new diterpenoids and gave comments and corrections Oil 3 wrong  

structures． 

Keywords Composime；Siegesbeckia；ant-Pimarenoid；ant-Kaurano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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