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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卵-7 、7 

某些卫矛科 (ce】astfaceae)植物，如苦皮藤 (Celantrua angulatus)，是我 国 历 

史上常用的杀虫植物． 1近年米，为了开发利用无毒或低毒的植物性农药，卫矛科植物 

的 研 究日益受到重视． 最近，我们从一种分布甚广的卫矛科植物一 白桂(Euonymus 

bungeanus)的种子油中分离出s种倍半萜化合物(1—5)，它们的结构经红外，核磁，质 

谐等光谱方法和化学方法确定为1B(d一甲基丁酰氧基)一2B，9a一二(B一呋哺甲酰氧基)一4Ⅱ一 

羟基一6Ⅱ，1 3一二 乙酰氧基一B一二氢沉香呋喃(1)，1B，啦 一二 (0一呋喃甲酰氧基)一2B，6Ⅱ， 

1 3。三乙酰氧基-4a一羟基一p一二氢沉香呋哺(2)，lB，9ct-~(目一呋哺甲酰氧基)一2B(17．一 

甲基丁酰氧基)-6a，i3一二乙酰氧基一4a一羟基～p一二氢 沉香 呋喃(3)，113，2目，9a一三 

(目一呋哺甲酰氧基)-4a一强基一6Ⅱ，l 3-．_--=乙酰氧基一0一二氢祝香呋 喃(4)和lB，8B一二苯 

甲酰氧基一2B一羟基-62，9B，13一一三 乙酰氧基一日一二氧沉 香 呋 喃 (5)．其 中 化 台 物 

1～●为 新化合物 ” ，5为该植物l_{]首次分得 的已知化台物． 我们用农作 物中最常见 

的菜青虫 (Pierts rapae)对上述 s个化台物分别作了生物活性试验，并与它们的化学 

结构作了比较．尽管该植物还没有被人们用作杀虫农药，但 昆虫试验结果表明，其 中一 

些成分的确表现出一定的毒杀活性或拒禽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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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CHi(CH3)CHCO：．R2；R5=c·H 30一日一C0：一R~=OH．R4 R0 H 

RI=R5 C·HIO-~-CO ，R 2；OAc．R3=OH．R4=R6 H 

RI=R5=c·H，O-~-CO,，Rz=CHaCH,(CH,)CHCO：．R3=OH。R4；R6=H 

R1；R2 R5=CIH 3o·B—C0 2．Rs=OH．R4jR日；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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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生物活性试验 - 

J．J 涂叶片法 每甘蓝叶片涂上200ppm丙酮稀释 的样品溶液1 Oil．L，相当 于 每叶片涂 

20Vg样品．将叶片凉干后饲喂菜青虫四龄劫虫．幼虫取食24h~I 7 2h后 分别 称其体重． 

对照组用纯丙酮做试验，试验结果见表 1．从表 1可以看出，化台物 2表现出较大的致 

死率40嘶，而化合物 5表现出较大拒食率61％． 

表 l 化舍物对菜青虫四龄 幼虫的活性 (涂叶片法) 

』．2 叶片浸渍法 把甘蓝叶片浸在200ppmT~ 稀释的样品溶液中片刻取出， 吹干后饲 

喂菜青虫四龄幼虫．幼虫取食48h后称其体重．对照组用纯丙酮做试验，试 验结 果见表 

2．从表 2可以看出，化合物 I和 5表现出较大 的拒食率，分别 为67嘶和51．3嘶． 

表2 化合物对菜青虫四龄幼虫的活性 (叶片浸渍法) 

I．3 高浓度叶片浸渍法 把甘蓝叶片浸在500Ppm丙酮稀释的样品溶液 中 片 刻 取出， 

吹干后饲喂已称重饥饿了 3 h的菜青虫四龄幼虫．用纯丙酮做对照试验，试 验结果见表 

3，从表3可以看出，化台物 1， 2和5表现出较大的死亡 率 (分 别为 75嘶，50嘶 

和50嘶)和较大的更正死亡率 (分别为71．4嘶，43嘶，和43嘶)．但只有化台物 5表现 

出较大的拒食率40．4嘶． 

表 3 化舍物对 笨青虫四龄 幼虫的活性 (高浓度叶片浸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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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讨论 

总结上面3十实验 看 出t即使是同一个化台物，由于试验方往不同所得的拒食 

率不同．总 的看米，乐』H 法 2所得的拒 良率比方法 1硒 3 I；il；要好，而采用方法 3所褥 

的死亡率 比方法 1和 2要好．再比较 5个化台物的活性，可以看出化台物 5裘现出比其 

余 4个化台物较为明显的活性．比较 5个化台物的结构特点，发现化台物 l～ 4都属 于 

1，2，4，6，9，I 3一六取代的粪型，且都台有目一味喃甲酸酯基．而化合物5则属 

于 1， 2， 6， 8， 9，13一六取代类型，不 舍日一呋喃甲酸酯基，但含有苯甲酸酯 基． 

这些结构特点的差别，很 可能是导致上述生物活性差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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