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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冬凌草中的对映
。

贝壳杉烷二菇化合物

韩全斌 赵勤实 黎胜红 彭丽艳 孙汉董
朱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和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昆明 65 02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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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内醋
一 对映 一 贝壳杉烷二菇化合

物
,

经波谱分析鉴定了它们的结构
,

其中有 7个新化合物
,

分别命名为贵州冬凌草乙素
一

辛素 (翻d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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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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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卢氏冬凌草甲素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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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冬凌草乙素 ( 9)
、

贵州冬凌草素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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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叶香茶菜素 (份心此石伺in
,

11) 和 ` 表狭叶香茶菜素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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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等 5 个 已知化合物
.

另外
,

将作者原命名的贵州冬凌草素 (扣 d o n
即 i

n ,

10 )更名为贵州冬凌草 甲素

(加do
n 邵u n

A
,

10 )
,

并利用二维核磁共振波谱技术修订了卢氏冬凌草乙素的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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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抗菌
、

抗炎和抗癌等功效
.

治

疗咽喉炎的冬凌草含片以及抗菌
、

抗炎和抗癌药物冬凌草片

等药品早已上市
,

曾收载于 1卯 7年版 ((中国药典》
.

河南省济

源地区产冬凌草中
,

冬凌草甲素 ( ior dion n) 和 乙素 ( po in ic din)

为其主要成分 「̀
一 3〕 ,

但在河南省卢氏县产和贵州省施秉县产

冬凌草中却没有发现冬凌草甲素
、

乙素的存在
,

而是分离得

到了 3 个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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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
一

7
,

20
一

内醋 一 对映 一 贝壳杉烷二菇化合

物
,

即卢氏冬凌草甲素 (玩d o l l邵 1 1。 人
,

s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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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d o l l

ign
n B

,

9) 阁和贵州冬凌草素 ( gu id o n
gr ` n ,

10) 困
.

本文对先前研究过

的
、

采 自同一产地的贵州冬凌草的化学和活性成分再次进行

了深人的研究
,

其结果除分离得到上述 3个主要成分外
,

还

分离得到一系列 6
,

7
一

断裂
一

7
,

20
一

内醋型的对映 一 贝壳杉烷二

菇化合物
,

其中包括 7 个新化合物
,

分别命名为贵州冬凌草

乙素
一 辛素 ( 1 一 7)

,

以及 2 个已知化合物
:

狭叶香茶菜素

(
agnu

s t ifo lin
,

n v)[
,

8〕和 6
一

表狭 叶香茶菜素 ( 6
一

eP i

angu
s t而li n

,

12 )[ 幻
.

通过波谱分析鉴定了这 12 个化合物的结构
,

并利用

二维核磁共振技术对卢氏冬凌草乙素的结构进行了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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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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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将原来命名的贵州冬凌草素 ( gu 记叩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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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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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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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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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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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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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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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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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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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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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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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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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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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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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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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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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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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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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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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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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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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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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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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寸
.

忍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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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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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次
.

1
.

蕊
.

1

.

落
.

1~闷
.

1
.

芯
.

1~闷
.

1

。
9的

.

1

ǎ日à以
.

1~鸽
.

1

ǎ0
.

。1 .

一洲阅à食
.

娇ǎ0
.

。工卜召侧à等
.

们
ǎ的

.

8
`

召侧à寻
.

价ǎ们
.

8
扒

召侧à减
.

价

ǎH仍
卜

巴巴
,

工

ǎ0
.

国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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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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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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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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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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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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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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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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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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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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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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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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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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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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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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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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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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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ǎ0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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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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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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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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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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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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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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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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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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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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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ǎ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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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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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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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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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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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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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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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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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化合物 1 一
7的

, 3 C NM R 数据 ( lX()
.

6 M H
Z ,

几DS N
,

占)

T曲 Ie Z
` 3 e N
呱 山扭 of c o n l

卯山
lds i

一
7 ( 100

.

6 MZH
,

几几 N
,

占)

1 2 3 4 5 6 7

1 25
.

5 ( t ) 27
.

7 (
t
) 28

.

0 (
t
) 25

.

9 ( t ) 25
.

9 ( t ) 27
.

8 ( t
) 24

.

8 ( t )

2 17
.

4 ( t
) 18

.

6 (
t
) 18

.

7 ( t ) 19
.

1 ( t ) 17
.

9 ( t ) 19
.

6 ( t ) 1 8
.

1 ( t )

3 3 1
.

9 (
t ) 32

.

6 (
t ) 32

.

8 (
t ) 35

.

0 ( t ) 32
.

4 ( t ) 33
.

5 ( t ) 3 1
.

6 ( t
)

4 38
.

8 (
s
) 38

.

4 (
s

) 38 4 (
s

) 37
.

8 (
s

) 37
.

6 (
s

) 36
.

4 (
S
) 3 6 9 (

、
)

5 48
.

9 ( d ) 46
.

9 (d ) 47
.

1 ( d) 50
.

5 ( d) 55
.

6 (d ) 52
.

0 ( d ) 4 3
.

6 ( d )

6 17 6
.

0 (
s

) 17 5
.

1 (
。 ) 175

.

3 (
s

) lX()
.

3 ( d ) lX()
.

6 (d ) 1X()
.

4 ( d ) 68
.

5 ( t )

7 1 71
.

6 (
s
) 17 2

.

2 (
s

) 17 2
.

4 (
s

) 172
.

7 (
s

) 17 2
.

0 (
s
) 177

.

2 (
,
) 172

.

2 (
。
)

8 56
.

6 (
s

) 54
.

9 (
s

) 55
.

4 (
s

) 5 5
.

2 (
s

) 56
.

1 (
s
) 50

.

3 (
s
) 55 0 (

S
)

9 42
.

3 ( d ) 4 2
.

9 ( d ) 4 1
.

5 ( d ) 42
.

0 ( d ) 4 2
.

3 ( d ) 39
.

5 ( d ) 4 1
.

1 ( d )

10 39
.

1 (
s

) 4()
.

l (
s

) 4D
.

2 (
s

) 39
.

1 (
s

) 4 1
.

4 (
s
) 42

.

2 (
s
) 44

.

3 (
s

)

1 1 17
.

2 (
t ) 麟

.

3 (
t ) 以

.

8 ( t ) 1 8
.

0 (
t
) 17

.

7 (
t
) 65

.

3 ( t ) 17
.

8 ( t )

12 19
.

6 (
t
) 3 1

.

7 (
t
) 33

.

0 (
t
) 1 9

.

5 (
t
) 19

.

9 (
t
) 45

.

8 ( t ) 19 4 ( t )

13 32
.

7 (d ) 32
.

6 ( d ) 3 1
.

6 ( d ) 3 2
.

8 ( d ) 32
.

9 ( d ) 36
.

8 ( d ) 3 2 8 ( d )

14 33
.

2 ( t) 35
.

7 ( t ) 36
.

0 (
t
) 34

.

0 (
t
) 33

.

9 (
t ) 35

.

0 ( t ) 33
.

9 ( t )

15 2 15
.

7 (
s

) 2 14
.

7 (
。
) 2 1 1

.

9 (
s

) 215
.

2 (
s

) 2 15
.

5 (
s

) 8 1
.

4 ( d ) 2 14
.

7 (
s
)

16 48
.

5 (d ) 4 8
.

4 ( d ) 56 6 ( d ) 49
.

1 ( d ) 49
.

0 ( d ) 158
.

5 (
S

) 49
.

0 ( d )

17 11
.

0 (q ) 11
.

7 ( q ) 59
.

0 (
t ) 10

.

8 ( q ) 10
.

8 ( q ) 108
.

8 (
t
) 10

.

8 ( q )

1 8 26
.

3 (q ) 2 1
.

7 (q ) 22
.

2 ( q ) 25
.

4 ( q ) 25
.

4 ( q ) 2 1
.

2 (q ) 20
.

9 (q )

19 76
.

1 ( t ) 7 5
.

5 ( t ) 75
.

6 (
t
) 8 1

.

4 (
t
) 79

.

0 (
t
) 8()

.

5 ( t) 13
.

1 ( d )

20 69
.

5 ( t ) 7 1
.

8 ( t ) 7 1
.

9 ( t ) 7 1
.

6 (
t
) 7 1

.

7 (
t ) 75

.

2 ( t) 2 0 ( t)

O C3H 54
.

8 ( q )

(经基 )
,

29 39
,

28 73
,

175 6 (六元环内醋 )
,

17 18 (饱和酮 )
e
m

一 ’ ; E IMS ( 7 0
e v ) m / :

( % )
: 3能 ( [M〕

+ ,

3 )
,

3科 (〔M -

姚O ]
+ ,

10 )
,

33 1 ( [M 一 OM e 〕
十 ,

12 )
,

3 18 ( 1X() )
,

3X() ( 12 ) ;

HRE IM S e al e d for q 1

30H 几 362
.

2朋 3
,

五)山 l
d 3 62

.

20 72
.

2 结果与讨论

化合物 1 为无色方晶
,

高分辨质谱显示分子离子峰 ( m /

:

) 为 346
.

17 84
,

其分子式为 场甄仇 (计算值 346
.

17 50 )
,

不

饱和度为 8
.

IR 显示有经基 ( 3 44 7 。m
一 ’ )

、

淡基 ( 17 17 cm
一 ` )和

内醋默基 ( 17 69
,

174 2 C m
一 ’ )等吸收峰

.

VIJ 谱中在 20 3 nm 处

有最大吸收峰
.

` 3 C N M R 和 DE yI’r 谱示有 20 个碳信号
,

由低

场至高场分别为 1个酮拨基碳
、

2个内醋淡基碳
、
8个亚甲基

碳
、

4 个次甲基碳
、

2个 甲基碳和 3 个季碳 ; 综合考虑 HM B C

谱中位于 占H 3
.

62 ( H
一

19 b )和 占H 2
.

科 ( H
一

5召)的两个质子信

号与 占C 176
.

0 处内醋拨基碳 ( c
一

6) 信号的相关关系
,

以及 如

4
.

37 ( H
一

20 b )和 占H 2
.

34 ( H
一

9月)的两个质子信号与 占C 17 1
.

6

处内醋拨基碳 ( C
一

7) 信号的相关关系 (见图 1 )
,

提示化合物 1

为 A环
、

C 环均没有氧化取代的 6
,

7
一

断裂
一

6
,

19 ; 7
,

20
一

双内醋
一 对映 一贝壳杉烷类二惦化合物

.

与同时得到的已知化合物

卢氏冬凌草乙素 ( 9) 相比较
,

二者的’ 3C NM R 和 D Ep T 数据非

常相似
,

仅在 C
一

12 和 C
一

17 位有明显差别
,

提示化合物 1应为

9 的 C姚
一

17 差向对映异构体
.

化合物 1 中 C
一

12 (占C 19
.

6) 和

e
一

17 (占。 21
.

0 )的化学位移均比化合物 9 中 e
一

12 (占C 29
.

4 )和

c
一

17 ( 占C 16
.

5) 的化学位移 向高场位移
.

提示化合物 1 中

C3H
一

17 (占H 1
.

06 )与 H
一

12月(占H I
.

32 )之间存在着典型的 补立

体压缩效应图
,

导致 c
一

12 和 c
一

17 的信号均明显向高场位移
.

R O ES Y谱中 c姚
一

17 与 H
一

12召之间的相关关系证实了上述推

论 (见图 1 )
.

因此
,

化合物 1 中 C
一

17 位甲基的相对立体构型

应为 户取向
.

至此
,

化合物 1 的结构被鉴定为 16( R )
一

甲基
一

6
,

7
一

断裂
一

6
,

19 ; 7
,

20
一

双内酷 一 对映 一 贝壳杉
一

巧 酮仁16( R )
-

n l e ht yl
一

6
,

7
一

概-0 6
,

19 ; 7
,

20
一

id iol de
一

ent
一

k
~ 巧

一

~ 〕;相应地
,

卢

图 1 化合物 1 中关键的 HM B C ( H~ C )和 RO ES Y ( H o H )相

关关系

n 即昨 1 K
e y HM B C ( H ~ C ) 田

ld RO公汀 ( H o H )
e o

爪 Ia t io 。

of c o m po 山
ld l



韩全斌等
:

贵州冬凌草中的对映
一

贝壳杉烷二砧化合物 1 0 81

氏冬凌草乙素 (9) 的结构应修订为 1 6 (s )
一

甲基
一

6
,

7
一

断裂
一

6
,

19 ; 7
,

20
一

双内酷 一 对映 一 贝壳杉
一

巧 酮「16 ( )S
~

m e ht v-l 6
,

7
-

cse , 6
,

19 ; 7
,

20
一

id o lid -e ent
一

k
a-ur

15
一

on
e ]

.

化合物 2 为无色方晶
,

高分辨质谱示分子离子峰 ( m / :

)

为 362
.

17l 7( 计算值 3 62
.

17 29
,

场甄氏 )
,

不饱和度为 8
.

化

合物 2 和 1 的 NM R 波谱非常相似
,

其差别主要在 C 环上的

C
一

1 1
,

C
一

12和 C
一

14 的 N M R 数据
.

化合物 1 中位于 占C 17
.

2 的

C
一

n 亚甲基信号在化合物 2 中被一个位于 占C研
.

3 的次甲基

信号代替
,

同时 C
一

12 亚甲基信号由 1 中 占C 19
.

6 向低场显著

位移至 2 中 占C 31
.

7处
,

而且化合物 2 的分子量比 1 多 16 原

子质量单位 (~ )
,

表明化合物 2 为化合物 1 的 C
一

n 经基化

衍生物
.

并由化合物 i 中 e
一

l (占C 乃
.

5 )和 C
一

14 (占C 32
.

2 )的

化学位移在化合物 2 中由于 O H
一

11 与 H
一

al 和 H
一

14 a

的空间

效应所致
,

分别向低场位移至 占C 27
.

7 ( C
一

l) 和 占C 35
.

7 ( C
-

14 )
,

以及化合物 2 的 RO E YS 谱中 oH
一

11 (如 6
.

叩 )与 H
一

1a4

(占H 3
.

74 )之间的相关关系表明化合物 2 中 oH
一

n 应为 a 一

取

向
.

因此
,

化合物 2 的结构被鉴定为 16( )R
一

甲基
一

11。
一

经基
一

6
,

7
一

断裂
一

6
,

19 ; 7
,

20
一

双 内醋 一 对映 一 贝壳杉
一

巧 酮仁16( R )
-

m C ht yl
一

11。
~

hy面卿
~

6
,

7
一

~
6

,

19 : 7
,

签id iol -de 时
一

k
-aur

15
一

on e 〕
.

化合物 3 为无色针晶
,

高分辨质谱显示其分子离子峰

( m / : )为 3 78
.

167 4 (计算值 378
.

167 9
,

场崛 O7 )
,

不饱和度为

8
.

比较化合物 3 和化合物 2 的 NM R 波谱发现
,

二者仅是在

C
一

16
,

C
一

17 位的波谱数据有明显差别
,

即化合物 2 中 C
一

17 位

的甲基 (占C 11
.

7) 在 3 中被位于 占C 59
.

o 的经甲基替代
,

并导

致化合物 2 中 占体 , 6。 ( 2
.

5 3 )和 占。 , 6 ( 4 8
.

4 )在化合物 3 中显著

向低场位移至 a H 3
.

01 和 占C 56
.

6
,

结合高分辨质谱实验的分

析结果
,

表明化合物 3 为化合物 2 的 C
一

16 位上的甲基被氧化

成经甲基的衍生物
.

化合物 3 的 HM BC 谱中 姚
一

17 (如 4
.

25

和 4
.

19 )与 e
一

15 (占C Z l l
.

9 )和 e
一

13 (占C 3 1
.

6 )的相关
,

以及在

R O EYS 谱中 姚
一

17 与 H
一

12 月 (占H 2
.

57) 的相关关系
,

证实了上

述推论
.

所以
,

化合物 3 的结构应为 16( S )
一

经甲基
一

11 a 一

轻基
-

6
,

7
一

断裂
一

6
,

19 ; 7
,

20
一

双内酷 一 对映 一 贝壳杉
一

巧 酮 [ 16 ( 5 )
-

h外玩卿
犯 ht y-l 1 l a -

h ydor 叮
~

6
,

7
一

~
6

,

19 ; 7
,

签 id iol d-e ent
一

k
~

巧
一

one 」
.

化合物 4 和 5 为一混合物厂n 刃 t ( 1) 二氯甲烷 /异丙醇

(25
: 1

,

:V V) ; ( 2 )环己烷 /乙酸乙醋 ( 1
: 2

,

:V V) 〕显示为一个

点
, ` H 和 `3 C N M R谱清楚显示这是两个结构非常相似的 6

,

7
-

断裂
一

7
,

20
一

内醋 一对映 一 贝壳杉烷二枯化合物
,

在混合物的

毗陡溶液中
,

二者的比例为 5 : 4
.

同化合物 1 的 ’ 3 C N M R谱比

较
,

发现化合物 4 和 5与化合物 1 的差别仅在于 C
一

6位的氧

化程度
.

化合物 1 中 C
一

6 位的内醋淡基碳信号 (占C 176
.

0) 在

化合物 4 和 5 中分别被一个半缩醛碳信号 ( 占C 100
.

6 和

100
.

3) 所代 替
,

并 考 虑 高分 辨 质 谱 实 验 的分 析 结 果

( 34 5
.

x 93 8
,

与28H 05
,

不饱和度为 7 )
,

即化合物 4 和 5仅比化

合物 3多2个质量单位
,

提示化合物 4 和 5为化合物 1 中 c
一

6

位的内醋淡基被还原为经基的衍生物
.

经比较化合物 4 和 5

的 ’ 3e 咖R 数据
,

发现除 占e 一 5 ( 占C 5 0
.

5 和 5 5
.

6 )有明显差别

外
,

二者其余 19 个碳的信号在 13 C N M R谱中均为成对紧密相

邻的数值
,

提示化合物 4 和 5 可能为 C
一

6 位取代基的差向异

构体
.

在 RO E SY 谱 中
,

化合物 4 的 H
一

6月 ( 占H 6
.

m )与 H
一

5召

(占H 2
.

15 )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

而化合物 5 中 H
一

6 a ( 占H S
.

s g )

却与 H
一

a3 (如 1
.

62 )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

以上表明化合物 4

和 5 中 c
一

6位经基的相对立体构型分别为
。 一

和 户取向
.

所

以
,

化合物 4 和 5 的结构分别被鉴定为 16( R )
一

甲基
一

6 a 一

经基
-

6
,

7
一

断裂
一

6
,

19
一

环氧
一

7
,

20
一

内醋 一 对映 一 贝壳杉
一

巧 酮「16

( R )
~
m e th y l

一

印
~

h ydn 狱 y
~

6
,

7
一

sec * 6
,

19
- e

po xy
.

7
,

签 iol 游呱
一

k m i-r

巧
一

~ 3和 16( R )
一

甲基
一

6月
一

经基
一

6
,

7
一

断裂
一

6
,

19
一

环氧
一

7
,

20
一

内

醋 一 对映 一 贝壳杉
一

巧 酮「16( R )
-

m e d l

v-l 6月
一

hy d r o x y
一

6
,

7
一

cse *

6
,

19
一 e详以 y

一

7
,

20
一。 11〔le

~

ent
一

k
~ 巧

一

~ 〕北合物 4 和 5 的 ’ H 和

13 c
NM

R 数据经 HMQC
,

HM BC 和 RO EsY 谱分析
,

得到了一

一指定
.

经制备薄层层析得到化合物 6
,

白色粉末
,

高分辨质谱

给出分子离子峰 m / : : 3 64
.

18 91 (计算值 3 64
.

18 86
,

肠场
-

氏 )
,

不饱和度为 7
.

将化合物 6 与本实验中同时得到的贵州

冬凌草素 ( 10) 的
` 3 C N M R 谱相比较发现

,

如同化合物 4 和 5

与化合物 1 的关系一样
,

化合物 6 为化合物 10 在 C
一

6 位内醋

拨基被还原成轻基的衍生物
,

该内醋拨基碳在化合物 6 中被

一个半缩醛碳 ( 占C 100
.

4 )所代替
.

在 R O ES Y 谱中
,

H
一

6 (如

5
.

77 )与 H
一

3 。
(占H 1

.

6 1 一 1
.

5 5 )的显著相关关系表明化合物 6

中 c
一

6 位经基的相对立体构型应为 价取向
.

所以
,

化合物 6

的结构被鉴定为6月
,

巧户二经基
一

6
,

7
一

断裂
一

6
,

19
一

环氧
一

7
,

20
一

内

醋 一 对映 一 贝壳杉
一

16
一

烯 ( 6召
,

巧价iidl
y d r o x

y
~

6
,

7
一

sec * 6
,

19
-

e
po

x y
一

7
,

20
一

ol 记 e 一

ent
一

k
~

16
一

en e)
.

化合物 7 为无色方晶
,

高分辨质谱示分子离子峰 m / : :

36 2
.

2o 72( 计算值 3 62
.

2的3
,

q l

场仇 )
,

不饱和度为 7
.

IR 显

示有经基 ( 344 4 cm
一 ` )

、

碳基 ( 17 18 。 m
一 ’ )和内酷拨基 ( 17 56

cm
一 ’ )等吸收峰

.

’ 3C NM R 和 DE PT 谱表明有 21 个碳信号
,

除

占C 54
.

8处的一个甲氧基信号外
,

由高场至低场分别为 1 个

酮碳基碳
、

1个内酷碳基碳
、

1 个半缩醛次甲基碳
、

8 个亚甲

基碳
、
4 个次甲基碳

、

2个甲基碳和 3个季碳
.

将化合物 7 的
13 C NM R和 D EP T数据与化合物 4 和 5进行比较

,

除了甲氧基

外
,

他们主要差别在 C
一

6 和 C
一

19 之间构成的四氢吠喃环上
.

在化合物 7 的 HMB C谱中
,

甲氧基质子 (如 3
.

19) 与半缩醛碳

(占C 113
,

l) 有相关
,

说明该甲氧基连接在半缩醛碳上 ;而半缩

醛质子 (占H 4
.

3 5 )与 e
一

3 (占C 3 1
.

6 )和 e
一

5 (占C 4 3
.

6 )的相关关

系
,

以及 C眺
一

18 (如 1
.

20 )与该半缩醛碳的相关关系
,

进一步

证明半缩醛位于 C
一

1;9 另外
,

H
一

19 (如 4
.

35) 与一个位于 氏

68
.

5 的亚甲基碳 ( C
一

6) 有 HMB c 相关
,

以及该亚甲基质子 (如

4
.

26 和 3
.

卯 )与 H
一

5月 ( 占H 2
.

研 )有 ` H
一 , H COS Y相关关系

,

证

明了该亚甲基为 C
一

6
,

并通过氧桥与 C
一

19 相连
.

R O EYS 谱中

H
一

19 与 H
一

3 (占H 1
.

39 一 1
.

24
,

vo elr a l聊妇 )的相关关系证明 H
-

19 的相对立体构型为
a 一

取向 (见图 2)
.

所以
,

化合物 7 的结

构被鉴定为 16 ( R )
一

甲基
一

19 月
一

甲氧基
一

6
,

7
一

断裂
一

6
,

19
一

环氧
一

7
,

20
一

内醋 一 对映 一 贝壳杉
一

巧 酮 〔16 ( R卜m e d l
y l

.

19月
~ ( , x

y
l n e U飞y L

6
,

7
一 s
ce , 6

,

19
~ e

po
x y

一

7
,

20
一

oll d-e
。 nt

一

k
~ 巧

一

one ]
.

值得一提的

是
,

在该类化合物中
,

C
一

6 与 C
一

19 环氧环上的半缩醛碳通常

为 c
一

6
,

c
一

19 为半缩醛碳的结构仅有从 日本产长管香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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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 3

(I
,

人刀移艺勿阮z

) 中分 离得 到 的化 合 物 玩n
gir aha

o la c t o n e 和

lon gi 时
K la C e

证刚
,

本文首次利用二维核磁共振技术确证了该

类结构的存在
,

并确定了 C
一

19 位的相对立体化学
.

化合物 s 一 u 经与文献对照 `3 c N M R 和 DE p r 谱数据
,

分别被鉴定为已知化合物卢氏冬凌草甲素 ( 8)
、

卢氏冬凌草

乙素 ( 9)
、

贵州冬凌草甲素 ( 10)
、

狭叶香茶菜素 ( an gu
s t ifo lin

,

n )和 6
一

表狭叶香茶菜素 ( 6
一

eP ian gu
s t ifo lin

,

12)
.

”

厂飞
3

图 2 化合物 7 中关键的 HM B C ( H~ )C 和 OR ESY ( H o H )相

关关系

R 即吹 2 K e y H M B C ( H~ C ) 朋d R OE SY ( H o H )
c 。
脱 l

a t i漱
Of e o m po

u n d 7

以上研究结果再次表明
,

在贵州产冬凌草中没有发现冬

凌草甲素和乙素的存在
,

其主要化学成分为 6
,

7
一

断裂
一

7
,

20
-

内醋 一 对映 一 贝壳杉烷二掂化合物
,

与河南省济源地区产冬

凌草中的 7
,

20
一

环氧 一对映 一 贝壳杉烷二掂化合物在结构类

型上有显著的差异
.

本研究表明
,

冬凌草这一药用植物
,

随着产地生态环境

(海拔
、

水
、

土和气候条件等 )的不同
,

其次生代谢成分的结构

类型会有较大的变化
.

冬凌草在次生代谢成分上的多样性是

常见的生物多样性现象的表现之一这一次生代谢产物多样

性现象在河南
、

陕西等省产冬凌草中的表现尤为特殊
.

因此
,

在利用该种药物资源时
,

对其原料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研究

是十分必要的
,

这样才能有效地利用其药物资源
,

充分发挥

药效
,

造福人民
.

本文为
“

庆祝梁晓天院士八十华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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