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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槽枝衣石油醚提取物和乙酸乙酯提取物中分离得到 9 个化合物，分别为赤星衣酸乙酯

( 1) ; ( 22E，24R) － 5α，8α － 过氧麦角甾 － 6，9( 11) ，22 － 三烯 － 3β － 醇 ( 2) ; 2 － 甲氧基茶痂衣酸

( 3) ; 橄榄陶酸( 4) ; β － 苔黑酚羧酸甲酯( 5) ; 维任西酸( 6) ; 黑茶渍素( 7) ; 苔黑醛( 8) ; 赤星衣酸甲

酯( 9) 。从槽枝衣黄枝变形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 1 个纯化合物: 茶痂衣酸( 10) 。用分离得到的

化合物作对照，与槽枝衣和槽枝衣黄枝变形样品各 10 份进行 TLC 检测，确定二者的特征性化学成

分以及化学成分上的主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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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es o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ulcaria
sulcata and Sulcaria sulcata f． vulpino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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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constructing the structures by spectroscopic methods and comparing with literature，

nine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petroleum ether and ethyl acetate extraction of Sulcaria sulcata，using different
chromatography isolation methods． The nine compounds were as follows: ethyl haematommate ( 1 ) ; 5α，8α －
epidioxy － ( 22E，24R) － ergosta － 6，9 ( 11 ) ，22 － trien － 3β － ol ( 2 ) ; 2 － methoxypsoromic acid ( 3 ) ; olivet-
oric acid ( 4 ) ; methyl β － orsellinatel ( 5 ) ; virensic acid ( 6 ) ; atranorin ( 7 ) ; atranol ( 8 ) ; and methyl haema-
tommate ( 9 ) ． One pure compound was isolated from methanol extraction of S． sulcata f． vulpinoides，which was
identified as psoromic acid ( 10 ) ; Taking the compounds isolated from the two different species as control，the
typical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se compounds and the main differences i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com-
pounds extracted from S． sulcata and S． sulcata f． vulpinoides were determined by testing 10 samples individually
with TLC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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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枝衣( Sulcaria sulcata ( Lev． ) Bystr． ex Brodo
＆ Hawksw ) 为梅衣科 ( Parmeliaceae ) 槽枝属( Sul-
caria) 地衣

［1］，枝体表面灰白色至灰褐色，顶端略呈褐

色，平滑，常有光泽。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区域，中国

和日本。槽枝衣黄枝变形( Sulcaria sulcata f． vulpin-
oides( Zahlbr． ) Hawksw) 与槽枝衣的主要区别在于地

衣体大部分呈鲜柠檬黄色，局部褪色呈乌褐色，原因

是黄枝变形含吴耳品酸; 吴继农等曾将其归属于树发

科 ( Alectoriaceae) 槽枝属
［2］，该属地衣有 2 个种，2 个

变种，1 个变形
［3］。槽枝衣在云南香格里拉地区被称

之为树发，当地人将其做成凉菜食用
［4］，在日本北部

局部地区槽枝衣是一种传统食用地衣
［4 － 5］。1995 年，

Awasthi 等用 TLC 检测发现槽枝衣中的主要特征成分

为黑茶渍素和茶痂衣酸
［6］; John 于 1999 年用 HPLC

和 TLC 检测发现槽枝衣中含有黑茶渍素和 2 － 甲氧

基茶痂衣酸
［7］，且为主要成分; 2000 年又对其化学成

分进行了分离纯化，得到 3 个化合物: 维任西酸，黑茶

渍素，2 －甲氧基维任西酸
［8］。还有民间调查显示，槽

枝衣具有消炎作用。为了确切探究槽枝衣中的主要

特征成分以及其与变形之间的成分差异，以确定槽枝

衣的分类依据，对二者化学成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是

非常必要的。

1 材料与方法

1． 1 样品

用于提取分离和 TLC 检测的槽枝衣和槽枝衣

黄枝变形各 10 份样品，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王立松副研究员鉴定，凭证标本保存于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槽枝衣及槽枝衣黄枝

变形样品的采集地点及标本号见表 1 ～ 2。

表 1 槽枝衣样品采集地点及标本号

编号 采集地点 标本号

1 云南香格里拉县尼西乡 97 － 29459*

2 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 96 － 17698

3 四川会理县龙肘山 97 － 18133

4 四川康定县雅家埂 10 － 31836

5 浙江西天目山 279

6 云南梅里雪山笑农村 94 － 15016

7 云南贡山县独龙江黑凹底 05 － 24523

8 云南景东县哀牢山徐家坝 05 － 23614

9 云南维西县离地坪 07 － 29446

10 云南丽江市玉龙雪山高山植物园 09 － 31215

注: * 是用于分离纯化的样品。

表 2 槽枝衣黄枝变形样品采集地点及标本号

编号 采集地点 标本号

A 云南香格里拉县小中甸 07 － 28887
B 云南香格里拉县哈巴村哈巴雪山 02 － 22068
C 云南德钦梅里雪山雨崩村 94 － 15148
D 云南德钦梅里雪山雨崩村 97 － 15407
E 云南香格里拉县红杉林场高山草甸灌丛地 81 － 22b
F 云南香格里拉县小中甸 06 － 26819
G 云南香格里拉县格咱 00 － 20067*

H 云南香格里拉县白水台 94 － 14686
I 云南香格里拉县天池 98 － 18164
J 云南丽江市干海子 85 － 0107

注: * 是用于分离纯化的样品。

1. 2 仪器与试剂

核磁共振谱( NMR) 在 Bruker AM －400 及 DRX －
500 核 磁 共 振 仪 上 测 定，TMS 作 为 内 标; 质 谱 为

Finnigan LCQ － Advantage 型质谱仪; 熔点用 Kofler
显微熔 点 仪 测 定，温 度 计 未 校 正; 旋 转 蒸 发 仪 为

BUCHIR － 200。拌样硅胶 ( 80 ～ 100 目 ) ，层析用

硅胶 ( 200 ～ 300 目) ，薄层层析硅胶板 GF － 254 均

为青岛海洋化工生产; 反相填充材料 RP － 18 为

40 ～ 63 μm，MERCH 公 司 生 产; 凝 胶 为 sephadex
LH －20; 显色剂为 10%H2SO4 溶液，加热显色。
1. 3 提取与分离

槽枝衣地衣体 640 g，粉碎后分别依次用石油

醚、乙酸乙酯、甲醇、50% 甲醇 － 水冷浸超声提取 4
次，每次超声时间为 0. 5 h，得到 4 份提取物，减压浓

缩得浸膏，分别为石油醚提取物( 6. 5 g) 、乙酸乙酯

提取物( 17. 5 g) 、甲醇提取物( 22. 0 g) 、50% 甲醇水

提取物( 11. 0 g) 。
石油醚提取物 6 g，6. 5 g 硅胶( 80 ～ 100 目) 拌

样，300 g( 200 ～ 300 目) 硅胶柱层析，石油醚∶乙酸乙

酯( 20∶1、9∶1、8∶2、7∶3、6∶4、5∶5) 梯度洗脱，TLC 检测

合并相同部分，得 10 部分: P1 ～ P10。P7 反复用硅胶

柱层析、凝胶柱层析分离得到化合物 2。
乙酸乙酯提取物丙酮溶解有不溶物，过滤后滤

液浓缩得浸膏 7 g( 记为 EP) ，沉淀 10 g( 记为 E) ，EP
部分 7 g 硅胶 ( 80 ～ 100 目) 拌样，350 g ( 200 ～ 300
目) 硅胶柱层析，石油醚∶乙酸乙酯( 9∶1、8∶2、7∶3、6∶4、
4∶6、2∶8、0∶1) 梯度洗脱，TLC 检测合并相同部分，得

5 部分: EP1 ～ EP5。EP1 和 EP2 反复用硅胶和凝胶

柱层析分离纯化，分别得到化合物 1( 10 mg) 和化合

物2( 30 mg) ，EP4 上凝胶柱分离得到化合物3( 50 mg)

和化合物 6 ( 5 mg) ，EP5 经过反复硅胶柱层析和凝

胶柱分离得到化合物 4( 2 mg) 和化合物 6 ( 10 mg) 。
E 部分 10 g，用氯仿与甲醇溶解后仍有不溶结晶3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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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为 E2，为化合物 3 和 7 的混晶，可溶部分记为 E1，

用 RP － 18 中压反相柱层析分离，TLC 检测合并相

同部分，得 7 部分: E1a ～ E1g，E1b硅胶柱分离分别得

化合物 8( 2 mg) ，E1c过滤结晶( 3 和 7 的混晶) 后可

溶部分上凝胶得化合物 5 ( 20 mg) ，E1d 结晶得化合

物 7( 20 mg) ，E1e和 E1f结晶得化合物 3( 500 mg) ; E1g

经硅胶柱层析后分成 10 份: E1g1 ～ E1g10，E1g1 继续经

硅胶柱层析分离得化合物 9 ( 15 mg) ，E1g3 重结晶得

化合物 5 ( 20 mg) 和化合物 7 ( 30 mg) ，E1g4 ～ E1g5 重

结晶得化合物 7 ( 36 mg) ，E1g6 ～ E1g10 重结晶得化合

物 3( 480 mg) 。其中化合物 3 和化合物 7 为主要

成分。
槽枝衣黄枝变形 2. 1 g，甲醇浸泡 0. 5 h，超声提

取 3 次，每次超声时间为 10 min，得提取物 230 mg，

经减压柱层析( 50%，70%，90%，100% 甲醇) ，分成

3 部分 A、B、C。B 部分重结晶得化合物 10( 50 mg) ，

A 部分用 TLC 检测，用标准品对照为吴耳品酸( vul-
pinic acid，11) 。
1. 4 TLC 检测

槽枝衣和槽枝衣黄枝变形各 10 份样品均为

200 g，2 mL 丙酮浸泡，超声提取 20 min。展开剂为

正己烷∶ 乙醚 ∶ 甲酸 = 130 ∶ 80 ∶ 20，薄层层析硅胶板

GF －254。标准品为 vulpinic acid，鲜黄色结晶，并用

分离得到的化合物 3、7 和 10 作为对照品。

2 结果与分析

2. 1 化合物结构鉴定

化合 物 1: C11 H12 O5，白 色 结 晶，mp: 114 ～

115℃。1H NMR( CDCl3 ) δH : 12. 99 ( 1H，s，OH － 2 ) ，

12. 40( 1H，s，OH －4) ，10. 33( 1H，s，CHO － 3) ，6. 28
( 1H，s，H － 5 ) ，4. 41 ( 2H，q，J = 7. 1Hz，－ COOC －
H2CH3 ) ，2. 53 ( 3H，s，CH3 － 6 ) ，1. 43 ( 3H，t，J =
7. 1Hz，－ COOCH2CH3 ) ; 13 C NMR( CDCl3 ) δC : 193. 9
( － CHO ) ，171. 5 ( － COO － ) ，168. 3 ( C2 ) ，166. 5
( C4 ) ，152. 4 ( C6 ) ，112. 0 ( C5 ) ，108. 4 ( C3 ) ，104. 1
( C1 ) ，61. 8 ( － OCH2 － ) ，25. 3 ( CH3 － 6 ) ，14. 1
( － CH3 ) 。以上

1H 和
13C NMR 数据与参考文献［9］

中报道的赤星衣酸乙酯( ethl haematommate) 数据一

致，故确定该化合物为赤星衣酸乙酯。
化合 物 2: C28 H42 O3，白 色 粉 末，mp: 165 ～

170℃。1H NMR ( CDCl3 ) δH : 4. 01 ( 1H，m，H － 3 ) ，

6. 27 ( 1H，d，J = 8. 4Hz，H － 6 ) ，6. 58 ( 1H，d，J =
8. 4Hz，H － 7 ) ，5. 41 ( 1H，dd，J = 6. 0，0. 8Hz，H －
11) ，0. 71 ( 3H，s，H － 18 ) ，1. 06 ( 3H，s，H － 19 ) ，

0. 98( 3H，d，J = 6. 4Hz，H － 21 ) ，5. 15 ( 1H，dd，J =
15. 2，7. 2 Hz，H － 22 ) ，5. 27 ( 1H，dd，J = 15. 2，

8. 0Hz，H － 23 ) ，0. 81 ( 3H，J = 64Hz，H － 26 ) ，0. 80
( 3H，J = 6. 8Hz，H － 27 ) ，0. 89 ( 3H，J = 6. 8Hz，H －
28) ; 13C NMR ( CDCl3 ) δC : 142. 4 ( C9 ) ，135. 4 ( C6 ) ，

135. 1( C22 ) ，132. 2 ( C23 ) ，130. 7 ( C7 ) ，119. 7 ( C11 ) ，

82. 7( C5 ) ，78. 3 ( C8 ) ，66. 3 ( C3 ) ，55. 8 ( C17 ) ，48. 1
( C14 ) ，43. 6 ( C13 ) ，42. 7 ( C24 ) ，41. 1 ( C12 ) ，39. 9
( C20 ) ，37. 9 ( C10 ) ，36. 0 ( C4 ) ，33. 0 ( C25 ) ，32. 5
( C1 ) ，30. 5 ( C2 ) ，28. 6 ( C16 ) ，25. 5 ( C19 ) ，20. 8
( C15 ) ，20. 7 ( C21 ) ，19. 9 ( C26 ) ，19. 6 ( C27 ) ，17. 5
( C28 ) ，12. 9( C18 ) 。以上

1H 和
13 C NMR 数据与参考

文献［10］中报道的( 22E，24R) － 5α，8α － 过氧麦角

甾 － 6，9( 11) ，22 － 三烯 － 3β － 醇数据一致，故确定

该化合物为( 22E，24R) － 5α，8α － 过氧麦角甾 － 6，

9( 11) ，22 － 三烯 － 3β － 醇。
化合 物 3: C19 H16 O9，无 色 结 晶，mp: ＞ 350℃

( dec. ) ，分 子 量: 388; 1H NMR ( ( CD3 ) 2CO ) δH :

12. 55( 1H，s，OH －3) ，10. 62( 1H，s，CHO － 4) ，7. 17
( 1H，s，H － 7 ) ，3. 88 ( 3H，s，OCH3 － 8) ，3. 83 ( 3H，s，
OCH3 －2) ，2. 46( 3H，s，CH3 － 1) ，2. 32 ( 3H，s，CH3 －
9) ; 13C NMR( ( CD3 ) 2CO) δC : 196. 6( － CHO) ，167. 5
( － COOH) ，166. 0 ( C4a ) ，162. 8 ( C3 ) ，161. 9 ( C2 ) ，

159. 7( C11 ) ，155. 7 ( C8 ) ，155. 5 ( C1 ) ，144. 7 ( C9a ) ，

144. 4( C5a ) ，124. 5 ( C9 ) ，123. 5 ( C6 ) ，112. 9 ( C11a ) ，

112. 1 ( C4 ) ，108. 7 ( C7 ) ，60. 5 ( OCH3 － 2 ) ，56. 4
( OCH3 － 8) ，15. 0( CH3 － 1 ) ，9. 9 ( CH3 － 9 ) 。以上

1H
和

13C NMR 数据与参考文献［7］中报道的 2 － 甲氧

基茶痂衣酸( 2 － methoxypsoromic acid) 数据一致，故

确定该化合物为 2 － 甲氧基茶痂衣酸，为缩酚酸环

醚类化合物。
化合 物 4: C26 H32 O8，无 色 结 晶，mp: 149 ～

150℃，分子量: 472; 13C NMR( CD3OD) δC : 210. 6 ( －
CO － ) ，170. 3( C7' ) ，168. 3 ( C7 ) ，167. 0 ( C2 ) ，164. 8
( C4 ) ，164. 5 ( C2' ) ，153. 1 ( C4' ) ，149. 9 ( C6' ) ，141. 1
( C6 ) ，116. 5 ( C1' ) ，115. 3 ( C5' ) ，114. 6 ( C5 ) ，108. 5
( C3' ) ，105. 2 ( C1 ) ，103. 1 ( C3 ) ，51. 8 ( － CH2 － 6 ) ，

43. 2( Cα ) ，36. 6 ( Cα' ) ，32. 8 ( Cβ ) ，32. 4 ( Cβ' ) ，31. 9
( Cγ' ) ，23. 7( Cγ ) ，23. 5( Cδ ) ，23. 1( Cδ' ) ，14. 5( Cσ ) ，

14. 2( Cσ' ) 。以上
1H 和

13 C NMR 数据与参考文献

［11］中报道的橄榄陶酸( olivetoric acid) 数据一致，

故确定该化合物为橄榄陶酸。
化合 物 5: C10 H12 O4，无 色 针 晶，mp: 140 ～

142℃，分子量: 196; 1H NMR ( ( CD3 ) 2CO) δH : 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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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H，s，H － 5) ，3. 89 ( 3H，s，－ COOCH3 ) ，2. 40 ( 3H，

s，CH3 － 6 ) ，2. 03 ( 3H，s，CH3 － 3 ) ; 13 C NMR
( ( CD3 ) 2CO ) δC : 173. 4 ( － COO － ) ，164. 0 ( C2 ) ，

160. 8 ( C4 ) ，140. 5 ( C6 ) ，111. 4 ( C5 ) ，109. 4 ( C3 ) ，

104. 8 ( C1 ) ，52. 0 ( － OCH3 ) ，24. 1 ( CH3 － 3 ) ，8. 0
( CH3 － 6 ) 。以 上

1H 和
13 C NMR 数 据 与 参 考 文 献

［12］中报道的 β － 苔黑酚羧酸甲 酯 ( methyl β －
orsellinatel) 数据一致，故确定该化合物为 β － 苔黑

酚羧酸甲酯。
化合 物 6: C18 H14 O8，土 黄 色 针 晶，mp: 241 ～

244℃，分 子 量: 358; 1H NMR ( CD3OD ) δH : 10. 74
( 1H，s，－ CHO) ，6. 72 ( 1H，s，H － 2 ) ，2. 66 ( 1H，s，
CH3 － 1) ，2. 48( 1H，s，CH3 － 9) ，2. 18 ( 1H，s，CH3 －
6) 。13 C NMR ( CD3OD ) δC : 194. 8 ( － CHO ) ，174. 5
( － COOH) ，167. 1 ( C11 ) ，165. 1 ( C4a ) ，163. 7 ( C3 ) ，

159. 6( C8 ) ，155. 0 ( C1 ) ，145. 5 ( C9a ) ，143. 1 ( C6 ) ，

131. 5( C7 ) ，118. 2 ( C5a ) ，115. 8 ( C11a ) ，112. 2 ( C2 ) ，

111. 8( C9 ) ，109. 8( C4 ) ，22. 3 ( CH3 － 1) ，15. 2 ( CH3 －
9) ，9. 4( CH3 － 6) 。以上

1H 和
13 C NMR 数据与参考

文献［9，13］中报道的维任西酸( virensic acid) 数据

一致，故确定该化合物为维任西酸，与化合物 3 一样

同为缩酚酸环醚类化合物。
化合 物 7: C19 H18 O8，无 色 针 晶，mp: 196 ～

198℃。1H NMR( CDCl3 ) δH : 12. 56 ( 1H，s，OH － 2 ) ，

12. 51 ( 1H，s，OH － 4 ) ，11. 98 ( 1H，s，OH － 2') ，

10. 36( 1H，s，－ CHO ) ，6. 52 ( 1H，s，H － 5 ) ，6. 40
( 1H，s，H － 5') ，3. 99 ( 3H，s，－ COOCH3 ) ，2. 69
( 3H，s，CH3 － 6) ，2. 54 ( 3H，s，CH3 － 3') ，2. 09 ( 3H，

s，CH3 － 6') ; 13C NMR( DMSO) δC : 194. 0 ( － CHO) ，

169. 8 ( 1' － COO － ) ，164. 6 ( 1 － COO － ) ，163. 4
( C2 ) ，161. 6 ( C4 ) ，157. 4 ( C2' ) ，151. 4 ( C6 ) ，149. 1
( C4' ) ，136. 6( C6' ) ，116. 4 ( C1' ) ，115. 8 ( C5' ) ，115. 3
( C3' ) ，110. 8 ( C3 ) ，109. 0 ( C5 ) ，107. 9 ( C1 ) ，52. 5
( － COOCH3 ) ，21. 3( CH3 － 6) ，21. 1 ( CH3 － 3') ，9. 6
( CH3 － 6') 。以上

1H 和
13 C NMR 数据与参考文献

［9，14］中报道的黑茶渍素( atranorin) 数据一致，故

确定该化合物为黑茶渍素。
化合物 8: C8H8O3，无色结晶，mp: 124℃。1H NMR

( CD3OD ) δH : 10. 21 ( 1H，s，－ CHO ) ，6. 16 ( 2H，s，
H － 3，H － 5 ) ，2. 21 ( 3H，s，CH3 － 4 ) ; 13 C NMR
( CD3OD) δC : 194. 8( － CHO) ，163. 6 ( C2，C6 ) ，152. 1
( C4 ) ，109. 6 ( C1 ) ，108. 3 ( C3，C5 ) 。以 上

1H 和
13 C

NMR 数据与参考文献［15］中报道 的 苔 黑 醛 ( at-
ranol) 数据一致，故确定该化合物为苔黑醛。

化合物 9: C10 H10 O5，无色针晶，mp: 146. 5 ℃。
1H NMR( CDCl3 ) δH : 12. 89 ( 1H，s，OH － 2 ) ，12. 41
( 1H，s，OH －4) ，10. 32( 1H，s，－ CHO) ，6. 28( 1H，s，
H － 5 ) ，3. 95 ( 3H，s，－ COOCH3 ) ，2. 52 ( 3H，s，Ar －
CH3 ) ; 13C NMR ( CDCl3 ) δC : 193. 8 ( － CHO) ，171. 9
( － COO － ) ，168. 2 ( C2 ) ，166. 5 ( C4 ) ，152. 3 ( C6 ) ，

112. 0( C5 ) ，108. 3( C3 ) ，103. 7( C1 ) ，52. 3( － COO －
CH3 ) ，25. 2( － CH3 ) 。以上

1H 和
13C NMR 数据与参

考文献［16］中报道的赤星衣酸甲酯( methyl haema-
tommate) 数据一致，故确定该化合 物 为 赤 星 衣 酸

甲酯。
化合 物 10: C18 H14 O8，无 色 结 晶，mp: 265 ～

266℃。1H NMR( ( CD3 ) 2SO4 ) δH : 3. 25 ( 3H，s，CH3 －
1) ，3. 48 ( 3H，s，CH3 － 9 ) ，3. 76 ( 3H，s，OCH3 － 8 ) ，

6. 55( 1H，s，H －2) ，6. 92( 1H，s，H － 7) ，10. 40 ( 1H，

s，－ CHO) 。以上
1H NMR 数据与参考文献［7］中报

道的茶痂衣酸 ( psoromic acid) 数据一致，故确定该

化合物为茶痂衣酸。
2. 2 TLC 检测结果

薄层层析后，通过与标准品以及分离得到的对

照品比较，槽枝衣和槽枝衣黄枝变形的区别不仅在

于二者外形颜色的不同，且化学成分有很大差异，

前者主要成分为 2 － 甲氧基茶痂衣酸( 3 ) 和黑茶渍

素( 7) ，且不含茶痂衣酸和吴耳品酸，后者主要成分

为黑茶渍素( 7) 和茶痂衣酸( 10) 和吴耳品酸。

3 结论与讨论

从槽枝衣石油醚和乙酸乙酯提取物中共分离

得到 9 个化合物: 赤星衣酸乙酯( 1) ; ( 22E，24R) －
5α，8α － 过氧麦角甾 － 6，9( 11) ，22 － 三烯 － 3β － 醇

( 2) ; 2 － 甲氧基茶痂衣酸( 3) ; 橄榄陶酸( 4) ; β － 苔

黑酚羧酸甲酯( 5) ; 维任西酸( 6 ) ; 黑茶渍素( 7 ) ; at-
ranol( 8) ; 赤星衣酸甲酯( 9) 。其中 2 － 甲氧基茶痂

衣酸( 3) 和黑茶渍素( 7) 为主要特征性化合物，印证

了 John 1999 年
［7］

的 检 测 结 果，同 时 本 次 分 离 和

John［8］2000 年的分离都没有得到茶痂衣酸，与 1995
年 Awasthi［6］

报道槽枝衣的主要特征性成分之一为

茶痂衣酸( 10) 的结果不符; 而从槽枝衣黄枝变形中

分离得了化合物茶痂衣酸( 10 ) ，并且为其所含的主

要化学成分之一。因此，推断槽枝衣中的主要特征

成分之一不是以前报道的茶痂衣酸，应该是其衍生

物 2 － 甲氧基茶痂衣酸，而痂衣酸应该是其变形的

主要特征成分。结合 TLC 检测结果，得出以下结

论: 槽枝衣的特征化学成分为 2 － 甲氧基茶痂衣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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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和黑茶渍素( 7) ，其变形的特征化学成分为黑茶

渍素( 7) 、茶痂衣酸( 10) 和吴耳品酸( 11) 。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刘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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