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大风子叶化学成分研究

李雪晶
1，谢 洲

1，王跃虎
2，晏永明

2，裴 刚
1，周小江

1*

( 1．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 410208; 2．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与西部资源持续利用国家

重点实验室，云南 昆明 650204)

摘要 目的: 研究海南大风子叶的化学成分。方法: 采用硅胶柱层析和 Sephadex LH-20 凝胶柱层析进行分离

纯化，通过理化性质和波谱数据分析进行结构鉴定。结果: 从海南大风子叶的乙酸乙酯浸膏中分离了 9 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 粘霉烯醇 ( Ⅰ) 、羊齿烯醇 ( Ⅱ) 、羽扇豆醇 ( Ⅲ) 、a-香树素 ( Ⅳ) 、2，9-二甲基-2，8-葵二烯 ( Ⅴ) 、植烯

( Ⅵ) 、植醇( Ⅶ) 、3，7，11，15-四甲基-1，2-十六烷二醇( Ⅷ) 、3，5-二甲氧基-4-羟基苯甲醛( Ⅸ) 。结论: 所有化合物均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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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the leaf of Hydnocarpus hainanensis. Methods: Compounds were iso-
lated and purified by silica gel and Sephadex LH-20 column chromatography，their structures were identified by spectroscopic analysis.
Results: Nine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as glutinol( Ⅰ) ，fernenol( Ⅱ) ，lupeol( Ⅲ) ，a-armyrin( Ⅳ) ，2，9-dimethyldeca-2，

8-diene( Ⅴ) ，phytenal ( Ⅵ) ，phytol ( Ⅶ) ，3，7，11，15-tetramethylhexadecane-1，2-diol ( Ⅷ ) ，3，5-dimethoxy-4-hydroxybenzaldehyde
( Ⅸ) 。Conclusion: All the compounds are isolated from this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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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 大 风 子 Hydnocarpus hainanensis ( Merr. )

Sleum. 是海南省的特有植物，其种子是中药“大风

子”，具有祛风燥湿、攻毒杀虫的功效，用于治疗麻

风、杨梅疮、疥癣、酒糟鼻、痤疮，同时是一味傣族习

用药，又名“麻补罗勐泰、麻补罗、吗补罗”，主要用

于治疗 麻 风、疥 癣、梅 毒、湿 疹，其 叶 在 民 间 也 药

用
〔1，2〕。海南 大 风 子 中 主 要 含 有 黄 酮、酚 苷 等 成

分
〔3-5〕。为了开发利用海南大风子叶这一可再生资

源，笔者采用硅胶、反相硅胶、Sephadex LH-20 等柱

色谱对海南大风子叶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从其乙

酸乙酯浸膏中分离了 9 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 粘霉

烯醇( Ⅰ) 、羊齿烯醇( Ⅱ) 、羽扇豆醇( Ⅲ) 、a-香树素

( Ⅳ) 、2，9-二甲基-2，8-葵二烯( Ⅴ) 、植烯( Ⅵ) 、植醇

( Ⅶ) 、3，7，11，15-四甲基-1，2-十六烷二醇 ( Ⅷ) 、3，

5-二甲氧基-4-羟基苯甲醛 ( Ⅸ) 。所有化合物均为

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1 仪器与材料

Bruker AM-400 和 Bruker DRX-500 核磁共振波

谱仪( TMS 为内标) ; EYELA N-1001 型旋转蒸发仪

( 东京理化器械株式会社 ) ; Sephadex LH-20 凝胶

( Amersham Biosciences 公司) ; RP-18 反相硅胶 ( 40
～ 63 μm，Daiso 公司) ，柱色谱硅胶( 200 ～ 300 目) 、

硅胶 H 和薄层色谱硅胶 GF254 ( 青岛海洋化工厂) ;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海南大风子叶于 2009 年 10
月采自海南省文昌市铜鼓岭，经周小江副教授鉴定

为大风子科植物海南大风子 Hydrocarpus hainanensis
( Merr. ) Sleum. 的干燥叶。
2 提取与分离

海南大风子叶 10 kg，加 70% 甲醇回流提取 2
次( 80 L × 2) ，每次 2 h，滤过，合并提取液，减压回收

甲醇，加水混悬，依次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萃

取，减压回收相应的溶媒得各部分流浸膏。乙酸乙

酯部分浸膏 160 g，经正相硅胶柱层析、反相硅胶柱

层析、Sephadex LH-20 凝胶柱层析等方法，从中分离

了化合物Ⅰ( 23 mg) 、Ⅱ( 40 mg) 、Ⅲ( 28 mg) 、Ⅳ( 8
mg) 、Ⅴ ( 145 mg ) 、Ⅵ ( 5 mg ) 、Ⅶ ( 17 mg ) 、Ⅷ ( 5
mg) 、Ⅸ( 4 mg) 。
3 结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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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合 物Ⅰ: 白 色 固 体，易 溶 于 氯 仿、乙 酸 乙

酯。1H-NMR( 500 MHz，CDCl3 ) δ: 5. 71 ～ 5. 54 ( 1H，

d，J = 5. 32 Hz，H-6 ) ，3. 46 ( 1H，br s，H-3 ) ，1. 16
( 3H，s，H-30 ) ，1. 13 ( 3H，s，H-24 ) ，1. 09 ( 3H，s，H-
28) ，1. 04 ( 3H，s，H-23 ) ，1. 00 ( 3H，s，H-26 ) ，0. 98
( 3H，s，H-27 ) ，0. 95 ( 3H，s，H-29 ) ，0. 94 ( 3H，s，H-
30) ，0. 84( 3H，s，H-25) ; 13C-NMR( 125 MHz，CDCl3 )

δ: 23. 56 ( s，C-1 ) ，18. 14 ( s，C-2 ) ，76. 24 ( s，C-3 ) ，

39. 42 ( s，C-4 ) ，14. 15 ( s，C-5 ) ，121. 95 ( s，C-6 ) ，

27. 74( s，C-7) ，42. 97( s，C-8) ，34. 98( s，C-9) ，49. 60
( s，C-10 ) ，34. 75 ( s，C-11 ) ，30. 27 ( s，C-13 ) ，40. 73
( s，C-14 ) ，32. 35 ( s，C-15 ) ，37. 74 ( s，C-16 ) ，30. 00
( s，C-17 ) ，47. 32 ( s，C-18 ) ，35. 94 ( s，C-19 ) ，28. 17
( s，C-20 ) ，34. 47 ( s，C-21 ) ，39. 20 ( s，C-22 ) ，28. 91
( s，C-23 ) ，25. 39 ( s，C-24 ) ，16. 14 ( s，C-25 ) ，18. 18
( s，C-26 ) ，32. 49 ( s，C-27 ) ，18. 41 ( s，C-28 ) ，34. 47
( s，C-29) ，31. 97( s，C-30 ) 。HSQC 谱提示八个甲基

碳 和 它 们 所 对 应 的 氢: 28. 91 /1. 04; 25. 39 /1. 13;

16. 14 /0. 84; 18. 18 /1. 0; 32. 49 /0. 98; 18. 41 /1. 09;

34. 47 /0. 95; 31. 97 /1. 16。COSY 谱上可以看出 H-6
和 H-7、H-6 和 H-7、H-10 和 H-25、H-10 和 H-11 相

关。HMBC 提示主要相关: H-1 /C-23 / C-24 / C-5 /
C-1; H-6 / C-1 / C-10 / C-14。以上数据分析，结合与

文献
〔6〕

比对，确定该化合物为粘霉烯醇。
化合 物Ⅱ: 白 色 固 体，易 溶 于 氯 仿。1H-NMR

( 400 MHz，CDCl3 ) δ: 5. 29( 1H，s，H-11 ) ，3. 20 ( 1H，

dd，J = 10. 0，5. 8 Hz，H-3) ，1. 06 ( 3H，s，H-25) ，0. 95
( 3H，s，H-23 ) ，0. 87 ( 3H，s，H-24 ) ，0. 80 ( 3H，s，H-
27) ，0. 75 ( 3H，s，H-28 ) ，0. 72 ( 3H，s，H-26 ) ，0. 89
( 3H，d，J = 6. 6 Hz ) ，0. 83 ( 3H，d，J = 6. 6 Hz ) ;
13C-NMR( 100 MHz，CDCl3 ) δ: 39. 3( C-1，t) ，28. 2( C-
2，t) ，79. 1 ( C-3，d ) ，39. 3 ( C-4，s ) ，44. 2 ( C-5，d ) ，

19. 1( C-6，t) ，17. 9( C-7，t) ，39. 9( C-8，d) ，151. 0( C-
9，s) ，37. 7 ( C-10，s) ，116. 1 ( C-11，d) ，36. 7 ( C-12，

t) ，37. 6 ( C-13，s) ，36. 7 ( C-14，s ) ，29. 2 ( C-15，t ) ，

36. 1( C-16，t) ，42. 9 ( C-17，s) ，51. 9 ( C-18，d) ，20. 1
( C-19，t) ，28. 1 ( C-20，t) ，59. 6 ( C-21，d) ，30. 8 ( C-
22，t) ，27. 4( C-23，q) ，15. 0 ( C-24) ，25. 2 ( C-25，q) ，

15. 3( C-26，q) ，15. 8( C-27，q) ，13. 9 ( C-28，q) ，23. 0
( C-29，q) ，22. 1( C-30，q) 。以上数据与文献

〔7〕
报道

基本一致，故确定该化合物为羊齿烯醇。
化合 物Ⅲ: 白 色 固 体，易 溶 于 氯 仿。1H-NMR

( 400 MHz，CDCl3 ) δ: 3. 19( 1H，br s，H-3) ，0. 77( 3H，

s，H-23 ) ，0. 79 ( 3H，s，H-24 ) ，0. 95 ( 3H，s，H-25 ) ，

0. 93( 3H，s，H-26) ，0. 85( 3H，s，H-27) ，1. 01 ( 3H，s，

H-28) ，1. 66 ( 3H，s，H-30 ) ，4. 55 ～ 4. 65 ( 2H，d，H-
29) ; 13C-NMR( 100 MHz，CDCl3 ) δ: 38. 81 ( s，C-1 ) ，

27. 44( s，C-2) ，78. 92( s，C-3) ，38. 64( s，C-4) ，55. 22
( s，C-5) ，17. 96( s，C-6) ，34. 21( s，C-7) ，39. 95( s，C-
8) ，50. 36 ( s，C-9 ) ，37. 27 ( s，C-10 ) ，20. 86 ( s，C-
11) ，25. 05 ( s，C-12 ) ，37. 97 ( s，C-13 ) ，42. 95 ( s，C-
14) ，27. 38 ( s，C-15 ) ，35. 52 ( s，C-16 ) ，42. 83 ( s，C-
17) ，48. 22 ( s，C-18 ) ，47. 94 ( s，C-19 ) ，150. 92 ( s，C-
20) ，29. 77 ( s，C-21 ) ，40. 31 ( s，C-22 ) ，27. 95 ( s，C-
23) ，15. 35 ( s，C-24 ) ，16. 09 ( s，C-25 ) ，15. 92 ( s，C-
26) ，14. 49 ( s，C-27 ) ，18. 27 ( s，C-28 ) ，19. 32 ( s，C-
30) 。以上数据与文献

〔8〕
报道基本一致，故确定该

化合物为羽扇豆醇。
化 合 物Ⅳ: 白 色 固 体，易 溶 于 乙 酸 乙 酯、氯

仿。1H-NMR ( 400 MHz，CDCl3 ) δ: 5. 55 ( 1H，s，H-
12) ，3. 40( 1H，br s，H-3) ，2. 01 ( 1H，d，J = 12. 9 Hz，
H-18) ，1. 07( 3H，s，H-27) ，0. 98 ( 3H，s，H-28) ，0. 93
( 3H，s，H-25) ，0. 85 ( 3H，s，H-26 ) ，0. 82 ( 6H，d，J =
5. 7 Hz，H-23，24 ) ，0. 76 ( 3H，d，J = 6. 4 Hz，H-30 ) ，

0. 71 ( 3H，s，H-29 ) ; 13C-NMR ( 100 MHz，CDCl3 ) δ:

140. 94( s，C-13 ) ，120. 98 ( s，C-12 ) ，75. 35 ( s，C-3 ) ，

59. 00 ( s，C-18 ) ，50. 71 ( s，C-5 ) ，49. 20 ( s，C-9 ) ，

43. 22( s，C-20 ) ，41. 76 ( s，C-14 ) ，39. 80 ( s，C-8 ) ，

38. 28( s，C-10 ) ，37. 58 ( s，C-4 ) ，34. 38 ( s，C-22 ) ，

33. 79( s，C-17 ) ，33. 11 ( s，C-1 ) ，29. 76 ( s，C-19 ) ，

28. 22 ～ 27. 78( t，C-7，21，28 ) ，27. 29 ( s，C-2 ) ，26. 74
( s，C-16 ) ，24. 45 ( s，C-23 ) ，23. 02 ( s，C-11 ) ，21. 90
( s，C-30 ) ，20. 93 ( s，C-27 ) ，18. 89 ( s，C-15 ) ，16. 94
( d，C-6，26 ) ，15. 04 ( s，C-29 ) ，14. 72 ( s，C-25 ) ，

13. 98( s，C-24 ) 。以上数据与文献
〔9〕

报道基本一

致，故确定该化合物为 a-香树素。
化合物Ⅴ: 淡黄色油状物，易溶于氯仿、乙酸乙

酯。1H-NMR( 500 MHz，CDCl3 ) δ: 5. 12( 2H，br t，J =
5. 9 Hz，H-3，8) ，2. 1 ～ 2. 0( 6H，br s，2 × -CH3 ) ，0. 98
( 4H，m，H-4，7) ，1. 68( 6H，br s，2 × -CH3 ) ，1. 6( 4H，

d，H-5，6) ; 13C-NMR( 125 MHz，CDCl3 ) δ: 135. 14( s，
C-2，9 ) ，124. 93 ( s，C-3，8 ) ，32. 13 ( s，C-5，6 ) ，26. 29
( s，C-4，7 ) ，23. 33 ( s，C-1，10 ) ，15. 91 ( s，C-2'，9') 。
以上数据与文献

〔10〕
报道基本一致，故确定该化合物

为 2，9-二甲基-2，8-葵二烯。
化合物Ⅵ: 淡紫色油状物，易溶于乙酸乙酯、氯

仿。1H-NMR( 500 MHz，CDCl3 ) δ: 9. 99 ( 1H，d，J =
8. 34 Hz，-CHO ) ，5. 88 ( 1H，d，J = 8. 30 Hz，H-2 ) ，

2. 25 ～ 2. 17 ( 2H，m，H-4 ) ，2. 16 ( 3H，d，J = 3. 6 Hz，
H-3') ，1. 54( 1H，ddt，J = 24. 4，13. 5，6. 7 Hz，H-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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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7 ～ 1. 35( 2H，m，H-5 ) ，1. 34 ～ 1. 21 ( 4H，m，H-9，

13) ，1. 20 ～ 1. 09 ( 2H，m，H-14 ) ，1. 09 ～ 1. 01 ( 3H，

m，H-8b，H-10b，12a ) ，1. 01 ～ 0. 91 ( 3H，m，H-8a，

10a，H-12b) ，0. 86 ( 15H，qd，J = 7. 5，4. 7 Hz，H-7'，
11'，15'，16，7，11，15 ) ; 13C-NMR ( 125 MHz，CDCl3 )

δ: 191. 17( s，C-1) ，130. 82( s，C-3) ，127. 29 ( s，C-2) ，

40. 91( s，C-4 ) ，39. 34 ( s，C-14 ) ，37. 31 ( d，C-6，8，

12) ，36. 52 ( s，C-10 ) ，32. 68 ( d，C-7，11 ) ，27. 93 ( s，
C-15) ，25. 27 ～ 23. 90 ( t，C-5，9，13 ) ，22. 60 ( d，C-
15'，16) ，19. 62( d，C-7'，11') ，17. 45( s，C-3') 。以上

数据与文献
〔11〕

报道基本一致，故确定该化合物为植

烯。
化合物Ⅶ: 淡黄色油状物，易溶于氯仿、乙酸乙

酯。1H-NMR( 500 MHz，CDCl3 ) δ: 5. 34( 1H，br t，J =
7. 4 Hz，H-2 ) ，4. 08 ( 2H，d，J = 6. 9 Hz，H-1 ) ，1. 97-
1. 87( 2H，m，H-4 ) ，1. 03 ～ 0. 94 ( 2H，m，H-7，11 ) ，

1. 64 ～ 1. 56( 3H，m，3'-CH3 ) ，1. 49 ～ 1. 41( 1H，m，H-
15) ，1. 40 ～ 1. 26 ( 6H，m，H-5，9，13 ) ，1. 26 ～ 1. 11
( m，10H，H-6，8，10，12，14) ，1. 11 ～ 1. 04 ( 3H，m，3'-
CH3 ) ，0. 82 ～ 0. 76 ( 12H，m，7'-CH3，11'-CH3，15'-
CH3，16'-CH3 ) ; 13C-NMR ( 125 MHz，CDCl3 ) δ:

140. 20( s，C-3 ) ，122. 99 ( s，C-2 ) ，59. 32 ( s，C-1 ) ，

39. 79( s，C-4) ，39. 29( s，C-14 ) ，37. 37 ～ 37. 17 ( t，C-
8，12，10) ，36. 58 ( s，C-6) ，32. 66 ( d，C-7，11) ，27. 89
( s，C-15) ，25. 05( s，C-5) ，24. 71( s，C-13) ，24. 39( s，
C-9) ，22. 59 ( d，C-16，15') ，19. 65 ( d，C-7'，11') ，

16. 09( s，C-3') 。以上数据与文献
〔12〕

报道基本一

致，确定该化合物为植醇。
化合物Ⅷ: 无色油状物，易溶于氯仿。1H-NMR

( 500 MHz，CDCl3 ) δ: 3. 92 ～ 3. 72 ( 1H，m，-CH-O) ，

3. 68 ～ 3. 58( 2H，m，-CH2-O) ，2. 90 ( 2H，br s，-OH) ;
13C-NMR( 125 MHz，CDCl3 ) δ: 62. 71 ( s，C-2) ，61. 42
( s，C-1 ) ，39. 35 ( s，C-14 ) ，38. 77 ( s，C-3 ) ，37. 57 ～
37. 08( t，C-8，10，12) ，36. 90( s，C-6) ，32. 74( d，C-7，

11) ，29. 64 ( s，C-4 ) ，27. 93 ( s，C-15 ) ，24. 58 ( d，C-
15，15') ，22. 94 ～ 22. 22 ( t，C-5，9，13 ) ，19. 64 ( d，C-
7'，11') ，16. 72 ( s，C-3') 。以上数据与文献

〔13〕
报道

基本一致，故确定该化合物为 3，7，11，15-四甲基-1，

2-十六烷二醇。

化合 物Ⅸ: 白 色 固 体，易 溶 于 甲 醇、丙 酮。1H-
NMR( 400 MHz，CD3OD) δ: 9. 69( 1H，s，-CHO) ，7. 18
( 2H，s，H-2，6) ，3. 86( 6H，s，2 × -OCH3 ) 。以上数据

与文献
〔14〕

报道基本一致，故确定该化合物为 3，5-二
甲氧基-4-羟基苯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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