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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各种色谱技术对红棕杜鹃( 原变种) Rhododendron rubiginosum var. rubiginosum 叶进行化学成分研究。从中

分离得 13 个化合物，并通过理化性质与波谱分别鉴定为 3，9-dihydroxy-megastigma-5-ene ( 1 ) ，3β-hydroxy-5α，6α-epoxy-7-me-
gastigmen-9-one( 2) ，黑麦草内酯( 3) ，熊果酸( 4) ，2α，3β-二羟基乌苏-12-烯-28-酸( 5) ，2α，3β，23-三羟基乌苏-12-烯-28-酸( 6) ，

7，9-二甲氧基杜鹃醇( 7) ，7-甲氧基杜鹃醇( 8) ，姜酮( 9) ，异嗪皮啶( 10) ，东莨菪内酯( 11) ，( + ) -松脂素( 12) ，3'-O-去甲基表

松脂素( 13) 。化合物 1 ～ 13 均首次从本种分离得到，其中化合物 1 ～ 3，7 ～ 9，11 ～ 13 首次从本属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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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花科 Ericaceae 全世界约 103 属约 3 350
种，全世界分布，我国有 15 属约 757 种，其中杜鹃属

是我国种子植物中最大的属，主要分布于我国的西

南部［1］，而且据研究我国的西南地区是世界杜鹃属

植物的分布及分化中心［1-2］。
现代研究表明，杜鹃属植物中的化学成分相当

丰富，主要含有黄酮、三萜、二萜、香豆素、单萜、倍半

萜、甾醇及酚酸类等成分，主要的生物活性有抑制

NO 的生成活性、抗 HIV 活性、抑制组织胺释放活

性、酪氨酸酶抑制活性、抗炎镇痛活性、钠离子通道

阻滞活性、细胞毒活性、抑制 NF-κB 表达活性等［3］，

因此，为更加有效地开发红棕杜鹃( 原变种) 叶的止

咳平喘作用及其他的药用价值，本文对红棕杜鹃

( 原变种) 叶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以期为红棕杜

鹃( 原变种) 叶的止咳平喘的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及

新药开发奠定基础。
1 历史沿革

我国最早的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

杜鹃属植物黄杜鹃 Rhododendron molle 的花———羊

踟躅( 闹羊花) 的药用价值，味辛温，主贼风在皮肤

中淫淫痛，温疟，恶毒诸痹［4］。在 20 世纪 70 年代，

药学工作者响应国家“攻克慢性气管炎”的号召，根

据民间用药经验，开展了“杜鹃防治慢性气管炎”的

调查研究，发现了杜鹃的止咳平喘功效，有的种已开

发成制剂应用于临床，如在东北发现的满山红、华南

发现的紫花杜鹃、西北发现的烈香杜鹃、在西南的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发现的凉山杜鹃、腋花杜鹃、爆
杖花及映山红等，其中凉山杜鹃叶从那时开始即被

制成浸膏片、合剂用于临床，治疗慢性气管炎，由于

疗效明显确切，毒性小等特点，其合剂《金鹃咳喘停

合剂》相继被收载入《四川省药品标准( 中药成方制

剂 1993 年版) 》、《国家标准［地标升国标 WS-10638
( ZD-0638) -2002］》。

凉山杜鹃R. liangshanicum L. S. Chen mss. ( 未

发表名) ，金阳彝语“索马知日”，其“叶背具鳞片，鳞

片相距约等于其直径的 0. 5 ～ 1. 5 倍，其间散生深褐

色大鳞片”为其特点，在 20 世纪 70 年代被鉴定为 1
新种，但鉴定者后来发现该植物还有变异，还需进一

步研究鉴定，因此，该种一直未发表［5］。但从 20 世

纪 70 年代到现在，《金鹃咳喘停合剂》的开发者，生

产者与药品监督管理人员均未注意到早已发表的且

现已被 1994 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志，第 57 卷，第 2
分册》收 载 的 属 于 云 锦 杜 鹃 亚 组 植 物 凉 山 杜 鹃

R. huianum Fang( 叶背无鳞片) ，也就是说《金鹃咳

喘停合剂》的原料药凉山杜鹃 R. liangshanicum( 未

发表名，亮鳞杜鹃亚组植物) 与凉山杜鹃R. huia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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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锦杜鹃亚组植物) 重名，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再将

本种植物命名为凉山杜鹃 R. liangshanicum 发表，

因此，为避免药用植物品种及用药的混乱，作者采集

带花标本，经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张长芹研

究员鉴定，本种植物为红棕杜鹃( 原变种) R. rubigi-
nosum Franch. var. rubiginosum，其鉴定要点为“花

序顶生 5 ～ 7 花，叶背凸起鳞片四周密生小的棕色鳞

片”。
到目前为止，凉山杜鹃［现鉴定为红棕杜鹃( 原

变种) ］叶的化学成分研究相当薄弱，仅有 1 篇李红

霞等采用 GC-MS 对挥发油成分进行色谱和质谱分

析，鉴定出了 29 种成分的报道［6］。采用 TLC 得出

结论，本品含有黄酮苷类化合物 ( 金丝桃苷、黄芪

苷、芦丁) ，黄酮苷元( 槲皮素、杨梅酮) ，以及香豆素

类化合物( 茛菪亭) ，而不含止咳成分杜鹃素与毒性

成分梫木毒素［5］。药理研究报道，凉山杜鹃［现鉴

定为红棕杜鹃( 原变种) ］对小鼠、家兔、犬的毒性及

亚急性毒性，较国内已进入临床使用的满山红、照山

白、青海杜鹃等小，具有显著的镇咳作用和一定的祛

痰作用［7］。
2 材料

Bruker AM-400 或 Avance 600 MHz 核磁共振仪

( TMS 为内标) ; Xevo TQ-S 超高压三重四极杆质谱

仪; HPLC 为 Agilent 1200 或 LC 3000，半制备色谱柱

为 Agilent ZORBAX SB-C18 ( 9. 4 mm × 250 mm，5
μm) ; 柱色谱用硅胶( 200 ～ 300 目) 和薄层色谱用硅

胶( 10 ～ 40 μm) ，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 Rp-C18 硅胶

为 40 ～ 60 mm，由 Daiso 公 司 生 产; MCI gel CHP
20P，日本三菱公司产品; Sephadex LH-20 为 GE 公

司产品; 10% 硫酸乙醇溶液为显色剂。
红棕杜鹃( 原变种) 叶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采集

于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七里坝，原植物由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张长芹研究员鉴定，原植物标

本保存于西昌学院轻化工程学院。
3 提取与分离

新鲜红棕杜鹃( 原变种) 叶，晾干，粗碎，取 10
kg，用 95% 乙醇浸没，室温浸泡，提 取 2 次，每 次

2 ～ 4 周，提取液回收溶剂至无醇味，得浸膏。浸膏

用适量水分散，依次用石油醚( 60 ～ 90 ℃ ) 、乙酸乙

酯、正丁醇萃取，回收溶剂，分别得石油醚部位、乙酸

乙酯部位( 150 g) 、正丁醇部位。取乙酸乙酯部位用

硅藻土拌样上硅胶柱，氯仿-甲醇( 100∶ 0 ～ 10∶ 5 ) 梯

度洗脱，分Ⅰ ～Ⅳ个部位。取部位Ⅱ( 9. 816 g) 用甲

醇溶解，其大量不溶物用三氯甲烷-甲醇( 3∶ 2 ) 溶解

上 sephadex LH-20 柱，三氯甲烷-甲醇( 3∶ 2) 洗脱，再

将其富含三萜的流分合并，拌样上硅胶柱，三氯甲

烷-甲醇 ( 500 ∶ 1 ～ 100 ∶ 3 ) 梯 度 洗 脱，得 化 合 物 4
( 112. 8 mg ) ，5 ( 3. 4 mg ) ; 甲 醇 溶 解 物 上 MCI gel
CHP 20P 柱，90%甲醇洗脱，回收溶剂后所得的样品

上 sephadex LH-20 柱，三氯甲烷-甲醇( 3∶ 2) 洗脱去

除三萜类化合物，再上 Rp-C18硅胶，甲醇-水( 1∶ 10 ～
10∶ 0) 梯度洗脱划断，分为 6 个部位，每个部位通过

Rp-C18硅胶、制备 TLC 或半制备 HPLC 纯化得化合

物 1( 6. 1 mg) ，2( 5. 8 mg) ，3( 2. 3 mg) ，7 ( 1. 5 mg) ，

8( 4. 7 mg) ，9( 3. 0 mg) ，10 ( 3. 9 mg) ，11 ( 6. 3 mg) ，

12( 4. 1 mg) ，13 ( 1. 8 mg) 。部位Ⅲ ( 33. 41 g) 用甲

醇溶解，上 MCI gel CHP 20P 柱，90% 甲醇洗脱，回

收溶剂后所得的样品上 sephadex LH-20 柱，三氯甲

烷-甲醇( 3∶ 2) 洗脱去除黄酮类化合物，再上 Rp-C18

硅胶，甲醇-水( 1∶ 10 ～ 10∶ 0 ) 梯度洗脱划断，分为 5
个部位，将最后 1 个部位( 含三萜类成分) ，拌样上

硅胶柱，三氯甲烷-甲醇( 20∶ 1 ～ 5∶ 1) 梯度洗脱，最后

用制备 TLC 纯化得化合物 6( 6. 3 mg) 。
4 结构鉴定

化 合 物 1 无 色 油 状 ( CH3 OH ) 。1 H-NMR
( CD3OD，400 MHz) δ: 3. 85 ( 1H，m，H-3 ) ，3. 70 ( 1H，

m，H-9 ) ，2. 20 ( 2H，m，H-4，7 ) ，1. 92 ( 2H，m，H-4，

7 ) ，1. 69 ( 1H，m，H-2 ) ，1. 64 ( 3H，s，H-13 ) ，1. 49
( 2H，m，H-8 ) ，1. 38 ( 1H，t，J = 12. 1 Hz，H-2 ) ，1. 17
( 3H，d，J = 6. 2 Hz，H-10 ) ，1. 05 ( 3H，s，H-12 ) ，1. 04
( 3H，s，H-11) ; 13C-NMR( CD3OD，100 MHz) δ: 138. 2
( C-6) ，125. 4 ( C-5 ) ，69. 2 ( C-9 ) ，65. 6 ( C-3 ) ，49. 4
( C-2) ，42. 9( C-4) ，40. 7( C-8) ，38. 8( C-1) ，30. 3( C-
12) ，28. 9( C-11) ，25. 6( C-7) ，23. 3( C-10) ，20. 0 ( C-
13) 。以上数据与文献［8］报道 3，9-dihydroxy-me-
gastigma-5-ene 的数据一致。

化合物 2 白色粉末( CH3 OH) 。ESI-MS m/z
225［M + H］+ ，247［M + Na］+。1 H-NMR ( CD3 OD，

600 MHz) δ: 7. 18 ( 1H，d，J = 15. 7 Hz，H-7 ) ，6. 18
( 1H，d，J = 15. 8 Hz，H-8 ) ，3. 76 ( 1H，m，H-3 ) ，2. 30
( 1H，m，H-4a) ，2. 29( 3H，s，10-H) ，1. 65( 1H，dt，J =
13. 1，6. 6 Hz，H-4b) ，1. 58 ( 1H，ddd，J = 12. 8，3. 3，

1. 8 Hz，H-2b) ，1. 27( 1H，m，H-2a) ，1. 19 ( 3H，s，H-
12) ，1. 18 ( 3H，s，H-13 ) ，0. 96 ( 3H，m，H-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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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NMR( CD3OD，150 MHz) δ: 36. 0 ( C-1) ，47. 8 ( C-
2) ，64. 5( C-3) ，41. 5( C-4) ，69. 0( C-5) ，71. 0( C-6) ，

145. 7 ( C-7 ) ，134. 0 ( C-8 ) ，200. 4 ( C-9 ) ，26. 3 ( C-
10) ，25. 3( C-11 ) ，30. 3 ( C-12 ) ，20. 2 ( C-13 ) 。以上

数据与文献［9］报道 3β-hydroxy-5α，6α-epoxy-7-me-
gastigmen-9-one 的数据一致。

化合物 3 白色粉末( CH3 OH) 。ESI-MS m/z
219 ［M + Na］+ ，415 ［2M + Na］+。1 H-NMR
( CD3OD，600 MHz) δ: 5. 76 ( 1H，s，H-7 ) ，4. 22 ( 1H，

m，H-3) ，2. 42 ( 1H，m，H-4a) ，1. 99 ( 1H，m，H-2a) ，

1. 74( 1H，m，H-4b) ，1. 53( 1H，m，H-2b) ，1. 76( 3H，

s，H-9 ) ，1. 47 ( 3H，s，H-10 ) ，1. 28 ( 3H，s，H-11 ) ;
13C-NMR( CD3 OD，150 MHz) δ: 185. 8 ( C-8 ) ，174. 6
( C-6) ，113. 5 ( C-7 ) ，89. 1 ( C-5 ) ，67. 4 ( C-3 ) ，48. 1
( C-4) ，46. 6( C-2) ，37. 4( C-1) ，31. 2( C-9) ，27. 6( C-
11) ，27. 1( C-10) 。以上数据与文献［10］报道黑麦

草内酯的数据一致。
化合物 4 白色粉末( CHCl3-CH3OH) 。1H-NMR

( pyridine-d5，400 MHz) δ: 5. 63 ( 1H，s，H-12 ) ，3. 46
( 1H，m，H-3 ) ，2. 63 ( 1H，d，J = 11. 2 Hz，H-18 ) ;
13C-NMR( pyridine-d5，100 MHz ) δ: 180. 0 ( C-28 ) ，

139. 3 ( C-13 ) ，125. 7 ( C-12 ) ，78. 2 ( C-3 ) ，28. 9 ( C-
23) ，24. 0 ( C-27 ) ，21. 5 ( C-30 ) ，17. 6 ( C-29 ) ，17. 5
( C-26) ，16. 7( C-25) ，15. 8( C-24) ，56. 3 ( C-5) ，54. 0
( C-18) ，48. 6 ( C-9，17 ) ，43. 0 ( C-14 ) ，40. 5 ( C-8 ) ，

40. 0( C-4) ，39. 9( C-19) ，39. 6( C-20) ，38. 0 ( C-10) ，

37. 8( C-1) ，37. 5 ( C-22 ) ，34. 1 ( C-7 ) ，31. 6 ( C-21 ) ，

28. 8( C-15) ，28. 6( C-2) ，25. 0( C-11) ，24. 2 ( C-16) ，

18. 9( C-6) 。以上数据与文献［11］报道熊果酸的数

据一致。
化合物 5 白色粉末( CHCl3-CH3OH) 。1H-NMR

( pyridine-d5，600 MHz) δ: 5. 48 ( 1H，s，H-12 ) ，4. 13
( 1H，m，H-2) ，3. 43 ( 1H，d，J = 11. 2 Hz，H-3 ) ，2. 54
( 1H，d，J = 11. 3 Hz，H-18 ) ; 13 C-NMR ( pyridine-d5，

150 MHz) δ: 180. 4 ( C-28 ) ，139. 7 ( C-13 ) ，126. 0 ( C-
12) ，84. 3 ( C-3 ) ，69. 0 ( C-2 ) ，29. 9 ( C-23 ) ，24. 4 ( C-
27) ，21. 9 ( C-30 ) ，18. 2 ( C-29 ) ，18. 0 ( C-26 ) ，17. 9
( C-25) ，17. 4( C-24) ，56. 3( C-5) ，53. 9 ( C-18) ，48. 5
( C-17) ，48. 5 ( C-9 ) ，43. 0 ( C-14 ) ，40. 5 ( C-8 ) ，40. 3
( C-4) ，39. 9( C-19) ，39. 9( C-20) ，38. 9 ( C-10) ，37. 9
( C-1，22) ，33. 9 ( C-7 ) ，31. 5 ( C-21 ) ，29. 1 ( C-15 ) ，

25. 3( C-11) ，24. 2( C-16) ，19. 3 ( C-6) 。以上数据与

文献［12］报道 2α，3β-二羟基乌苏-12-烯-28-酸的数

据一致。
化 合 物 6 白 色 粉 末 ( CH3 OH ) 。1 H-NMR

( CD3OD，400 MHz) δ: 5. 32( 1H，s，H-12) ，3. 69( 1H，

m，H-2) ，3. 50( 1H，d，J = 10. 6 Hz，H-3 ) ，3. 35 ( 2H，

m，H-23) ，2. 21( 1H，d，J = 11. 3 Hz，H-18) ; 13 C-NMR
( CD3OD，100 MHz) δ: 181. 7 ( C-28) ，139. 8 ( C-13) ，

126. 6( C-12) ，78. 1( C-3) ，69. 7( C-2) ，66. 2 ( C-23) ，

24. 2 ( C-27 ) ，21. 6 ( C-30 ) ，17. 8 ( C-29 ) ，17. 7 ( C-
26) ，17. 7 ( C-25 ) ，14. 0 ( C-24 ) ，54. 3 ( C-18 ) ，48. 8
( C-5) ，48. 4 ( C-17 ) ，48. 1 ( C-9 ) ，48. 0 ( C-1 ) ，44. 1
( C-5) ，43. 4 ( C-14 ) ，40. 8 ( C-8 ) ，40. 4 ( C-19，20 ) ，

39. 0( C-10) ，38. 1( C-22) ，33. 6( C-7) ，31. 8 ( C-21) ，

29. 1( C-15) ，25. 3( C-16) ，24. 5( C-11) ，19. 1 ( C-6) 。
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11］报道 2α，3β，23-三羟基-
乌苏-12-烯-28-酸的数据一致。

化合 物 7 浅 棕 色 油 状 ( CH3 OH ) 。1 H-NMR
( CD3 OD，600 MHz ) δ: 6. 48 ( 2H，s，H-6，10 ) ，3. 82
( 2 × 3H，s，7，9-OCH3 ) ，3. 72 ( 1H，m，H-2 ) ，2. 65
( 1H，m，H-4 ) ，2. 55 ( 1H，m，H-4 ) ，1. 70 ( 2H，m，H-
3 ) ，1. 18 ( 3H，d，J = 6. 2 Hz，H-1 ) ; 13 C-NMR
( CD3OD，150 MHz) δ: 149. 3 ( C-7，9 ) ，134. 5 ( C-8 ) ，

106. 4 ( C-6，10) ，134. 4( C-5 ) ，68. 0 ( C-2 ) ，56. 8 ( 7，

9-OCH3 ) ，42. 6 ( C-3 ) ，33. 4 ( C-4 ) ，23. 8 ( C-1 ) 。以

上数据与文献［13］报道 7，9-二甲氧基杜鹃醇的数

据一致。
化合 物 8 浅 棕 色 油 状 ( CH3 OH ) 。1 H-NMR

( CD3OD，600 MHz) δ: 6. 77( 1H，d，J = 1. 8 Hz，H-6) ，

6. 69( 1H，dd，J = 8. 4，1. 8 Hz，H-10 ) ，6. 62 ( 1H，d，

J = 8. 4 Hz，H-9) ，3. 84 ( 3H，s，7-OCH3 ) ，3. 73 ( 1H，

m，H-2 ) ，2. 65 ( 1H，m，H-4 ) ，2. 55 ( 1H，m，H-4 ) ，

1. 70( 2H，m，H-3 ) ，1. 17 ( 3H，d，J = 6. 0 Hz，H-1 ) ;
13C-NMR( CD3OD，150 MHz) δ: 23. 7 ( C-1) ，68. 0 ( C-
2) ，32. 9 ( C-3 ) ，42. 6 ( C-4 ) ，135. 4 ( C-5 ) ，113. 2 ( C-
6) ，148. 9 ( C-7 ) ，145. 5 ( C-8 ) ，116. 2 ( C-9 ) ，121. 8
( C-10) ，56. 7 ( 7-OCH3 ) 。以上数据与文献［14］报

道7-甲氧基杜鹃醇的数据一致。
化合 物 9 浅 棕 色 油 状 ( CH3 OH ) 。1 H-NMR

( CD3OD，600 MHz) δ: 2. 12 ( 3H，s，H-1 ) ，2. 77 ( 4H，

s，H-3，4 ) ，3. 82 ( 3H，s，7-OCH3 ) ，6. 61 ( 1H，dd，J =
7. 8，1. 8 Hz，H-10 ) ，6. 68 ( 1H，d，J = 7. 8 Hz，H-9 ) ，

6. 77( 1H，d，J = 1. 8 Hz，H-6 ) ; 13 C-NMR ( CD3 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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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MHz) δ: 30. 2 ( C-1 ) ，211. 5 ( C-2 ) ，30. 6 ( C-3 ) ，

46. 4( C-4) ，134. 1( C-5) ，113. 1( C-6) ，149. 0 ( C-7) ，

145. 9 ( C-8 ) ，116. 2 ( C-9 ) ，121. 8 ( C-10 ) ，56. 4
( 7-OCH3 ) 。以上数据与文献［15-16］报道姜酮的数

据一致。
化合 物 10 无 色 针 晶 ( CH3OH) 。1 H-NMR

( CD3OD，600 MHz) δ: 6. 33( 1H，d，J = 9. 6 Hz，H-3) ，

7. 87( 1H，d，J = 9. 6 Hz，H-4 ) ，6. 73 ( 1H，s，H-5 ) ，

3. 89( 3H，s，-OCH3 ) ，3. 88 ( 3H，s，-OCH3 ) ; 13 C-NMR
( CD3OD，150 MHz ) δ: 163. 3 ( C-2 ) ，115. 5 ( C-3 ) ，

146. 4( C-4) ，112. 2 ( C-4a) ，101. 1 ( C-5 ) ，151. 9 ( C-
6) ，140. 1 ( C-7 ) ，136. 0 ( C-8 ) ，141. 8 ( C-8a ) ，56. 7
( -OCH3 ) ，61. 4( -OCH3 ) 。以上数据与文献［17］报

道异嗪皮啶的数据一致。
化合物 11 黄色针晶( CH3OH) 。ESI-MS m/z

191［M － H］－。1 H-NMR ( CD3 OD，600 MHz) δ: 7. 87
( 1H，d，J = 9. 4 Hz，H-3) ，6. 22( 1H，d，J = 9. 4 Hz，H-
4) ，6. 77( 1H，s，H-5) ，7. 12 ( 1H，s，H-8 ) ，3. 93 ( 3H，

s，7-OCH3 ) 。以上数据与文献［18］报道东莨菪内酯

的数据一致。
化合物 12 浅黄色油状 ( CH3 OH ) 。1 H-NMR

( CD3OD，600 MHz) δ: 6. 95 ( 2H，d，J = 1. 2 Hz，H-2，

2') ，6. 91 ( 2H，dd，J = 1. 2，9. 0 Hz，H-6，6') ，6. 77
( 2H，d，J = 9. 0 Hz，H-5，5') ，4. 71 ( 2H，d，J = 4. 2
Hz，H-7，7') ，4. 23( 2H，m，H-9a，9'a) ，3. 84 ( 2H，m，

H-9b，9'b) ，3. 85( 3H，s，7-OCH3 ) ，3. 14( 2H，m，H-8，

8') ; 13C-NMR( CD3OD，150 MHz) δ: 149. 2 ( C-3，3') ，

147. 4 ( C-4，4') ，133. 9 ( C-1，1') ，120. 2 ( C-6，6') ，

116. 2 ( C-5，5') ，111. 0 ( C-2，2') ，87. 7 ( C-7，7') ，

72. 7( C-9，9') ，56. 5 ( -OCH3 ) ，55. 5 ( C-8，8') 。以上

数据与文献［19］报道( + ) -松脂素的数据一致 。
化合 物 13 黄 色 粉 末 ( CH3 OH ) 。1 H-NMR

( CD3OD，600 MHz) δ: 6. 97( 1H，d，J = 1. 0 Hz，H-2) ，

6. 95( 1H，d，J = 1. 6 Hz，H-2') ，6. 81 ( 2H，m，H-5，

6) ，6. 77( 2H，m，H-5'，6') ，4. 86 ( 1H，d，J = 6. 0 Hz，
H-7) ，4. 41 ( 1H，d，J = 7. 0 Hz，H-7') ，4. 11 ( 1H，d，

J = 9. 3 Hz，H-9' b ) ，3. 86 ( 3H，s，3-OCH3 ) ，3. 84
( 1H，m，H-9'a) ，3. 79( 2H，m，H-9 ) ，3. 40 ( 1H，m，H-
8) ，2. 94( 1H，m，H-8) ; 13 C-NMR( CD3OD，150 MHz)
δ: 149. 1 ( C-4') ，148. 8 ( C-4 ) ，147. 4 ( C-3') ，146. 6
( C-3) ，133. 8 ( C-1') ，131. 3 ( C-1 ) ，120. 2 ( C-6') ，

119. 3 ( C-6) ，116. 0 ( C-5') ，116. 0 ( C-5 ) ，110. 8 ( C-

2') ，110. 4( C-2) ，89. 5 ( C-7') ，83. 5 ( C-5 ) ，71. 9 ( C-
9') ，70. 6( C-9 ) ，56. 3 ( 3-OCH3 ) ，55. 7 ( C-8') ，51. 3
( C-8) 。以上数据与文献［20］报道 3'-O-去甲基表

松脂素的数据一致。
5 讨论

通过本研究取得了以下 3 个结果: ①确定了

《金鹃咳喘停合剂》的原料药———凉山特有药用植

物“凉山杜鹃 R． liangshanicum( 未发表名) ”叶的基

源为红棕杜鹃( 原变种) R． rubiginosum var. rubigi-
nosum，避免了用药的混乱; ②本研究主要对 TLC 上

石油醚-丙酮( 2∶ 1) 斑点跑中间的部位进行了化学成

分的研究，从分离的化合物与 TLC 上斑点的颜色等

情况初步证实红棕杜鹃( 原变种) 叶在此部位中不

含二萜类成分，这与 20 世纪 70 年代采用 TLC 得出

本品不含梫木毒素的结论一致，以及药理实验得出

本品毒性小于满山红、照山白、青海杜鹃的结论相

符;③首次从红棕杜鹃( 原变种) 叶中分离得到降倍

半萜类、乌苏烷型三萜类、苯基丁醇类、香豆素类、木
脂素类化合物，其中苯基丁醇类化合物较为特征，据

研究它们主要分布于杜鹃属、大黄属、姜属等属［13］。
红棕杜鹃( 原变种) 叶具有毒性小，药效确切、

资源丰富、凉山特有、彝族药等优势，因此，对它的止

咳平喘功效及其它的生物活性值得深入研究，同时

对凉山丰富的杜鹃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也

应引起政府与科研人员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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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leaves of
Rhododendron rubiginosum var． rubigino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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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rteen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leaves of Rhododendron rubiginosum var． rubiginosum by various chrom-
atographic techniques． On the basis of spectroscopic data，their structures were elucidated as 3，9-dihydroxy-megastigma-5-ene ( 1 ) ，

3β-hydroxy-5α，6α-epoxy-7-megastigmen-9-one ( 2) ，loliolide ( 3 ) ，ursolic acid( 4 ) ，2α，3β-dihydroxy-urs-12-en-28-oic acid ( 5 ) ，

2α，3β，23-trihydroxy-urs-12-en-28-oic acid ( 6) ，7，9-dimethoxyrhododendrol ( 7) ，7-methoxyrhododendrol ( 8) ，zingerone ( 9) ，iso-
fraxidin ( 10) ，scopoletin ( 11) ，( + ) -pinoresinol ( 12) and 3'-O-demethylepipinorisenol ( 13) ． All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this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and compounds 1-3，7-9，and 11-13 were isolated from the genus Rhododendron for the first time．

［Key words］ Rhododendron rubiginosum var． rubiginosum; nor-sesquiterpenoids; phenylbutanoid derivatives; lignans; couma-
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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