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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我国特有植物甜菜树(Yunnanopilia Iongistaminata)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从它的嫩芽叶石油醚提取 

物中经反复柱层析分离得到1O个化合物，运用光谱和化学的方法分别鉴定为：13b(S)-hydroxy-17c—ethoxypheao- 

phorbide a(1)，diisobutyl phthalate(2)，十八酸单甘油酯 (3)，二十四酸 (4)，三十烷醇 (5)，油酸甲酯(6)，亚麻 

酸甲酯 (7)，二十八烷 (8)，三十二烷 (9)和油酸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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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n compounds we／e isolated from the petroleum ether extract of the tender leayes and shoots of Yunnanopilia 

longistaminata(W．Z．Li)C．Y．Wu&D．Z．Li by using the silica gel column chromatogram repeatedly．Through chemi— 

cal methods and spectrum data，their structures were identified as 13b(S)一hydroxy-17c-ethoxypheaophorbide a(1)，di- 

isobutyl phthalate(2)，glyceryl monostearate(3)，tetraeosanoic acid(4)，1-tfiacontanol(5)，methyl oleate(6)，methyl 

linolenate(7)，octacosane(8)，dotriaeontane(9)，and 9-(z)一octadecenoie acid(10)，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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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树[Yunnanopilia long~taminata(w．z．Li) 

c．Y．wu&D．z．Li]系山柚子科(Opiliaceae)我国特 

有的木本植物，最早见于1989年，李文政将其列入 

Melientha属⋯；1993年陶德定根据其与台湾山柚子 

和Melientha属 的区别将其并人 Champereia属【2 J， 

2000年吴钲镒进一步根据其花的分化形态将其单 

独成立一属，命名为甜菜树属 Yunnanopilia【3 J，主要 

分布于云南元江、新平、墨江、石屏山谷密林中。4— 

7月间民间采集其幼嫩芽叶，直接炒食、煮汤或腌制 

食用，非常新鲜可口，近年来逐渐为外人所认识，价 

格远高于一般野生蔬菜，具有广泛的市场开发前 

景l4』。关于它的化学成分至今未见报导。为了深 

人开发这一特色野生食用资源，提供分类学和应用 

上的依据，我们开展了甜菜树化学成分的研究。从 

它的石油醚萃取物中分离得到1O个化合物，经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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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化学分别鉴定为：13b(．s)-hydroxy-17c— 

ethoxypheaophorbide a(1)，diisobutyl phthalate(2)， 

十八酸单甘油酯 (3)，二十四酸 (4)，三十烷醇 

(5)，油酸甲酯 (6)，亚麻酸 甲酯 (7)，二十八烷 

(8)，三十二烷 (9)和油酸 (10)，为甜菜树的食用 

和开发提供了依据。 

1 仪器与材料 

XRC—I显微熔点测定 (未校正)；Bruker DRX一 

500和AM-400型核磁共振仪，TMS为内标；VG Au- 

toSpec一3000质谱仪；层析硅胶(200～300目)和TLC 

板(青岛美高公司)。 

甜菜树鲜嫩芽叶于 2004年 4月采 自云南省石 

屏县，标本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 

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2 提取和分离 

甜菜树鲜嫩芽叶(食用部位)1O kg切碎后用 

95％乙醇提取5次，减压回收至无乙醇味，得浸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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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 g。浸膏用水混悬后分别用石油醚、乙酸乙酯和 

正丁醇萃取，得石油醚提取物 62 g。石油醚提取物 

经硅胶柱石油醚一丙酮梯度洗脱，洗脱液经TLC合并 

后分为A—G七个部位，分别经硅胶柱反复层析，从 

A部位中得到化合物2(5 mg)和4(23 mg)，从部位 

c中分离得到化合物1(80 mg)，从部位E中得到化 

合物3(20 mg)，从部位 G中分离得到化合物5(32 

mg)，6(44 mg)，7,(27 mg)，8(13 rag)，9(35 mg)和 

10(3．1 g)。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1 棕黑色无定形颗粒，FAB—MS(posi— 

tive)m／z：637[M+H] ，HRFABMS m／z：637．3026 

[M+H] ，(c37H 1N4O6，计算值637．3026)，确定相 

对分子质量为636，分子式为c37H40N 06。 H NMR 

(500 MHz，CDC13) ：3．41(3H，s，H-2a)，3．18(3H， 

s，H-Ta)，1．69(3H，t，J=7．5 Hz，H-8b)，3．63(3H， 

s，H一12a)，3．73(3H，s，OMe)，1．16(3H，t，J=7．0 

Hz，H一17e)，1．62(3H，d，J=7．0 Hz，H=18a)，3．66 

(2H，q，J=7．5 Hz，H一8a)，2．29(2H，ITI，H一17a)， 

2．95，2．56(2H，m，H一17b)，4．14(2H，q，J=7．0 

Hz，H-17d)，9．39(1H，s，H-5)，9．55(1H，s，H一10)， 

8．64(1H，s，H-20)，7．98(1H，dd，J=17．5，l1．5 

Hz，H-3a)，6．26(1H，brd，J=17．5 Hz，H-3b1)， 

6．16(1H，brd，J=l1．5 Hz，H一3b2)，4．17(1H，m， 

H一17)，4．50(1H，nl，H．18)，另外，谱图中还有一个 

13b—OH的 D2O交换信号在 5．53(brs．)。玎C 

NMR(500 MHz，CDC13) ：142．0(s，C-1)，131．7 

(s，C-2)，12。0(q，C一2a)，136．4(s，C-3)，129．3 

(d，C-3a)，122．7(t，C-3b)，136．2(s，C4)，97．9 

(d，C-5)，155．3(s，C-6)，136．2(s，C-7)，11．1(q， 

C-7a)，145．1(s，C-8)，19,4(t，C·8a)，17．3(q C一 

8b)，150．9(s，C-9)，104．1(d，C一10)，137．8(s，C一 

11)，129．0(s，C一12)，12．2(q，C一12a)，126．9(s，C一 

13)，191．9(s，C-13a)，88．9(s，C一13b)，172．8(s， 

C一13e)，53．3(q，C一13d)，149．8(s，C一14)，107．6 

(s，C一15)，162．4(s，C一16)，51．8(d，C一17)，31．1 

(t，C一17a)，31．6(t，C一17b)，173．5(s，C-17c)，60．5 

(t，C一17d)，14．1(q，C一17e)，5O．3(d，C一18) 22．6 

(q，C一18a)，172．4(s，C一19)，93．6(d，c-20)。以上 

各波谱数据均与文献[ 报道基本一致，故鉴定其为 

13b(S)一hydroxy·i7c-ethoxyphaeophorbide a(结构见 

图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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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化合物1的结构 

Fig．1 The structure of compound 1 

化合物2 微黄色油状物(氯仿)，El—MS m／z： 

279[M+H] 。 H NMR(400 MHz，CDCI3) ：0．95 

(12H，d，J=6．72 Hz，4 x—CH3，H一10，H一10 ，H一11和 

H一11 )，2．O4(2H，in，H-9和 H-9 )，4．09(4H，d，J= 

6．72 Hz，H。8和 H 8 )，7．53(2H，dd，J=5．5，3．5 

Hz，H4和 H．5)，7．72(2H，dd，J=5．5，3．5 Hz，H_3 

和 H-6)；̈C NMR(400 MHz，CDC13) ：19．1(q，C一 

1O，C一10 ，C-11和 C一11 )，27．4(d，C-9和 C-9 )， 

71．7(t，C一8和 C一8 )，128．8(d，C-3和 C-6)，130．9 

(d，C4和 C一5)，132．4(5，C一1和 C-2)，167．6(S，C一 

7和C-7 )ppm。以上数据与文献 对照基本一致， 

故确定其结构为diisobutyl phthalate(结构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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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化合物 2结构 

Fig．2 The structure of eompaund 2 

化合物 3 白色粉末 (石油醚一乙酸乙酯)， 

mp．81—82℃。易溶于氯仿、乙酸乙酯，难溶于石油 

醚。FAB．~(pos!ave)给出准分子离子峰为359([M+ 

H] )，分子量为358，结合c谱和H谱，推出分子式为 

C21H蛇O4。 H NMR(500 MHz，CD3COCD3) ：4．10(2H， 

dd，CH2．0．C=0)，3．96(1H，d，CH-OH)，3．74(2H，dd， 

CH2-OH)，2 30(2H，t，CH2一C 0)，1．58 (2H，m，CH2一 

CH2一C=0) 1．27(28H，m，c xl4)，Q86(3H t，-CH3)； 

C NMR(500 MHz，CD3COCD3) ：174．5(C=O)，70．8 

(CH-OH)， 1(CH2—0一C=O)， 0、(c 一OH)， 5 

(C 一C=0)，32．6(CH2一C}{2一C=0)，3Q4—23．3(C 

x14)，14．3(．CH3)。以上光谱数据与文献 报道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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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酸单甘油酯的数据基本—致。 

化合物4 白色粉末(石油醚一乙酸乙酯)，易溶 

于石油醚。El—MS m／z：368[M] 。 H NMR(4o0 

MHz，CDC13) ：2．35(2H，t，J=7．4 Hz，CH2一C= 

O)，1．64(2H，brt，CH2一CH2-C=O)，1．27(40H，m， 

CH2 x 20)，0．89(3H，brt，-CH3)。以上数据与文 

献 对照基本一致，故确定其为二十四酸。 

化合物5 白色粉末，mp．84～87℃，EI—MS m／ 

：421[M-OH] ，392，378，306，209，195，167，153， 

139，125，111，97，83，69，57，呈长链脂肪醇的特征裂 

解。 H NMR(400 MHz，CDC13)6：3．5O(2H，t，J= 

6．7 Hz，-CH2一OH)，1．46(2H，m，一CH2一CH2一OH)， 

1．17(54H，m，CH2 x27)，0．81(3H，t，J=6．7 Hz，一 

CH3)； C NMR(400 MHz，CDC13) ：62．4(t，C一1)， 

32．4(t，C-2)，31．8·22．5(C-3一C-29)，13．8(q，C一 

30)。以上数据与文献_8 报道的三十烷醇一致。 

化合物6 淡黄色油状液体，El—MS m／z(％)： 

296([M] ，4)，264 (12)，222(7)，180(8)，110 

(13)，97(27)，83(28)，69(5O)，55(100)。 H 

NMR(500 MHz，CDCI3)8：5．35(2H，t，J=5．3 Hz， 

H-9，H一10)，3．67(3H，s，一OCH3)，2．3O(2H，t，J= 

7．6 Hz，H 2)，2．01(4H，m，H一8，H一11)，1．56(2H， 

m，H一3)，1．28～1．3O(10 x CH2)，0．89(3H，t，J= 

6．3 Hz，H-18)；“C NMR(500 MHz，CDCI3) ：174．2 

(s，C=O>，129．8(d，C-9，C一1o)，51．2(q，一OCH3)， 

33．9(t，C-2)，22．4—31．7(t，13×CH2)，13．9(q， 

C一18)。以上光谱数据与文献_9 J报道的油酸甲酯一 

致。 

化合物7 黄色油状液体，FAB．MS m／z：293[M 

+H] 。 H NMR(400 MHz，CDC13) ：5．34(6H， 

m，H-9，H一10，H一12，H一13，H一15，H一16)，3．64(3H， 

s，OMe)，2．78(4H，m，H-8，H一17)，2．27(4H，t，J= 

7．3 Hz，H一11，H一14)，2．O5(2H，t，J=7．4 Hz，H-2)， 

1．57(2H，m，H一3)，1．28(8H，m，H-4一H-7)，0．95 

(3H，t，J=7．7 Hz，H一18)； C NMR (400 MHz， 

CDC13)6：174．2(s，C一1)，127．1(d，C-9)，127．7 

(d，C—10)，128．2(d，C一12)，128．2(d，C-13)，130．2 

(d，C一15)，131．9(d，C-16)，51．4(q，OMe)，34．0 

(t，C-2)，29．0(t，C4)，29．0(t，C-5)，29．1(t，C一 

6)，29．5(t，C 7)，25．5(d，C一11)，25．6(d，C一14)， 

24．8(t，C-3)，20．5(d，C一8)，27．2(d，C一17)，l4．2 

(q，C．18)。以上光谱数据与文献【】叫报道的亚麻酸 

甲酯一致。 ： 

化合物8 白色颗粒状固体，mp．82—84℃。 

c28H58，EI—MS m／z(％)：394[M] ，281，253，225， 

197，168，141，127，99，85，71，57(100)，43，28。 H 

NMR(500 MHz，CDC13) ：1．26(52H，m，CH2 x 

26)，0．88(6H，t，J=6．7 Hz，CH3×2)。质谱符合 

直链烷烃裂解规律，且以上数据与文献【1 报道相 

符，确认为二十八烷。 

化合物9 白色粉末，mp．80～82℃。EI—MS 

m／z(％)：435[M-CH3] ，129，ll1，97，85(100)， 

71，57。 H NMR(400 MHz，CDC1 ) ：0．88(6H，t， 

J=6．8 Hz，2 x CH3)，1．25(30 x CH2)。化合物显 

示出长链烷烃的典型质谱图，与文献 。 报道一致， 

鉴定为正三十二烷。 

化合物10 淡黄色油状液体，mp．16～18℃。 

H NMR(400 MHz，CDC13) ：5．34(2H，m，H 9，H一 

10)，2．34(2H，t，J=7．4 Hz，H-2)，2．01(4H，m，H一 

8，H-11)，1．63(2H，m，H-3)，1．25—1．30(20H，m， 

H4～H-7，H-12～H—l7)，0．88(3H，t，．厂=6．5 Hz， 

H一18)； C NMR(400 MHz，CDC13) ：180．5(s，C- 

1)，130．0(d，C一10)，129．7(d，C-9)，34．1(t，C一 

2)，31．9(t，C·16)，29．8—29．0(t，C4一C-7，C一12 
一 C一15)，27．2(t，C一11)，27．1(t，C一8)，24．6(t，C- 

3)，22．7(t，C。17)，14．1(q，C一18)。以上数据与文 

献[1 报道完全一致，故确定其结构为油酸 (9一(Z)． 

octadecenoic ac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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