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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梢蛇的化学成分研究 

戴莉香 ，周小江¨，李雪松 ，程永现 (1I湖南中医药大 

学中药鉴定与资源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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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鸟梢蛇的化学成分。方法 采用硅胶柱层 

析和 Sephadex LH一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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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鸟梢蛇的甲醇提 

取物 中分 离了 6个化 合物 ，分别 为 brachystemidines A(工)、 

邻苯二 甲酸 丁酯 异 丁酯 (Ⅱ)、二 氢阿 魏酸 (Ⅲ)、 一谷 甾醇 

(Ⅳ)、胸腺嘧啶(V)和 4一羟基苯甲醛(V1)。结论 所有化合 

物均为首次从该动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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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梢蛇为游蛇科动物乌梢蛇 Zaocys dhumnades 

(Cantor)的干燥体，具有祛风、通络、止痉的功效，用 

于治疗风湿顽痹、麻木拘挛、中风、口眼歪斜、半身不 

遂、抽搐痉挛、破伤风、麻风、疥癣Ⅲ等症。作为临床 

祛风通络的常用中药，其化学成分研究不多，仅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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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文献报道其含有氨基酸、蛋白质和核苷类成分[2≈]。 

为了寻找乌梢蛇祛风通络的有效成分，笔者运用硅 

胶、反相硅胶、Sephadex LH-20等柱色谱对乌梢蛇的 

甲醇提取物进行系统的化学成分研究 ，分离了 6个 

化合物，分别为 brachystemidines A(I)、邻苯二甲 

酸丁酯异丁酯(butylisobutyl phthalate)(II)、二氢阿 

魏酸 (dihydroferulic acid)(Ⅲ)、 谷 甾醇 ( —sitos— 

tero1)(1V)、胸腺嘧啶(thymine)(V)和 4一羟基苯甲醛 

(4一hydroxybenzaldehyde)(VI)。所有化合物均为首 

次从该动物中分离得到。 

1 仪器和材料 

1．1 仪 器 Bruker AM-4O0和 Bruker DRX一500核 

磁共振波谱仪 (以 TMS为内标)；XRC-1型显微熔 

点仪(四川大学科仪厂)；薄层硅胶及柱色谱硅胶均 

由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Sephadex LH一2O为 Amer— 

sham Biosciences公司生产；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1．2 材料 实验用乌梢蛇购自湖南省药材公司 ，经 

周小江鉴定为游蛇科动物乌梢蛇 Zaocys dhumnades 

(Cantor)的干燥体。 

2 提取与分离 

乌梢蛇 1O kg，切碎后加甲醇回流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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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g，经正相硅胶柱层析、反相硅胶柱层析、Sepha— 

dex LH-20凝胶柱层析及重结晶等方法，从中分离了 

化合物 I(28 rag)，11(720 mg)，IlI(5 rag)，Ⅳ(130 

rag)，V(14 rag)和 Ⅵ(6 rag)。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工：白色固体，易溶于氯仿、乙酸乙酯，分 

子式为 C H 。N。O ，相对分子质量为 306。1H—NMR 

(500 MHz，CDCl3) H：10．13(1H，br s，H一1)，6．99 

(1H，m，H-3)，6．25(1H，dd，J一6．2，2．5 Hz，H一4)， 

6．99(1H，m，H-5)，6．72(1H，m，H一2 )，6．03(1H， 

m，H一3 )，4．64(1H，m，H一5 a)，4．81(1H，m，H一5 

b)，4．64(IH，m，H一6 a)，5．28(IH，d，J一 13．3Hz， 

H一6 b)，2．63(1H，m，H一3”a)，2．36(1H，m，H一3，『b)， 

2．10(1H，m，H-4 a)，2．01(1H，m，H一4”b)，3．22(3H， 

s，OMe-5”)，4．91(1H，d，5 OH)。”(>NMR(100 MHz， 

CDCI3)3C：122．2(s，C-2)，116．2(d，C-3)，110．3(d，C- 

4)，123．3(d，C-5)，160．0(s，C-6)，87．4(d，C_2 )，124．9 

(d，G3 )，135．3(s，C_4 )，75．0(t，G5 )，59．3(t，C-6 )， 

176．0(s，G2”)，29．4(t，C-3”)，24．8(t，C一4”)，88．1(d， 

C-5 OH)，54．7(q，C一5”OMe)。以上数据与参考文献 

[4]一致，故确定为 brachystemidin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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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Ⅱ：无色油状物，易溶于石油醚、氯仿、乙 

酸乙酯，分子式为C 6H。 ，相对分子质量为278。 H— 

NMR(500 M Hz，CDC1 ) H：7．72(2H，m，H一3，H一 

6)，7．52(2H，m，H一4，H一5)，4．O8(2H，d， 一6．7Hz， 

H一1 )，2．O3(1H，m，H一2 )，0．98(6H，d，J一6．7 Hz， 

H一3 )，4．3O(2H，t，J：6．7 Hz，H一1”)，1．70(2H，m， 

H一2”)，1．43(2H，m，H一3”)，0．95(3H，t，J=7．4 Hz， 

H一4 )。13DNMR(100 MHz，CDC1 )艿C：132．3(s，C． 

1)，132．3(s，C一2)，128．8(d，C-3)，130．9(d，C-4)， 

130．9(d，G5)，128．8(d，C-6)，167．6(s，C— O)，167．6 

(s，C=0)，71．7(t，C_1 )，27．7(d，C-2 )，19．1(q，C一 

3 )，65．5(t，C一1”)，30．5(t，C一2”)，19．1(t，C-3”)，13．7 

(q，C一4 )。以上数据与参考文献E53基本一致，故确定 

为邻苯二甲酸丁酯异丁酯(butylisobutyl phthalate)。 

化合物 Ⅲ：淡黄色固体，易溶于石油醚、乙酸乙 

酯，分子式为 C 。H 。0 ，相对分子质量为 196。 H— 

NMR(500 MHz，CDC13) H：6．71(1H，br s，H一2)， 

3．87(3H，s，Me一3)，6．84(1H，d，J一7．4 Hz，H一5)， 

6．70(1H，br d，H一6)，2．89(2H，t，J一 7．6 Hz，H一 

3 )，2．65(2H，t，J一 7．8 Hz，H-2 )。MC—NMR(100 

MHz，CDC13) ：132．1(s，C_1)，11O．8(d，C一2)， 

146．4(s，C一3)，144．O(s，C一4)，114．3(d，C一5)，120．8 

(d，C-6)，177．8(s，C_1 )，35．8(t，C-2 )，30．3(t，C_ 

3 )，55．8(OMe)。以上数据与参考文献[6]一致，故 

确定为二氢阿魏酸(dihydroferulic acid)。 

化合物Ⅳ：白色针状结晶 (丙酮一甲醇 )，易溶于 

氯仿、石油醚、乙酸乙酯 ，mp 136～137℃。与 口一谷 

甾醇对照品混合熔点不下降，硫酸显紫红色，TLC检 

查，与对照品混合点样，多种展开系统展开，斑点显色 

与R 值都指示为同一化合物，故鉴定该化合物为 

谷甾醇(口一sitostero1)。 

化合物V：白色颗粒状固体，易溶于甲醇，分子式 

为 C5H N2O2，相对分子质量为 126。 H—NMR(500 

MHz，CD。OD) H：1O．92(2H，br s，H一1，H一3)，1．7O 

(3H，s，Me一5)，7．23(1H，s，H一6)。”C—NMR(100 

MHz，CD3OD) C：151．5(s，C-2)，164．9(s，C-4)， 

107．7(s，C一5)，137．8(d，C-6)，l1．8(q，Me-5)。以上 

数据与参考文献[73一致，故确定为胸腺嘧啶(thy— 

mine)。 

化合物Ⅵ：白色固体，易溶于氯仿、乙酸乙酯、石油 

醚，分子式为 C7H。O2，相对分子质量为 122。 H—NMR 

(500 MHz，CDCl。) H：6．70(2H，dd，J一 11．0，2．4 

Hz，H一3，H一5)，7．87(2H，dd，J一11．O，2．4 Hz，H-2， 

H一6)，9．85(1H，s，H一7)。 C—NMR (100 MHz， 

CDC1。) C：129．6(s，C一1)，132．6(d，C_2，C-6)，116．1 

(d，C一3，D5)，162．0(s，C．4)，191．5(d，C_7)。以上数 

据与参考文献[8—9]一致，故确定为 4一羟基苯甲醛(4一 

hydroxybenzaldeh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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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AES法测定赤芍中的常量和 

微量元素 

马晓宇，杨 艳，任树林。(延安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目的 建立测定赤芍中金属元素含量的分析方法。方 

法 用浓硝酸和高氯酸的混合酸为消解荆消化样品，利用电 

感耦舍等离子发射光谱法(IcP-AES)进行测定。结果 赤芍 

中Ca，K，Mg，Fe，Zn，Cu，Mn和 Cr的含量( g·g )分别为 

15 746，7 462．2，3 005．2，139．75，37．450，17．600，17．15O和 

2．050，加标回收率在 96．7 ～104．2 之间(，z一6)，各元素 

的相对标准偏差 RSD在 0．54 ～3．9 之间( ：6)。结论 

该方法是一种快速、灵敏 、准确的分析方法，可为赤芍的进 
一

步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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