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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百合科玉簪属的紫萼 (Hosta ventricosa)常应用于园林造景 、美化绿地 ，也是常用的室内观赏植物。作 

为一种药用植物，紫萼主要用于治疗吐血、崩漏、湿热带下、咽喉肿痛、胃痛、牙痛等。为全面了解和综合 

利用紫萼资源，笔者对其全草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运用 DIOI大孔树脂、Sephadex LH一20和硅胶等柱层 

析及半制备HPLC等分离手段，对其化学成分进行了分离纯化，根据波谱数据对其结构进行了鉴定。从紫萼 

70％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6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 O／．一羟基香荚兰乙酮 (1)，7一羟基香豆素 (2)，反式对 

羟基桂皮酸 (3)，(25R) 一2 ，3 一二羟基 一5 一螺甾 一9(11) ～烯 一12一酮 (4)，(25R) 一2 ，3卢一二 

羟基 一5 一螺甾～9(11) 一烯 一12一酮 3—0一 {O一卢一D一吡喃葡萄糖基 一 (1--*2) 一0一 [卢一D一吡喃 

木糖基 一 (1—3)] 一O—JB—D一吡喃葡萄糖基 一 (1—4) 一卢一D一吡喃半乳糖苷 }(5)和 (25R) 一3卢一 

羟基 一5 一螺甾 ～9(11) 一烯 一12一酮 3一O一 {O一 一D一吡喃葡萄糖基 一 (1—2) 一0一 [卢一D一吡喃 

木糖基一 (1—3)]一O一 一D一吡喃葡萄糖基 一 (1—4) 一卢一D一吡喃半乳糖苷}(6)。这些化合物均为 

首次从该种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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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Hosta ventricosa， 

an 0rnamental M edicinal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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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ey Laboratory of Economic Plants and Biotechnology，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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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llege of Agronomy and Biotechnology，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Kunming 65020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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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osta veutricosa(Liliaceae)iS an ornamental plant used both outdoor and indoor．As a me— 

dicinal plant，it is used to treat hematemesis，metrorrhagia and metrostaxis，exceptional leucorrhea， 

sore throat，stomachache，toothache and SO on．Hosta plants mainly contain steroid saponins，fla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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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oids and alkaloids． To understand and use日． ventricosa integratively．its chemical constitu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D101 macroporous resin，Sephadex LH 一20，and silica gel column chromatogra— 

phy，and semi-preparative HPLC．The isolated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 by spectroscopic data．Six 

compounds，namely Ot—hydroxyacetovanillone(1)，7一hydroxycoumarin(2)，trans—P—hydroxy- 

cinnamic acid(3)，(25R) 一2a，3／3一dihydroxy一5 —spirost一9(11) 一en一12一one(4)， 

(25R) 一2 ，3 一dihydroxy一5a—spirost一9(11) 一en一12一one 3—0一 {0一 一D—gluco- 

pyranosyl一 (142) 一0一 [／3一D—xylopyranosyl一 (1 4--,3)] 一0一卢一D—glucopyranosyl一 

(1— ) -／3一D—galactopryranoside}(5)，and(25R) 一3／3一hydroxy一5 一spirost一9(11) 一 

en一12一one 3—0一 {0一 一D—glucopyranosyl一 (1_2) 一0一 [卢一D—xylopyranosyl一 (1 
4 - -,3)] 一0一卢一D—glucopyranosyl一 (1 4) 一卢一D—galactopryranoside}(6)，were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from 70％ methanol extracts of the plant．All of the compounds were found from this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 

Key words：Liliaceae；Hosta Tratt．；ornamental plants；Hosta ventricosa；steroids 

玉簪属植物是中国的传统花卉，既可观花 

又可观叶。玉簪属植物喜湿润、半阴环境，是 

理想的耐阴植物 J，它既耐湿又耐寒、生性强 

健 ，可露地栽培，这些特点决定了它在园林 中 

的应用地位：可种植于水池边等阴湿处，是水 

景园林常用的材料；也可用于布置花镜 ，或栽 

植于荫蔽处，还可作为林下地被植物，是美丽 

素雅的夏季观赏花卉 J。它种类繁多、叶色多 

样、耐寒耐荫 、适应性强 ，可在我国大部分地 

区种植 J。玉簪和紫萼均在园林中应用较早 ，主 

要作为地被、花境和盆栽材料。紫萼尤其炙手 

可热 ，在园林景观及引种、繁育上的研究应用 

相当多。由于玉簪属植物的观赏性突出，因此 

国内外对玉簪属植物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其园艺 

引种栽培及繁育技术等方面。研究紫萼所含化 

学成分，不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其药用价值 ， 

对其园林应用也能起到理论指导作用，有利于 

该植物的综合利用。 

紫萼 i Hosta ventricosa(Salisb．)Stearn J，又 

称紫玉簪、棱子草、耳叶七 、化骨莲，为百合科 

(Liliaceae)玉簪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分布于华 

东、中南、西南、陕西、河北等地。各地多有栽 

培，也有野生 。其全株均可药用，花称为紫 

玉簪，也叫做紫鹤、鸡骨丹、红玉簪、石玉簪。 

该药主要用于治疗吐血、崩漏、湿热带下、咽喉 

肿痛、胃痛、牙痛等 J。最近的药理研究显示， 

紫萼地下部分提取物具有抗非特异性炎症活性作 

用 ' 。玉簪属植物化学成分以甾体及其皂苷为 

主 。笔者曾从玉簪属植物玉簪 (Hosta plan— 

taginea)中发现了一系列具有乙酰胆碱酯酶抑制 

和抗烟草花叶病毒活性的苄基苯 乙胺类生物 

碱 J，该类生物碱以前主要报道存在于石蒜科 

(Amaryllidaceae)植物中。对于紫萼的化学成分， 

目前只有一篇文献报道，从采 自波兰的紫萼叶中 

分离、鉴定了8个山奈酚糖苷  ̈。基于对玉簪属 

植物化学成分的全面了解，笔者对采 自贵州的紫 

萼全草的化学成分进行分离，鉴定出了6个化合 

物，分别 为 一羟基 一香荚兰 乙酮 (仅一 

hydroxyacetovanillone，1)，7一羟基香豆素 (7一 

hydroxycoumarin，2)，反式对羟基桂皮酸 (trans 
— P—hydroxycinnamic acid，3)，(25R) 一2 ，3卢 
一 二羟基 一5a一螺 甾 一9(11) 一烯 一12一酮 

[(25R) 一2a，3 一dihydroxy一5 一spirost一9 

(11) 一en一12一one，4]，(25R) 一2a，3 一二二 

羟基 一5 一螺甾一9(11) 一烯 一12一酮 3—0一 

{0一 一D一吡喃葡萄糖基 一 (1---~2) 一0一 [ 
一 D一吡喃木糖基 一 (1—3)] 一0一 一D一吡喃 

葡萄糖基 一 (1---~4) 一 一D一吡喃半乳糖苷 } 

((25R) 一2 ，3 ～dihydroxy一5a—spirost一9 

(11) 一en一12一one 3—0一 {0一 一D—gluco— 

pyranosyl～ (1—}2) 一0一 [ 一D—xylopyranosyl 
一 (1 4--,3)] 一0一 一D—glucopyranosyl一 (1—} 

4) 一 一D—galactopryranoside}，5)和 (25R) 
一 3 一羟基 一5a一螺甾 一9 (11) 一烯 一12一酮 

3—0一 {0一 一D一吡喃葡萄糖基 一 (1-*2) 一 

0一 [ 一D一吡喃木糖基 一 (1---~3)] 一0一 一 

D一吡喃葡萄糖基 一 (1 ) 一 一D一吡喃半乳 

糖苷}((25R) 一3(一hydroxy一5a—spirost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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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en一12一one 3—0一 {0一p—D—gluco— 

pyranosyl一 (1 ) 一O一 [ 一D—xylopyranosyl 
一 (1 3)] 一O一 一D—glucopyranosyl一 (1 

4) -／3一D—galact0pryranoside}，6)。所有这些化 

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获得。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材料 

NMR在 Bruker AM400和 DRX．500核磁共振 

仪上测量 (TMS为内标)；高效液相色谱仪为Agi- 

lent 1200(DAD检测器)；ESI—MS由VG Auto Spec- 

3000质谱仪测定；D101大孔树脂为青岛美高集团 

有限公 司 的产 品；Sephadex LH．20来 自于 GE 

Heahhcare Bio．Sciences AB的产品；薄层色谱用硅 

胶GF254与柱层析用硅胶 G [粒度：150—180 m 

(80—100目)，粒度：4JD～45 m (300～400目)] 

为青岛美高集团有限公司的产品；C一18反相硅胶 

(粒度：40～75 Ixm，即200～300目)来自美国的 

Fuji Silysia Chemical LTD的产品；旋转蒸发仪是 

BUCHI公司的Rotavapor RII；电子天平为梅特勒托 

利多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AL204；紫外分析仪为上 

海顾村电光仪器厂生产的zF—I型三用紫外分析仪。 

植物材料于2009年 9月采自贵州省黎平县， 

经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胡光万博士鉴定为 

紫萼 [Hosta ventricosa(Salisb．)Steam]。 

R1 

R2O 

MeO 

HO 

1．2 提取与分离 

干燥紫萼全草6．5 ，用体积分数为70％的 

甲醇提取，浓缩后得浸膏 (550 g)，浸膏加水制 

成混悬液，分别用石油醚和乙酸乙酯萃取。水溶 

性部分用 D101大孔树脂柱层析分离，分别用水 

与95％乙醇洗脱。 

乙酸乙酯萃取部分 (20 g)经C18反相硅胶 

柱层 析 (MeOH—H2O，5：95—95：5)处理。取 

30％MeOH洗脱部分经过 Sephadex LH-20凝胶 

(MeOH)和硅胶 (CHC1，一MeOH，20：1；石油醚- 

EtOAc，2：1)柱层析纯化得化合物 1(10 mg)、2 

(5 mg)和 3 (80 mg)；取 95％甲醇洗脱部分经 

Sephadex LH-20凝胶 (MeOH)和硅胶 (CHC1 - 

MeOH，10：1)柱层析纯化得化合为4(10 mg)。 

大孔树脂 95％乙醇洗脱部分 (90 g)利用硅胶 

柱层析 (CHC1 一MeOH，10：1 ：1)梯度洗脱。然 

后取 CHC1 -MeOH (2：1；1：1)洗脱部位经 C18反 

相硅胶柱层析 (MeOH-H：O，5095--*95：5)处理， 

将 70％、80％MeOH洗脱部分合并，经 Sephadex 

LH．20凝 胶 (MeOH)柱 层 析，半 制 备 HPLC 

(MeOH．H2O，80：20)分离得到化合物 5(34 mg) 

和 6 (18 mg)。 

2 结果与分析 

化合物 1～6的结构式见图 1。 

OH 

H。 

5 4 

8 ‘ 
H。

主 ： 2 7 。。H 

4 R1=OH R2=H 

5 R1=OH R2=glu一(1-~2)-[xyl一(1 3)]-glu-(1+4)一gal- 

6 R1=H2 R2=glu-(1 2)-[xyl-(1 3)]-glu—f1---4)一gal一 

图 1 化合物1—6的结构式 
Fig．1 Chemical structures ofcompounds 1-6 

结构鉴定结果如下： 0 ； H．NMR(500 MHz，DMSO-d6)：(10．01(1H， 

化合物 1：白色粉末 (MeOH)，分子式 c H 。 br S，4一OH)，7．46(1H，dd，J=8．3，1．6 Hz，H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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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1(1H，d，J =1．6 Hz，H-2)，6．85(1H， 

d，J=8．3 Hz，H一5)，4．88(1H，t，J=5．1 Hz， 

8-OH)，4．71(2H，d，J = 5．1 Hz，H一8)，3．81 

(3H，s，3一OMe)； C—NMR(100 Hz，DMSO-d6)： 

8197．2(C一7)，151．9(C-4)，147．6(C一3)，126．2 

(C一1)，122．4(C一6)，115．1(C-5)，110．7(C一 

2)，64．8(C．8)，55．6(3一OMe)。NMR数据与文 

献 [16]对照基本一致，可以确定化合物 1为 一 

Hydroxyacetovanillone。 

化合 物 2：白色 粉 末 (MeOH)，分 子 式 

C9H603； H—NMR(400 MHz，DMSO-d6)： (7．91 

(1H，d，J =9．6 Hz，H4)，7．50(1H，d，J = 

8．4 Hz，H一5)，6．76(1H，dd，J=8．4，1．6 Hz， 

H一6)，6．69(1H，d，J = 1．6 Hz，H一8)，6．18 

(1H，d，J =9．6 Hz，H一3)。以上数据与文献 

[17]氢谱数据对照基本一致，可以确定化合物2 

为 7．羟基香豆素。 

化合 物 3：无 色 针 晶 (MeOH)，分 子 式 

C9H803； H—NMR (400 MHz，DMSO—d6)：(7．50 

(2H，d，J=8．0 Hz，H一2，6)，7．47(1H，d，J 

= 16．0 Hz，H-7)，6．77(2H，d，J=8 Hz，H一3， 

5)，6．28(1H，d，J=16．0 Hz，H一8)。以上数 

据与文献_l 氢谱数据对照基本一致，可以确定化 

合物3为反式对羟基桂皮酸。 

化合物4：白色无定型固体 (MeOH)，分子 

式 C27H 4(】05； H—NMR(500 MHz，CdC13)：6 5．69 

(1H，br s，H·11)，4．38(1H，m，H-16)，0．92 

(3H，s，19-Me)，0．78(3H，d，J=6．3 Hz，27一 

Me)；“C．NMR (125 Hz，CdC1 )：6 204．8 (C一 

12)，170．0(C一9)，120．1(C一11)，109．4(C一22)， 

79．7(C一16)，75．6(C-3)，72．7(C一2)，66．9(C一 

26)，53．7(C一17)，52．4(C一14)，51．0(C一13)， 

42．9(C一1)，42．6(C一20)，42．5(C一5)，41．0(C一 

10)，36．1(C_4)，35．0(C一8)，32．3(C一7)，31．4 

(C一15)，31．3(C一23)，30．2 (C一25)，28．8(C一 

24)，26．9(C一6)，19．6(C一19)，17．1(C一27)， 

15．0(C一18)，13．1(C一21)。以上数据与文献 

[9]对 照基 本 一 致，可 以确 定化 合 物 4为 

(25R)一2a，3 一Dihydroxy-5a—spirost-9 (1 1)一eil一 

12一one。 

化合物 5：白色粉末 (MeOH)，分子式 c 。 

H78 024； H—NMR (500 MHz，C5D5N)： 5．92 

(1 H，br s，H一11)，5．58(1H，d，J=7．0 Hz，H一 

1 )，5．24 (1H，d，J = 7．5 Hz，H-1 )，5．19 

(1H，d，J=7．5 Hz，H-1”)，4．90(1H，d，J= 

7．6 Hz，H一1 )，1．37(3H，d，J =6．5 Hz，21一 

Me)，0．98(3H，s，18一Me)，0．86(3H，s，19一 

Me)，0．68(3H，d，J =3．5 Hz，27一Me)；”C- 

NMR(125 Hz，C5D5N)： 204．3(C一12)，170．6 

(C-9)，120．1(C·11)，109．5(C-22)，105．0(C- 

1” )，104．8(C一1 )，104．7(C一1 )，103．3(C一 

1 )，87．1(C一3 )，83．4(C一3)，81．3(C-2”)， 

80．3(C-16)，79．5(C-4 )，78．7(C一3 )，78．5 

(C一5” )，78．2(C一3 )，77．6(C一5 )，76．1(C一 

2” )，75．8(C-5 )，75．5(C一3 )，75．1(C一2 ”)， 

72．5(C一2 )，71．4(C-4 )，70．8(C-4” )，70．4 

(C一2)，70．3(C_4 )，67．4(C一5 )，67．0(C一 

26)，63．0(C一6 )，62．8(C-6”)，60．7(C一6 )， 

54．6(C一17)，52．7(C一14)，51．4(C一13)，43．5 

(C一1)，43．0(C一20)，42．5(C·5)，40．6(C一10)， 

36．2(C一8)，33．8(c4)，32．5(C-7)，31．8(C一 

15)，31．8(C一23)，30．6(C-25)，29．3(C一24)， 

27．1(C一6)，19．4 (C一19)，17．3 (C一27)，15．3 

(C．18)，13．8(C．21)。以上数据与文献 对照基 

本一致，可以确定化合物 5为 (25R)一2a，3 一 

Dihydroxy·5a-spirost一9(1 1)一en一12一one 3-O一{O- 

一 D—glucopyranosyl-(1_2)一0一[卢一D—xylopyrano— 

syl-(1-*3)]一0 一D—glucopyranosyl-(1—}4)]8一 

DD—galactopryranoside}。 

化合物 6：白色粉末 (MeOH)，分子式 C 。 

H78O23； H—NMR(500 MHz，C5D5N)：6 5．76(1H， 

s，H一11)，5．58(1H，d，J = 7．0 Hz，H—l，，，)， 

5．23(1 H，d，J=7．5 Hz，H一1 )，5．18(1H，d， 

J=8．1 Hz，H—l”)，4．85(1H，d，J =7．2 Hz， 

H一1 )，1．39(3H，d，J =3．5 Hz，21一Me)，0．99 

(3H，s，18一Me)，0．79 (3H，s，19一Me)，0．69 

(3H，d，J =3．2 Hz，27一Me)；”C—NMR(125 Hz， 

C5D5N)：占204．3(C一12)，171．3(C·9)，120．0 

(c—l1)，109．5(C一22)，l05．1(c一1” )，105．0 

(C一1 )，l04．8(c一1 ”)，102．6(c一1 )，86．9(C- 

3”)，81．3(c一2”)，80．3(C一16)，8O．O(c4 )， 

78．7(C一3 ”)，78．7(C一3 )，77．8(C一5 )，77．6 

(C·5 )，76．7(C一3)，76．2(C一2 )，75．6(C一3 )， 

75．4(C-5 )，75．1(C一2 ”)，73．2(C一2 )，71．1 

(C4” )，70．7(C_4””)，7O．5(C_4”)，67．4(C一 

5” )，67．0(C．26)，63．0(C一6 )，62．6(C一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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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C-6 )，54．6(C一17)，52．8(C一14)，51．4 

(C一13)，43．0(C-20)，42．6(C一5)，39．5(C一 

1O)，36．9(C一8)，35．0(C一1)，34．7(C4)，32．6 

(C一7)，31．8(C—l5)，31．6(C-23)，30．6(C一 

25)，29．6(C一2)，29．2(C一24)，27．9(C一6)， 

18．3(C-19)，17．3(C-27)，15．2(C一18)，13．7 

(C-21)；ESI—MS (negative)m／z：1045 [M — 

H]-。以上数据与文献 对照基本一致，可以确 

定化 合 物 6为 (25R)一3／3一Hydroxy一5a-spirost一9 

(1 1)一en-12一one 3-O一{D -D-glucopyranosyl一(1 

2)-O一[ -D·xylopyranosyl-(1—3)]-0-／3-D— 

glucopyranosyl一(1—珥)一B—D—galactopryranoside}。 

3 讨论 

文献报道，7一羟基香豆素具有抗肿瘤活性， 

其作用主要是通过抑制肌球蛋白轻链激酶活性， 

干扰有丝分裂纺锤体微管的形成来实现的_l ；对 

羟基桂皮酸则具有抗菌活性 ；皂苷包括三萜皂 

苷与甾体皂苷，它们都具有明确的抗炎作用 。 

紫萼中的甾体皂苷类成分是否就是其抗炎活性的 

物质基础，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我国有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从药用植物中 

选择有较高观赏价值的种类作为花卉栽培，不仅 

可以引进新颖、奇特植物，扩大观赏植物的品种 

范围，而且通过对其适宜栽培条件和繁殖技术的 

研究，有利于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在 

园林配置中，不同地域不同适应性的园林植物勉 

强配置在一起，是不可能形成理想的绿地景观的， 

植物 自身所产生的某些化学物质对它种植物具有 

抑制作用，而导致有些物种不能共存 (化感作 

用) 。很多园林植物都能分泌各种化学物质， 

对自身或它种植物产生促进或抑制的作用，所以， 

进行园林植物景观设计时，就应该充分考虑植物 

与植物的这种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 J。本研究的 

6个化合物暂无化感作用方面的报道，有待我们 

进一步研究。因此我们更需要了解植物的化学成 

分，这样可以在园林配置中选择其它植物提供参 

考依据，更好的创造出适合人们居住和休闲的场 

所和环境。研究植物的化学成分，并充分运用到 

植物配置中去，使植物配置的依据更科学、植物 

群落的结构更自然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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