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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香桂 ∀9∗ : ;, ;, ;; ∗ :09 ; 扣4.∗ ∃ 植物中得到一个清香桂碱 ∋ 和 ∋ 4 的共晶
,

我们通过

化学及光谱方法确定了清香桂碱 ∋  

及 + 的化学结构
,

并用 1 9 3 1 2 技术证实了这个混晶的

结构
。

这几个生物碱的结构为
,

碱 ∋ ∀4 ∃ 为△
’#,� 6一! , 一二甲胺孕 街二烯  碱 ∋ %

∀8∃ 为

△
’6一! % 一甲基甲酞胺孕幽烯  碱 + ∀&∃ 为△

’6一! % 一二甲胺孕当烯 一87 一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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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查常为单一斑点
,

而
‘!; Β 1 Η 数据的分析使我们怀疑它是否为不饱和同系物的混

晶  借助于 Υ 一晶体衍射分析
,

确定了碱 ∋ 的化学结构
Ψ

在前报 〔’〕我们简要报道 了 Υ 一

晶体衍射分析的结果
。

为了完整归宿碱 ∋ 的
’Ε Β 1 Η 和 ’! ? Β 1 Η 谱

,

我们又进一

步对碱 ∋ 混晶作了一些研究
。

首先用高压液相色谱分析
,

证实了碱 ∋ 中还混有另一个

结构相 近的化合物
,

但因难于分离
,

只好将碱 ∋ 用 => ∋> Ε  
还原

,

从反应产物通过

≅ = ? 分离到两个产物 ! 和 #
。

我们用光谱方法
,

并通过与 Ζ 一晶体衍射的结果 比较
,

确

定 了 ! 和 # 两个还原产物的结构
。

由此反推
,

与碱 ∋ 混晶的生物碱是碱 ∋ >
∀8∃

,

从它

们混合的
‘Ε 和 ‘!; Β 1 Η 光谱

,

可将碱 ∋ 和 ∋ >
的

‘Ε
、 ‘! ; 化学位移数据一 一指

定
。

为了进一步证实碱 ∋ ∀4∃ 中混有碱 ∋ ,
∀8∃

,

我们取用于 Ζ 一晶体衍射的样品
,

用

Χ ∋ + 一1 2 3 1 2 技术进一步作了证实
。

本文将报道混晶碱 ∋ 和 ∋ > 的光谱分析及另一个

生物碱清香桂碱 + 的结构确定
,

并介绍 1 2 3 1 2 技术在分析这个混晶质谱中的应用
。

=> ∋ >Ε  
还原物 !

,

Σ [ �& &一 � &� ℃
。

其质谱出现分子离子峰 Σ 3 8 ! ⊥7
,

提示分子

式为 ? 8 &Ε #8 Β 8 % 基峰 Σ 3 8 _ # ∀�7 7 ∃ 及 � � 7 ∀� �∃
,

⊥ 8 ∀8 8 ∃
,

& _ ∀� ⊥ ∃ 这些特征的碎

片 〔8 , ,

提示 ! 为具有 !一Β 1 ( Κ ,

8 7一Β 1 ( % 的孕幽生物碱
。 ‘, ( Β 1 Η 中

,

烯碳信号 占

�6 Υ
Ψ

, , ∀( ∃
,

� � ⊥
Ψ

& � ∀( Ε ∃
,

� & 6
Ψ

7 _ ∀( ∃
,

�8 6
Ψ

7 & ∀( Ε ∃ [ [ Σ 及
‘Ε Β 1 Η 中烯氢信

号 占&
Ψ

_ � ∀Μ : 9
∃

,

6
,

! # ∀Μ : 9∃ [ [ Σ 表明分子中有两个双键
,

而 Γ ⎯ 在 又8 6 �一8 6 8 − Σ

的吸收示环内共扼双键的存在
,

与碱 ∋ 的 Ζ 一晶体衍射结果比较
,

化合物 ! 为碱 ∋ 的

还 原 物
,

其结 构可 定 为 % △
’#,� 6一! , 一二 甲胺 一8 7 % 一二 甲胺孕 街 二 烯 ∀△

’#,� 6一! , Ω

Τ .Σ ( )Θ Ο4∗ Σ .− , 一8 7 % 一Τ .Σ ( )Θ Ο4∗ Σ .− , 一[ : ( ϑ − ∗ Τ .( − (∃
Ψ

于 是可 指定 出 ! 的 ’Ε 和 ‘! ?

Β 1 Η 数据 ∀表 4∃
。

班( Κ万
, 产

班( ΚΒ“

习户 ?Ε Α

Η Ψ 1 6

Η Ψ ?Ε Α

Η Ψ 1 6

=> ∋ >Ε  
还原物 #

,

其质谱出现分子离子峰 Σ 3 8 ! ⊥8
,

提示分子式为 ? 8& Ε ## Β 8 ,

也

出现基峰 Σ 3 8 _ # ∀�7 7 ∃
,

� �7 ∀� & ∃
,

⊥ 8 ∀8 # ∃ 这 些特征碎片
,

指 出 # 为具有

!一Β 1 ( Κ ,

87 一Β 1 ( % 型孕菌生物碱  与 ! 比较仅差两个氢原子
。 ‘Ε Β 1 Η 中

,

甲基信

号 占7
Ψ

_ 8 ∀9 ∃
,

7
Ψ

_ & ∀9 ∃
,

�
Ψ

� ⊥ ∀Τ
,

Λ α 6
Ψ

⊥ Ε Ν
∃ <[ Σ 相应于 ��

,

�_
,

8 �一甲基
,

有一烯

氢信号 出现在 占&
‘

6 & ∀Μ : 9
∃ [ [ Σ

。
”( Β 1 Η 中烯碳信号 占� & 6

Ψ

8# ∀( ∃
,

� 8 6
Ψ

6 # ∀( Ε ∃ [ [ Σ

提示分子中仅有一个双键
,

与质谱结果吻合  而从化学位移上看
,

也可推知双键出现在

�6 ∀4 ⊥∃ 位
,

从碱 ∋ 与碱 ∋ 4
混晶的情况看

,

这个推想也符合这些现象
。

因而化合物 #

的结 构 确定 为 % △
’6一! , 一二 甲基 一8 7二一二 甲 胺 孕 山 烯 ∀△

’“一! % 一Τ. Σ () ΘΟ 4∗ Σ .− , 一

8 7 % 一Τ .Σ ( )ΘΟ4∗ Σ .− , 一[ : ( ϑ − (− ( ∃
。

确定了还原物 ! 和 # 的化学结构以后
,

反过来
,

我们可 以推想碱 ∋ 中混有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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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互换
。

指定依据 3 4 5 6
。

碱 7 , ,

这两个生物碱由于结构相近
,

形成混晶
。

从而 8 一晶体衍射的结果给出清香桂碱

7 9 :; 的结构 < 而混在其中的少量碱 7 :
9#; 则未引起注意 9也可能单晶挑选中正好

7 被挑 出 ;
。

以碱 7 和碱 7 :
的混晶来解释原来让人困惑的

‘0 % & = 和 ’+> % & =

谱
,

很快就能找到这些信号的归宿了
。

我们将
’0 和 ’+> % & = 数据完整指定列于实

验部分和表 ∀
。

为了证实对混晶认识的可靠性
,

我们进 一步做了 0 = & ? 谱及 & ? ≅ & ? 技术
。

0 = & ? 中基峰分子离子碎片 Α ≅ # + ∗−
 

+∀ 指明分子式为
Β / #( 0 −∃ % #∃

 

而另一强峰

Α ≅ Χ
9 Δ ; + ∗ )

 

( ( 9+ − ; 示分子式为 / # ( 0 − # % # ∃
。

而对于这个混晶用 & ? ≅ & ? 技术

得到质谱
,

则更容易断定碱 7 中混着碱 7 < 。

图 ∀Ε 是碱 7 和 7 Β
9 : 和 #; 混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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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 一1 2 谱
,

基峰 Σ 3 8 ! _&
Ψ

!7 是碱 ∋ 的 1 ββ � 碎片形成的
,

展宽 Σ 3 8 ! _ 7一!�7 的

信号 ∀图 4Μ ∃
,

就可以看到碱 ∋ 4
的 1

十

β4 的碎片峰 Σ 3 8 ! _⊥
Ψ

!7
。

为便于从碱 ∋ 和 ∋ 4

的质谱比较这两个化合物结构之 间的差别
,

我们试图从混 晶中碱 ∋ 和碱 ∋ 4
各 自的

1 ββ � 碎 片峰用 1 2 3 1 2 技术得到它们的质谱
,

从而 了解纯碱 ∋ 和碱 ∋ , 的分子信

息
。

图 4; 就是混晶中 1
β β � 的碎片 Σ 3 8 ! _&

Ψ

!7 的 1 2 3 1 2 谱
,

这个质谱来源于原谱

中碱 ∋ 的 1
十β � 的 Χ ∋ +一1 2 碎片

,

由此失去支链上 Β 二 ∀? Ε Α, ; Ε !
∃基 团就出现强峰

Σ 3 8 ! 8 ⊥
Ψ

# ! ∀# 8 ∃
,

而 1 9 3 1 9 谱中有 1
β

峰
,

也出现有 1
β 一( Ε ! 的峰 Σ 3 8 ! 6 �

Ψ

!�
。

图 4Τ 则为原 Χ ∋ + 一1 2 谱中碱 ∋ > 的 1
β

β4 峰 Σ 3 8 ! _⊥
Ψ

&7 的 1 2 3 1 9 谱
,

基峰为

Σ 3 8 ! _ ⊥
Ψ

& � ∀1
β β 4∃

,

强峰 Σ 3 8 !8 �
Ψ

! � 是 1
β β 4峰失去 Β α ∀( Ε ,

,

( Ε !
∃的碎片

,

亦

出现 1
β

峰及碎片 Σ 3 8 ! ⊥ �
Ψ

! _ ∀# ⊥ ∃ ∀1
β一? Ε !

∃
。

由 1 9 3 1 9 谱可比较碱 ∋ 和 ∋ 4 之

间差异仅为两个氢
,

而且这个差异出现在街核上
,

这样证实了碱 ∋ 中混有碱 ∋ 4
的推

想
。

由于 Χ∋ +一1 2 中的 1
β十 � 峰再次做质谱

,

使得 1 2 3 1 2 谱中幽核部分的裂解方

式与原分子的裂解方式不尽相同
,

仅靠这两个谱图很难找出规律
,

我们也就不再解析街

核部分裂解的碎片
。

但总的说来
,

1 2 3 1 2 技术在推测混晶中不同组分的结构是相当

有用的
。

清香桂碱 +
,

Σ [ � 6_ 一 �⊥7 ℃
Ψ

其质谱出现分子离子峰 1
β

在 Σ 3 8 !#!
,

再结合 ”;

Β 1 Η 和 Ι Δ <≅ 数据
,

可推出分子式 ? 8! Ε !⊥ Β Α
,

还 出现孕 幽生物碱的特征碎片 Σ 3 Ν

� �7 ∀# 7 ∃
,

_ # ∀�7 7 ∃
,

& _ ∀� ∃ 提示 !一 Β 1 ( %
基团的存在

,

而碎片 Σ 3 8 ! 7 7 则指出是

1址, 一 ( 一( Ε %
产生的

。

从
‘Ε Β 1 Η 看

,

有一烯氢在 占6
Ψ

6 � ∀Μ : 9∃ [[ Σ
,

而 Β 1 (Κ

出现在 占8
Ψ

! � ∀9∃ [ [ Σ
,

三个甲基单峰 7
Ψ

_ _ ∀9
∃

,

7
Ψ

_# ∀9 ∃
,

8
Ψ

8 8 ∀9∃ [ [ Σ
,

前两个可

指定为 �_
,

� �一; Ε ! ,

而后一个只能推测是 8 �一; Ε ! 。

从
’!; Β 1 Η 数据看 出

,

有一对烯

碳信号为 占�# #
Ψ

� 8 ∀? Ε ∃
,

�& &
Ψ

6 ⊥ ∀; ∃ [ [ Σ
,

推测在 �6 ∀�⊥ ∃ 位 % 另有一个毅基碳信

号 占 �χ
Ψ

&� ∀; ∃ [ [Σ
,

可推想是 87 一位氧化成拨基后与双键共扼
,

使拨基化学位移稍

微 向高场移动
。

Γ ⎯ 有吸收在波 长 又Σ ∗Υ 8 !�
Ψ

& − Σ 证实了碱 + 中
, ,

刀不饱和酮的存在
,

再仔细分析指定
‘
!? Β 1 Η 数据

,

碱 + 的结构可确定 为 &% △
‘6一! % 一二 甲胺孕 街烯

一8 7一酮 ∀△
‘“一! % 一Τ .Σ ( )Θ Ο4∗ Σ .− , 一[ : ( ϑ − ( − (一8 7一, − (

∃
。

为便于归宿
’Ε 和 ”( Β 1 Η 数

据
,

我们做了
’Ε 一 ”? Ε Δ ≅ ? Α Η 谱

,

以增加
‘Ε 和 ‘’? Β 1 Η 数据指定的可靠性

。

除清香桂碱 ∋ 已报道过 Υ 一晶体衍射结构外 〔’〕
,

清香桂碱 ∋ >
、

+ 均为首次发表的

新天然产物
。

实验部分

熔点用显微熔点仪测定
,

未校正
。

>Η 用 <(
: ]. − 一Δ4 Σ ( :

&⊥ ⊥ 分光光度计测定
Ψ

Ρ +:

压片
。

Γ ⎯ 用 Γ ⎯ 一Κ � 7 ∋ 分光光度计测定
。 ’Ε Β 1 Η 和 ‘’? Β 1 Η

、

Ι Δ < ≅ 用 + : 0 ]( :

∋ 1 一# 7 7 超导核磁共振仪测定
,

内标 ≅ 1 2
,

溶剂 ? Ι ? �! 、

化学位移 占 ∀<<Σ ∃
。

1 2 用

Χ .− − .ϑ ∗ − 一# & �7 型质谱仪测定
,

电子轰击 ∀Δ 4∃ % ΚΑ(⎯
、

Ε Η 1 2
、

Χ∋ +一1 2 3 1 2 用

ΛΔ Α = Λ1 2一2Ζ � 7 8 3 2 Ζ �7 8 ≅ ∗ − Τ ( Σ 1
∗ 9 9 2 [ (( ): , Σ ( ): (

测定
。

清香桂地上部分
,

�� _ & 年 :, 月采 自篙明果东乡
。

取 ⊥7 ] ϑ
,

用工业 乙 醇温浸提

取
。

浸取液回收乙醇
,

浸膏约重 &] 只
,

用 & χ 醋酸水液约 � 升溶解
,

除去叶绿素等胶状



# &7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 卷

物
,

酸液用浓氨水碱化
,

至 [ Ε �7
,

放置
,

析出大量沉淀
,

后用氯仿提取
,

回收氯仿
,

得其提取物 !! ��
。

由此用氧化铝和硅胶反复层析
,

得大量清香桂碱 ∋ ∀其实为混有清

香桂碱 ∋ >
的混晶 ∃

,

得率估约 7
Ψ

� χ
,

还得到少量清香桂碱 Ι 9,, Σ ϑ
,

清香桂碱 +

ϑ , Σ ϑ
,

得率分别为 7
Ψ

7 7 7 ⊥ χ
,

7
Ψ

7 7 7 � χ
。

碱 Ι 因属另一小类型
,

已归类报道
〔! 〕 。

清香桂碱 ∋ ∀混有碱 ∋ >
∃ ∀4 和 8 混 晶 ∃

,

Σ [ �68 一 �6! ℃
Ψ

0 Ξ 兄
Δ )7 Ε

− 4 ∗ Ζ
8 6 � − Σ

>Η Ξ Σ ∗ Υ %
8 � ! 7

,

8 & & 7
,

8 6 6 &
,

�# 6 7
,

�! ⊥ 7 ; Σ
一 ,

Ψ

确定了结构后
,

光谱可分别指定 为
,

碱 ∋

∀4∃ % ? 8 &Ε #, Β Κ,
Ψ

1 9 Σ 3 Ν
∀χ ∃

%
! _ # ∀1

β ,

# ∃
,

! 6 � ∀1忆? Ε !
∃

,

� �7 ∀& & ∃
,

_ # ∀基峰
,

�7 7 ∃
,

& &∀�∃
Ψ

’Ε Β 1 Η 占∀[[ Σ ∃
%

&
Ψ

8 ! ∀>Ε
,

9
,

( Ε , ∃
,

6
Ψ

8 ⊥ ∀>Ε
,

Μ: 9
,

� &一Ε ∃
,

&
Ψ

⊥ � ∀>Ε
,

Μ : 9
,

� 6一Ε ∃
,

#
Ψ

# 8 ∀>Ε
,

∴
,

Λ α 2Ε Ν ,

8 7一Ε ∃
,

8
Ψ

⊥ 8 ∀! Ε
,

9
,

Β 1
(
∃

,

8
Ψ

8 7 ∀6 Ε
,

9
,

Β 1
( Κ

∃
,

�
Ψ

8 # ∀! Ε
,

Τ
,

Λ α 6
Ψ

&

Ε Ν ,

8 �一( Ε !
∃

,

7
Ψ

� � ∀! Ε
,

9
,

� &一( Ε !
∃

,

7
Ψ

_ � ∀!Ε
,

9
,

��一( Ε !
∃

。

”( Β 1 Η 数据指定列于表

4
。

碱 ∋ >
∀8 ∃ % ? 8& Ε # 8Β 87

Ψ

1 2 Σ 3 Ν
∀χ ∃

%
! & 6 ∀1

β ,

8
Ψ

& ∃
,

! ⊥ � ∀1
β 一( Ε !

∃
,

� � 7 ∀& & ∃
,

_ #

∀基峰
,

� 7 7 ∃
,

&_ ∀� ∃
。 ‘Ε Β 1 Η 占∀< [Σ ∃

%
9

Ψ

Υϑ 以Ε
,

9
,

( Ε , ∃
,

&
Ψ

⊥ 8 ∀>Ε
,

Μ : 9 ,

� 6一Ε ∃
,

#
Ψ

8 �

∀>Ε
,

∴
,

Λ α 2 Ε Ν
,

8 7一Ε ∃
,

8
Ψ

6 & ∀!Ε
,

2
,

Β 1
(
∃

,

8
Ψ

8 8 ∀6 Ε
, 9 ,

Β 1
( Κ

∃
,

�
Ψ

8 _ ∀! Ε
,

Τ
,

Λ α 6
Ψ

2 Ε Ν ,

8 �一? Ε !
∃

,

7
Ψ

� 8 ∀! Ε
,

9
,

� �一? Ε !
∃

,

7
Ψ

_ 7 ∀! Ε
,

9
,

� _一? Ε !
∃

。

取混晶 ∀4和 8 ∃ �& ,Σ ϑ 溶于四氢吠喃溶剂
,

加人 ! 7 7 Σ ϑ = >∋ >Ε  
粉末

,

回流 ! 小

时
,

常法处理得产物
,

用 ≅ = ; 层析分离
,

得以化合物 ! 约 � �7 Σ ϑ
,

# 约 !7 Σ ϑ
。

化合物

!
%

? 8& Ε # 8 Β 8
Ψ

Σ [ � & &一 �& �℃
Ψ

0 Ξ 兄默
Ε %

8 6 � ∀
。 ⊥ 8 6 !∃ − Σ

Ψ

ΥΗ ΞΣ ∗ Υ %
8 � ! 7

,

8 &# 7
,

8 & 7 7
,

8 ⊥ 6 7
,

�6 �7 ∀弱 ∃
,

� & 6 7
,

�# 6 7
,

�! 6 7
,

� 8 6 7
,

�8 7 7
,

�7 ⊥ &
,

�7 &7 (Σ
一’

Ψ

1 2 Σ 3 Ν
∀χ ∃

%
! ⊥ 7 ∀1

β ,

8 ∃
,

! & & ∀1
β 一( Ε ! ,

�8∃
,

! 8 6 ∀1
β一Β 1

( Κ ,

& ∃
,

� �7 ∀� �∃
,

_ # ∀�7 7∃
,

⊥ 8 ∀8 8 ∃
,

⊥ � ∀# 7∃
,

& & ∀8 ⊥ ∃
,

& 6

∀8 & ∃
Ψ

’Ε Β 1 Η 占∀[ [Σ ∃
%

6
Ψ

! # ∀>Ε
,

Μ : 9
,

� &一Ε ∃
,

&
Ψ

_ � ∀>Ε
,

Μ : 9
,

� 6一Ε ∃
,

8
Ψ

� ! ∀>Ε
,

∴
,

Λ一 &

Ε Ν ,

8 7一Ε ∃
,

8
Ψ

# 7 ∀6 Ε
, 9 ,

!一Β 1 ( Κ
∃

,

8
Ψ

8 ⊥ ∀6 Ε
,

9
,

8 7一Β 1
( Κ

∃
,

�
Ψ

! � ∀! Ε
,

9
,

8 �一? Ε !
∃

,

�
Ψ

7 !

∀! Ε
, 9 ,

�&一( Ε !
∃

,

7
Ψ

� 8 ∀! Ε
,

9
,

��一( Ε !
∃

Ψ

” ( Β 1 Η 数据指 定 列 于 表 4
。

化合 物 #
%

? 8& Ε , Β 8
Ψ

Γ ⎯ 无吸 收
。

>Η ΞΣ ∗ Υ %
8 � ! 7

,

8 & # 7
,

� & & 7
,

�# �&
,

� �8 7
,

�7 & , ( Σ
一 ‘

Ψ

1 2 Σ 3 Ν

∀,,, ∃
%

! ⊥ 8 ∀1
β ,

8 ∃
,

! & ⊥ ∀1忆( Ε ! ,

�& ∃
,

� �7∀�& ∃
,

& # ∀基峰
,

� 7 7∃
,

⊥ 8∀8 # ∃
,

⊥ 8 ∀8 &∃
,

& & ∀_∃
。 ‘Ε

Β 1 Η 占 ∀[ [ Σ ∃
%

&
Ψ

6 & ∀>Ε
,

Μ: 9 ,

�6一Ε ∃
,

8
Ψ

� ! ∀>Ε
,

∴
,

Λ α & Ε Ν
,

8 7一Ε ∃
,

8
Ψ

! ! ∀6 Ε
,

9
,

!一Β 1 ( Κ
∃

,

8
Ψ

! 8 ∀6 Ε
,

9
,

8 7一Β 1 (Κ
∃

,

�
Ψ

� ⊥ ∀! Ε
,

Τ
,

Λ α 6
Ψ

⊥ Ε Ν ,

8 �一? Ε !
∃

,

7
Ψ

_ & ∀! Ε
, 9 ,

� &一( Ε !
∃

,

7
Ψ

& 8 ∀!Ε
,

9
,

� �一( Ε !
∃
。 ‘’( Β 1 Η 数据列于表 4

。

清香桂碱 + ∀9∃
,

( 8! Ε ! ⊥Β ,
Ψ

Σ [ � 6 &一 � ⊥ 7 7?
Ψ

0 Ξ 兄黑
Ε %

8 ! �
Ψ

& ∀
。 _ ⊥ � 7 ∃ − Σ

>Η ΞΣ ∗ Υ %

8 � 6 7
,

8 & 6 7
,

8 ⊥ ⊥ 7
,

� 6 6 !
,

�# # &
,

� & & ⊥
,

�# & 6
,

�# # 8
,

�! ⊥ �
,

�8 8 &
,

�7 # 7
,

�7 7 _ (Σ
一 �

Ψ

1 2

Σ 3 Ν
∀,,, ∃

%

! # ! ∀1
β ,

�8 ∃
,

! 8 & ∀1
β一( Ε ! ,

# ∃
,

! 7 7 ∀1
」一, 二 ( 一? Ε ! ,

4∃
,

� �7 ∀# 7 ∃
,

_ # ∀基峰
,

�7 7 ∃
,

& & ∀9∃
。 ‘Ε Β 1 Η 占∀[ [ Σ ∃

%
6

Ψ

6 � ∀>Ε
,

Μ : 9
,

�6一Ε ∃
,

8
Ψ

! � ∀6 Ε
,

9
,

Β 1
( Κ

∃
,

8
Ψ

8 8 ∀! Ε
, 9 ,

8 �一( Ε !
∃

,

7
Ψ

& & ∀! Ε
,

9
,

� �一( Ε !
∃

,

7
Ψ

& # ∀! Ε
,

9
,

� &一( Ε !
∃
。

”( Β 1 Η 数据列于表 4
。

致谢 Χ ∋ + 一1 2 3 1 2 谱由东京大学农学部生物有机化学研究室中山二郎君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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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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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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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邱明华等 % 12 3 1 2 技术在确定清香桂碱 ∋ 和 ∋ ,
混晶结构中的应用 # & �

6 ! �一6 ! �

邱明华
,

聂瑞麟
,

周 俊
Ψ

清香桂碱 Ι 和矮陀陀胺碱∋
、

+ 的结构
Ψ

植物学报 �� _�  ! � ∀⊥∃
%

& !& 一& !�

《云南植物研究》植物化学论文作者须知

为使本期刊植物化学论文的格式规范化
,

除按本刊征稿简则要求外
,

另补充如下规定
,

务请作者

参阅本规定撰写论文
。

�
Ψ

研究论文及简报的基本格式参照本刊 �� �� 年 ∀�! 卷∃ 第 ! 期
。

8
Ψ

植物材料应附正确的拉丁文学名
、

产地
、

数量和制备方法
。

!
Ψ

化学结构图须另页绘制
,

基团标注无误
,

在文稿内注明插图位置
。

常见化合物的结构不必给

出
。

表插入文中适当位置
,

图表应附相应的英文
。

#
Ψ

参考文献按出现的先后顺序在文中注明
,

著录格式见本刊
“

征稿简则
” ,

其中
,

英文期刊名的缩

写参照 ( ∋
,

但不加点
,

不可随意缩写
,

如 % <Θ Ο), ( Θ( Σ ∀正确为 <Θ Ο), ( Θ ( Σ .9): Ο∃
,

≅ ( ):∗ ∀正确为

≅ ( ): ∗ Θ ( Τ :, − ∃
。

&
Ψ

实验部分必须简明扼要
,

但要使实验化学家能够据此重复出该实验
,

可 以省略的一些实验细

节 % ∀4∃ 常规衍生物 ∀如乙酞化物∃ 的制备方法  ∀8∃ 化合物分离的细节
,

如 % 装柱
,

≅ = ? 板
,

柱子

及馏分的大小等 ∀!∃ 仪器 ∀不包括型号∃ 及化学试剂的商业来源
。

6
Ψ

新化合物采用 >Γ < ∋ ? 命名规则给出一个完整的系统名
,

若有必要可再取一个得体的俗名
。

文

中化合物第一次出现时若注有编号
,

下文均以编号代表
。

⊥
Ψ

每个化合物尽可能标出得率
,

如 % 化合物 ! ∀& �7 Σ ϑ 7
Ψ

7 7 !� χ ∃
。

结晶须指明所用溶剂如 %

白色针晶 ∀1 ( 7 Ε ∃
。

熔点的表示法
,

如 % Σ [ 8 & �一 86� ℃
。

液体化合物的折射率表示法
,

如 %

−

普�
Ψ

6 &!
。

_
Ψ

元素分析表示法
,

如 % 已知化合物 ∀Χ , 0 − Τ % ?
,

6 8
Ψ

�  Ε
,

&
Ψ

#
Ψ

? ∗ 4(
Ψ

Π, : ? % ! Ε % ! , Β # %

?
,

68
·

�  

Ε
,

&
Ψ

! χ ∃
。

新化合物 ∀Χ , 0 − Τ % ?
,

68
Ψ

�  Ε
,

& #
Ψ

? �! Ε �! Α Β  :( ∴ 0 .: ( 9% ?
,

68
Ψ

�  Ε
,

&
Ψ

! χ ∃
。

�
Ψ

比旋度的表示法 % δ习普度 测定值
“

∀所用溶剂  。 指 �77 Σ 4溶剂里化合物的克数 ∃
,

如

ε% φ君β !8
Ψ

8
”

∀Δ ) , Ε  ( 7
Ψ

!8 �7 ∃
。

旋光色散谱 ∀Α Η Ι ∃ 可用一系列不同波长下的阂值或分子比旋 ε(φ值表示
。

园 二色散谱 ∀? Ι ∃ 可用分 子椭率值如 ε(φ
8 & 6 β 8 �⊥ _7

,

ε(φ! 7 ⊥一�6 � �! 或微分 色散 吸收值如

△。8 &!一 �
Ψ

78 ∀1 ( 7 Ε  ( 7
Ψ

�6# ∃ 表示
Ψ

�7
Ψ

Β 1 Η 表示为 >Ε Β 1 Η 或
’! ? Β 1Η

,

须注明仪器的频率
,

溶剂及内标物
Ψ

化学位移以 占值

∀对 ≅ 1 2∃ 表示
,

注明峰形
,

如 % 单峰 ∀9 ∃
,

宽单峰 ∀Μ :9 ∃
,

双峰 ∀Τ ∃
,

双二重峰 ∀Τ Τ ∃
,

复峰 ∀Σ ∃

等
。

’!? Β 1 Η 及 ’Ε Β 1 Η 数据须注明所对应的碳和氢的位置
,

采用 >Γ <∋ ? 定位
,

标为 ?一 �
,

( 一 8
,

Ε 一 4
,

Ε 一8
。

例如 % ”( Β 1 Η ∀Κ >
Ψ

� & 1 Ε Ν ,

( − ( 4! ∃ % 占!7
Ψ

� ∀)
,

( 一&∃
,

⊥#
Ψ

� ∀Τ
,

( 一6 ∃
,

�8 Υ ! ∀Τ
,

( 一! ∃
,

4科
Ψ

8 ∀9 ,

( 一# ∃
。

’Ε Β 1 Η ∀�77 1 Ε Ν ,

( Ι ( 4! ∃ % 占7
Ψ

6& � ∀!Ε
, 9 ,

Ε 一�_ ∃
,

7
Ψ

_ _ # ∀6 Ε
,

Τ
,

Λα 6
Ψ

7 Ε Ν ,

Ε 一8 6 ∗ − Τ Ε 一 8⊥ ∃
,

7
Ψ

� 7 � ∀! Ε
,

Τ
,

Λ α &
Ψ

7 Ε Ν ,

Ε 一8 �∃
,

#
Ψ

!# 8 ∀>Ε
,

∴
,

Λ 6“
,

⊥“ α #
Ψ

& Ε Ν ,

Λ 6 % ,

⊥刀α 8
Ψ

7 Ε Ν ,

Ε 一6 ∃
,

#
Ψ

8 �� ∀>Ε
,

Σ
,

γ
4 3 8

∃ α �_
Ψ

7 Ε Ν ,

Ε 一! %
。

所用

仪器频率及溶剂若在实验部分的总论中已注明
,

则以下皆可省略
。

��
Ψ

质谱须注明所用的方法 ∀Δ> 1 2
,

? >1 2
,

η ? 一12
,

Χ∋ + 1 2 等 ∃ 及离解能
,

只须给出分子

离 子峰及重 要的特征碎片峰 ∀相对 强度 ∃
,

如 % Δ>1 2 ∀⊥,( Ξ ∃ Σ 3 Ν ∀,,, ∃ % ! &6【1」
β

∀!6 ∃
,

! 6& ε1 一Ε Κ, φ
β

∀�77 ∃
,

8 ⊥& ε1 一川 φ
β

∀!& ∃ 等
。

高分辩质谱 ∀Ε Η 1 9∃ 若有必要可多给一些信息
。

�8
Ψ

紫外光谱表示法
,

如 % 0 Ξ 又黑
Ε − Σ ∀�� 。∃

%

87 ! ∀#
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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