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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北五味子的化学成分 方法：用各种色谱方法分离北五味子的化学成分，用波谱技 

术鉴定结构 结果：从北五味子的干燥果实的水煮醇沉提取物 中分离得到 5个化合物 ，经波谱(IR，FAB—MS和 

lD—NMR)解析分别鉴定为：二氢菜豆酸一3一O—p-D一吡喃葡萄糖苷(I)，苄醇一O一[pD一吡喃葡萄糖(1—6)]一pD一吡 

喃葡萄糖苷(Ⅱ)，苄醇一O一[ D一吡喃葡萄糖(1—2)]一 D一吡喃葡萄糖苷(Ⅲ)，异金雀花素(Ⅳ)，槲皮素一3一O一芸香 

糖苷(V)、结论：以上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 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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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五味子I Schisandra chinensis(Turcz．)Bail1．1 

主产于我国东北，故又称“辽五味”。药用其干燥 

果实，其功效为收敛固涩、益气生津 、补肾宁心。 

用于肺喘虚咳、心悸失眠诸病⋯1。 

北五味子的化学成分研究比较深入，已报道 

的有木脂素、三萜 、倍半萜 、有机酸、挥发油及多糖 

等成分lJ J。北五味子的水提醇沉提取物是复方生 

脉注射液(其工艺至今仍使用)的组成部分之一。 

由于北五味子的木脂素类化合物为生理活性成 

分，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五味子的脂溶性部 

位，对其水溶性化学成分的研究相对较少。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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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初步药理筛选结果表明，北五味子的水提醇 

沉提取物在心血管方面(抗血小板聚集、减慢心率 

及舒张血管)显示较强的活性。为了富集化学成 

分，以供进一步的药理实验用，我们曾报道从北五 

味子水提醇沉提取物中分离得到 8个水溶性化学 

成分l2 J。在对其深入的研究过程中，又从其果实 

的水提醇沉提取物中分离得到 5个配糖体，经波 

谱分析确定了它们的结构，分别为：二氢菜豆酸．3． 

D ．D．吡喃葡萄糖苷(工)、苄醇．O．[13．D．吡喃葡 

萄糖(1—6)]．j3．D．吡喃葡萄糖苷(1I)、苄醇．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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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一吡喃葡萄糖 (1—2)]一j3一D一吡喃葡萄糖苷 (Il1)、 

异金雀花素(Ⅳ)和槲皮素一3一O一芸香糖苷(V)。以 

上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1 实验部分 

1．1 材料和仪器 

样品购 自云南省医药公司(1999年)，经云南 

省药物研究所鉴定为北五味子。熔点用四川大学 

科仪厂生产 的 XRC．1型显微熔点仪测定 (未校 

正)；旋光用 JASCO．20仪测定；IR用 Bio．Rad 

仪测定，KBr压片；MS用 VG Autospec．3000型测定； 

NMR用 Brucker AM．40O超导核磁共振仪测定，以 

TMS为内标；薄层层析硅胶和柱层析硅胶均为青 

岛海洋化工厂产品。 

1．2 提取和分离 

五味子干燥果实(10 kg)粉碎成粉末，用水提 

取 3次，减压浓缩至小体积，加入 95％的乙醇，使 

溶液含醇量约为 85％，低温(5 cI=)放置过夜后过 

滤，醇液浓缩至糖浆状。再次加入 95％的乙醇，使 

溶液含醇量约为 92％，低温(5 oC)放置过夜后过 

滤，醇液浓缩至干即得水提醇沉提取物 784 g。五 

味子水提醇沉物 784 g经 D．101大孔吸附树脂层 

析，先后用水、甲醇洗脱，甲醇洗脱部分浓缩后 

(180 g)经硅胶干柱层析，洗脱剂为氯仿一甲醇一水 

(7：3：0．5)分成 8个部分，第 3、4和 5部分经反复 

硅胶 、RP-CI8和 Sephadex LH．20柱层析分离得到化 

Chin J Nat Med Jan．2006 Vo1．4 N0．1 4．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合物 l(13 mg)，Ⅱ(10 mg)，Ⅲ(30 n1g)，Ⅳ(16 n1g) 

和V(5 mg)。 

2 结构鉴定 

化合物l 白色粉末，[a]1)q 5=26．9，(MeOH， 

c 0．0040)，负离子 FABMS m／z：443 M—H]一，分 

子式为c2lH320lo； H NMR(MeOH一山)： 2．24(I11， 

overlap，H一2)，4．79(nl，H一3)，2．24 (111，overlap， 

H一4a)，2．62(dd，J=6．8，13．6 Hz，H一4c【)，4．45 

((】d，J=5．0，l1．8 Hz，H．11)，6．80(d，J=15．6 

Hz，H一7)，8．90 (d，J=15．6 Hz，H 8)，6．1 1(s， 

H—l4)，1．49(s，H一13)，1．11(s，H一12)，1．86(s， 

H—l0)，5．07(d，J=7．3 Hz，H—l )，3．79(t，J= 

7．2 H7，H一2 )，4．13(t，J=7．3 Hz，H一3 )，4．02 

(m，overlap，H一4 )，4．03 (nl，overlap，H一5 )， 

4．32，4．58(each d，J=11．7 Hz，H一6 )； C NMR 

(MeOH一({4)： 49．0(C—1)，43．0(C一2)，73．4(C一 

3)，43．2(C一4)，86．6(C一5)，82．7(C．6)，134．9 

(C一7)，l31．2(C一8)，149．5(C．9)，21．0(C一10)， 

76．6(C—l1)，16．6(C一12)，20．3(C—l3)，l20．2(C— 

l4)，168．7(C—l5)，103．7(C—l )，75．3(C一2 )， 

78．6(C．3 )，71．9(C一4 )，78．4(C一5 )，62．9(C一 

6 )；NOESY correlations(MeOH—d4)： 1．86(H—l0)／ 

6．80(H一7)， 1．86(H—l0)／ 6．1l(H—l4)， 6．80 

(H一7)／ 2．62(H一4a)， 6．80(H一7)／ 2．24(H一 

2a)， 4．79(H一3)／ 2．62(H一4a)， 4．79(H一3)／ 

2．24(H 2a)。以上数据与文献【 1．一致，鉴定化合 

物 I为二氢菜豆酸一3 O—J3一D一吡喃葡萄糖苷。 

化合物 Ⅱ 白色粉末，IR[J CIII ：3350， 

2960，1640，1580，1515；负离子 FABMS m／z：43l 

[M—H] ，分子式 为 cl9 H28 Ol】； H NMR(MeOH一 

({4)： 7．50(2H，d，J=7．6 Hz，H一2，6)，7．42 

(2H，t，J=7．6 Hz，H一3，5)，7．25(1H，m，H一4)， 

4．92，4．64(each lH，d，J：l1．8 Hz，H一7)，4．4l 

(1H，d，J=7．8 Hz，H—l )，4．36(1 H，d，J=7．8 

H7，H—l )，4．14，3．80(each lH，dd，J= l1．7， 

1．7 Hz，H一6 )，3．86，3．66 (each lH，dd，J= 

l1．9，1．8 }{Z，H一6”)； C NMR (MeOH—d4)：6 

139．1(s，C—1)，129．2(d，C一2，6)，129．2(d，C一 

3，5)，128．7(d，C一4)，72．0(t，C一7)，103．5(d， 

C—l )，75．2(d，C一2 )，78．1(d，C一3 )，71．7(d， 

C一4 )，77．2(d，C一5 )，70．0(t，C一6 )，10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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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75．2(d，C一2”)，78．1(d，C一3”)，71．7(d，C一 

4”)，78．1(d，C一5”)，61．7(t，C一6”)。以上数据与 

文献【 一一致，鉴定化合物 Ⅱ为苄醇一0一[J3一D一吡喃 

葡萄糖(1—6)]．J3一D一吡喃葡萄糖苷。 

化合物 Ⅲ 白色粉末，IRvm ax em～：3320， 

2960，1645，1575，1510；负离子 FABMS m／z：43l 

[M—H]一，分子式为 cl9 H28 O“； H NMR(MeOH— 

d4)： 7．67(2H，d，J=7．6 Hz，H一2，6)，7．39 

(2H，t，J=7．6 Hz，H一3，5)，7．24(1 H，Ill，H一4)， 

5．32(1H，d，J=7．6 Hz，H 1 )，5．1l，4．82(each 

1 H，d，J=12．0 Hz，H一7)，4．99(1H，d，J=7．6 

Hz，H—l )； C NMR (MeOH一({J)： l39．0 (s，C— 

1)，128．0(d，C一2，6)，128．7(d，C一3，5)，127．7 

(d，C一4)，71．0(t，C．7)，102．4(d，C—l )，84．4 

(d，C一2 )，78．5(d，C一3 )，71．5(d，C一4 )，78．2 

(d，C一5 )，62．8(t，C一6 )，106．7(c—l”)，76．9(d， 

C一2 )，78．6(d，C一3 )，71．7(d，C一4”)．78．2(d， 

c一5 )，62．7(t，C一6 )。以上数据与文献【6一一致， 

鉴定化合物 Ⅲ为苄醇一0一[J3．D一吡喃葡萄糖(1— 

2)]．8一D一吡喃葡萄糖苷。 

化合 物 Ⅳ 黄 色 针 晶 (甲醇 )，mp 208～ 

210℃，[a]+l6．5。(c=0．2 MeOH)；IRvn lax cm‘。： 

3400，1620，l290，1202，1080；负离子 FABMS m／ 

：461[M —H] ，分子 式 为 c22H120ll； H NMR 

(DMSO—d6)： 7．47 (1H，d，J=8．2 Hz，H一6 )， 

7．44(1H，s，H一2 )，6．91(川 ，d，J=8．2 Hz，H一 

5 )，6．61(1H，s，H一3)，6．48(1H，s，H一8)，4．89 

(1H，d，J=9．9 Hz，H—l”)，4．16(1H，t，J=4．5 

Hz，H一2”)，3．94(3H，s，H—OCH )，3．87(1H，dd， 

J=12．0，1．6 Hz，H一6 )，3．74(1H，dd，J=12．0， 

1．6 Hz，H一6”)，3．47(1H，overlap，H一3”)，3．47 

(1H， overlap， H一4 )， 3．34 (1H， m， H一 

C NMR(DMSO—d6)： 166．1(s， 

C一3)，184．0(s，C．4)，162．0(s， 

C-6)，165．0(s，C一7)，95．3(d， 

C．9 

C一2)，l04．3 

C一5)，109．2 

C一8)，158．7 

5 ) 

(d 

(s 

(s 

105．2(s，C一10)，123．6(s，C—l )，l10．6 

(d，C一2 )，149．5 (s，C一3 )，152．2 (s，C一4 )， 

l16．8(d，C一5 )， l21．8 (d，C一6 )，75．3 (d， 

C—l )，72．6(d，C一2”)，80．1(d，C一3 )，71．8(d， 

C一4 )，82．6(d，C一5”)，62．9(t，C一6 )，56．7(s，C— 

OCH3)。以上数据与文献[ 一一致，鉴定化合物Ⅳ为 

异金雀花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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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 物 黄 色 针 晶 (甲 醇 )，分 子 式 为 

C27H300 mp 212～214℃，负离子 FABMS m／z： 

6O9[M—H] ，464[M一146] ，301[M—H一146 

— 162]一。结合 H NMR和 C NMR的测定结果，判 

断化合物V可能为 Rutin，经与标准品核对得以确 

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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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 AIM： ro stud}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hisandra chinensis． METHODS： separating the constituenIs of 

,％hisandra chinensis using various kinds of chromatography and identifying their structures on the basis of spectral analvsis
．
RESULTS： 

Five compounds were i~)lated from the fruits of& îsandra chinensLs
． 1％eir structures were established as dihydrophaseic acid一3一O一8-D— 

glucopyranoside(J)，ber~,：yl alcohol一0一 D—glucopyranos) 1(1--~6)一 ，j—glueopyranoside(Ⅱ)，benzyl alcoh01—0一 D—gluc0I)) I osyl 

(1— 2)。 D—glucowranoside(In)，(+)-i~)scoparin(Ⅳ)。and quer(·etin一3一D— ．L—rhanmopyranosyl(1— 6)一 D—glucopy甩n0sjde 

(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pectral data of IR，FAB—MS，and NMR．CONCLUSION：All comp0unds were isoIated fmm thjs plant fbr 

the fir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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