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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the Roots of Commercial Ginseng 

DOt5De-qiang，REN Jie，CHEN Ying，PEI Yu-ping，CHEN Ying-jie 

(Depltrtml~t ofNaturalProductsChemistry，ShenyangPharmaceuticalUniversity。Shenyang 110016，Liaoning，China) 

[AhstrRet] Ojeetive：Toisolate and elucidatethe constituentsfrc盯Ithe rootsofC~nmercialGinseng．Method：Column chro- 

matc~ aphy and HPLC were used to isolate chemical constituents．Physico-chemical characters and spectr-osc~ ic analysis wel'e锄 - 

ployed for structural identification．Result：Sixteen嗍 pOunds wel'e identified as：notngi~．rmside-R2(1)，ginsenoside-Rga(2)，20 

(R)．Rg~(3)，ginsenoside-Rgt(4)。．N(5)， Re(6)，．Rd(7)，．Rc(8)，．I (9)，-Rb2(10)，．Rb3(11)。．Ra3(12)，- (13)。-Rat 

(14)，notoginsenoside- (15)and ginsenoside．Ro(16)．Conclusion：Cc~npound 1 was obtained from the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 

[1 wolds] Panax gin．rang；ginsenoside；notoginsenoside [责任编辑 李 禾】 

滇黄精化学成分研究 

王易芬，穆天慧，陈纪军，罗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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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昆明 650204) 

[摘要】 目的：研究滇黄精的化学成分，寻找抗 HIV活性化合物。方法：用硅胶柱层析和薄层层析分离；用 

IR，MS，NMR等技术鉴定结构。结果：分离鉴定了9个化合物，分别为甘草紊(1)，异甘草紊 (2)。4 。7-二羟基．3 ． 

甲氧基异黄酮 (3)，(6aR，11aR)．10．羟基．3，9．二 甲氧基紫植烷 (4)，4．羟甲基糠醛 (5)，水杨酸 (6)。正丁基． D．吡 

喃果糖苷 (7)，正丁基。 D．呋喃果糖苷 (8)，正丁基．a-D．呋喃果糖苷 (9)。结论：化合物 1～6为首次从滇黄精中分 

离得到。 

[关键词】 滇黄精；百合科；黄酮；异黄酮；查儿酮；正丁基果糖苷 

[中圈分类号】R 2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3O2(2o03)O6 0524．04 

滇黄精 Polygonatum kingianum Col1．et Hem— 

s1．是百合科 Liliaceae黄精属 Polygonatum Mil1．植 

物，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根茎具有抗菌、降压的功 

效，用于治疗肺结核、胃病、癣菌病等症l1]。文献曾 

报道了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6个甾体皂苷类化合 

物 2及含有大量的果糖【3J3。我们研究发现滇黄精的 

脂溶性提取物具有较好的抗 HIV活性L4]。为寻找 

其活性成分，对其活性部位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 

从中分离得到 13个化合物。经理化和光谱分析鉴 

定了其中 9个化合物，分别为：甘草素(1)，异甘草素 

(2)，4 ，7一二 羟基一3 一甲氧基 异黄酮 (3)，(6aR， 

11水 )一10一羟基一3，9 二甲氧基紫檀烷(4)，4一羟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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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醛 (5)，水杨酸 (6)，正丁基一 D一吡喃果糖苷 (7)， 

正丁基一B—D一呋喃果糖苷 (8)，正丁基廿D一呋喃果糖 

苷 (9)。化合物 1～6为首次从该植物中获得。 

1 材料和仪器 

滇黄精采自云南禄劝，经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雷立公研究员鉴定为 P．kingianum。IR用 

Bio-Rad FTS-135型红外光谱仪测定，KBr压片。 

ElMS和 FAB-MS用 VG Auto Spec-3000型质谱仪 

测定。NMR用 Bruker AM-a~)O和 Bruker DRX一500 

超导核磁共振 仪测定，内标 TMS，溶剂 C5I)sN。 

XRC-1型显微熔点仪 (四川大学科仪厂，温度未校 

正)。薄层层析和柱层析硅胶 (青岛海洋化工厂)。 

Sephadex L}{-20(上海化学试剂分装厂)。MCI—gel 

CHP一20P(日本三菱化成公司)。 

2 提取分离 

滇黄精干块根 25 kg粉碎，用 95％乙醇回流提 

取 3次，每次2h，减压回收乙醇得浸膏 520 g，该浸膏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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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于 10％的乙醇／水中，分别用石油醚、乙酸乙酯 

和正丁醇萃取(2 000 mL×3)，回收溶剂得石油醚浸 

膏(6o g)，乙酸乙酯浸膏(2oo g)和正丁醇浸膏 (260 

g)。乙酸乙酯浸膏经硅胶柱层析，用氯仿．甲醇梯度 

洗脱得 8个组分，组分 Ⅱ经硅胶柱层析(氯仿．甲醇 

90：lo)和 Sephadex LH．2O(甲醇)反复纯化得化合物 

1(15 mg)，2(22 mg)，3(18 mg)，4(15 mg)，组分Ⅲ 

经硅胶柱层析(氯仿．甲醇 90：lO)反复纯化得化合物 

5(42 mg)，组分Ⅳ经硅胶柱层析(石油醚．丙酮 80： 

2o)和 Sephadex LH．20(甲醇)反复纯化得化合物 10 

(16 mg)，组分V经硅胶柱层析 ，用石油醚．丙酮(8o： 

2o)洗脱，再用 Sephadex LH．2O(氯仿．甲醇 1：1)反复 

纯化得化合物 6(220 mg)和 11(12 mg)，12(13 

mg)，13(8 mg)。取正丁醇部分 20 g经硅胶柱层 

析，用氯仿一甲醇梯度洗脱 ，再用 MCI—gel CHP．20P 

(甲醇．水 70：30)洗脱 ，再经硅胶柱层析(氯仿 甲醇 

90：10)反复纯化得化合物 7(180 mg)，8(2．3 g)，9 

(2．5 g)。 

3 鉴定 

化合物 1 黄色固体，mp 199～202℃；EI．MS 

／z：256[M] ，239，228，163，145，137，121，110， 

101，85；IR(I(Br)cm一：3 406(OH)，3 059(OH)， 

1 655(C=O)，1 602，1 552，1 517，1 466，1 398， 

1330，1 309，1 254，1 235，1 218，1 164，1 120， 

1 065，997，964，958，888； H．NMR( D5N)6：2．75 

(1H，dd，J=16．9，2．8 I-Iz，3-H)，3．25(1H，dd，J= 

16．6，13．8 Hz，3-H)，5．54(1H，dd，J=13．0，2．8 

I-Iz，2一H)，6．81(1H，d，J=2．0 I-Iz，8．H)，6．89(1H， 

dd，J=8．8，2．0 I-Iz，6 H)，7．22(2H，br d，J：8．6 

I-Iz，3 ，5'-H)，7．54(2H，br d，J=8．6 I-Iz，2 ，6'-H)， 

8．17(1H，d，J=8．8 I-Iz，5．H)；乃C~NMR( D5N) ： 

44．5(C3)，80．3(C2)，103．7(C8)，111．6(C-6)， 

115．0(C10)，116．4(C3 ，5 )，128．8(C2 ，6 )， 

129．4(C-5)，130．0(C-1 )，159．4(C-4 )，164．4(C- 

9)，166．4(C7)，190．5(C4)。与文献报道的甘草素 

数据一致[5,6]。 

化合物 2 黄色固体。mp 203～206℃。EI． 

MS m／z：256[M] ，239[M—OH] ，163，150，137， 

120，107；IR (KBr)cm_。：3 435(OH)，1 633(C= 

O)，1 61)6，1 589，1 568，1 513，1 443，1 368，1 320， 

1 293，1 229，1 172，1 144； H NMR(GDsN) ： 

6．81(1H，dd，J=8．8，2．0Hz，5 一H)，6．9O(1H，d， 

J=2．0 I-Iz，3 ．H)，7．21(2H，br d，J=8．0 ttz，3，5一 

H)，7．79(2H，br d，J=9．0 I-Iz，2，6．H)，7．9O(1H，d， 

J：15．0 I-Iz，a．H)，8．19(1H，d，J=9．0 I-Iz，6 ．H)， 

8．21(1H，d，J=15。0Hz，p—H)，14．4O(1H，s，OH)。 

3C．NMR(c4195N) ：104．8(C．3 )，108．7(C．5 )， 

114．6(C1 )，117．8(C-3，5)，118．4(C-a)，127．6(C- 

1)，132．4(C-2，6)，133．8(C-6 )，145．8(Cp)，165．6 

(C2 )，167．6(C4 )，167．8(C4)，192．9(C=O)。 

与文献报道的异甘草素一致【 。 

化合物 3 淡黄色粉末。mp 220~231℃。EI． 

MS m／z：284[M] (1oo)，269[M—CH3] ，241， 

213，137，105；IR(I(Br)tin_。：3 428(OH)，1 623(C 

=O)，1 584，1 511，1 456，1 384，1 348，1 2S0， 

1 241； H-NMR( 195N) ：3．76(3H，s，OMe)，7．03 

(1H，d，J=8．6 I-Iz，5一H)，7．10(1H，d，J=2．0 I-Iz，8． 

H)，7．20(1H，dd，J：8．6，2．0 Hz，6．H)，7．33(1H， 

dd，J=8．8，2．0 I-Iz，6 一H)，7．8O(1H，d，J=2．0 I-Iz， 

2 一H)，8．18(1H，S，2一H)，8．43(1H，d，J=8．8 Hz，5 ． 

H)；乃C~NMR( D5N) ：55．9(OMe)，103．0(C8)， 

112．0(C-2 )，115．8(C-6或 5 )，117．8(C-5 或 6)， 

118．0(C~10)，120．4(C-6 )，124．9(C-3或 1 )，126．3 

(C1 或 3)，128．2(C5)，148．0(C4 或 3 )，148．7 

(C3 或 4 )，152．7(C-2)，158．5(C9)，164．0(C7)， 

175．7(C~4)。与文献报道的 4 ，7一二羟基一3 ．甲氧基 

异黄酮L8 J一致。 

化合物4 白色固体。mp 207~209℃，EI．MS 

／z：300[M] ； H—NMR(c4D5N) ：3．55(1H，1TI， 

6a．H)，3．78(3H，S，OMe)，3．81(1H，t，J=10．6 I-Iz， 

6一H)，3．94(3H，s，OMe)，4．31(1H，dd，J=11．0，5．0 

Hz，6一H)，5．64(1H，d，J=7．0 Hz，11a-H)，6．53 

(1H，d，J=8．0 I-Iz，8一H)，6．87(1H，d，J=2．0 I-Iz，4． 

H)，6．95(1H，dd，J：8．8，2．0 Hz，2一H)，6．97(1H， 

d，J=8．0 I-Iz，7一H)，7．57(1H，d，J：8．8 I-Iz，1．H)； 

乃C~NMR(C5D5N) ：40．3(C6a)，56．3(OMe)，60．4 

(OMe)，66．5(C一6)，79．7(C．1la)，104．1(C一4)， 

105．6(C8)，110．9(C2)，111．7(C-11b)，118．9(C- 

7)，122．5(C-6b)，132．9(C-1)，152．2(C-10a)，153．8 

(C9)，157．4(C-4a)，160．7(C-3)。与文献报道 的 

(6aR，11aR)．10一羟基一3，9．二甲氧基紫檀烷基本一 

致[9．1o]。 

化合 物 5 棕 色 油状 物，EI—MS ／z：126 

[M] ，109，97[M —CHO] ，81，69；1H-N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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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DsN)6：4．88(2H，s，CH2OH)，6．67(1H，d，J= 

3．5 Hz，4一H)，7．39(1H，d，J=3．8 Hz，3一H)，9．73 

(1H，s，CHO)； C-NMR(C5D5N)艿：57．3(CH2OH)， 

112．0(c4)，123．0(C3)，159．0(C-2)，163．0(C-5)， 

179．0(CHO)。与文献报道的 4一羟甲基糖醛基本一 

致[1ll。 

化合物 6 白色固体。mp 150～153℃，El—MS 

m／z：138[M] ，120[M—H2O] (100)，92，64；与水 

杨酸标准品对照一致。 

化合物 7 白色针状结 晶，mp 152～153℃； 

FA MS m／z：235[M—H]一； H—NMR(C5D5N)6： 

0．80(3H，t，J=7．3Hz，4一H)，1．31(2H，m，3一H)， 

1．52(2H，m，2一H)，3．65(2H，m，1一H)，3．74(1H，m， 

5'-H)，4．01(1H，d，J=11．9 Hz，I'-H)，4．08(1H，d， 

J=11．9 Hz，1 一H)，4．18(1H，br d，J=11．3 Hz，6 一 

H)，4．34(1H，br d，J=11．3 Hz，6'-H)，4．51(1H， 

dd，J=10．0，3．3 Hz，4 一H)，4．88(1H，d，J=10．0 

Hz，3 一H)；HC-NMR(C~D5N)6：14．2(C-4)，19．9(C- 

3)，32．7(C-2)，60．7(C1)，64．3(C-1 )，65．0(C-6 )， 

70．6(G3 )，71．4(C-5 )，72．5(C4 )，101．1(C2 )。 

与文献报道的正丁基一f}-D一吡喃果糖苷一致【l2J。 

化合物 8 浅黄色固体，FAB-MS m／z：235[M 
—

H]一； H-NMR(C5DsN)6：0．79(3H，t，J=7．3 

I-Iz，4一H)，1．31(2H，m，3一H)，1．53(2H，m，2一H)， 

3．73(2H，m，1一H)，3．94(1H，dd，J=9．8，1．8 I-Iz， 

6 一H)，3．96(1H，dd，J=9．8，1．8 I-Iz，6 一H)，4．11 

(1H，d，J=11．6 I-Iz，1 一H)，4．13(1H，d，J=11．6 

I-Iz，1 一H)，4．27(1H，dd，J=11．6，2．8 I-Iz，4 一H)， 

4．47(1H，m，5 一H)，4．98(1H，d，J=11．8Hz，3 一H)； 

C-NMR(C5DsN)6：14．6(C-4)，20．1(C-3)，33．2 

(C2)，62．0(C1)，62．9(C1 )，65．0(C6 )，77．5(C- 

4 )，79．0(C-3 )，83．7(C-5 )，105．6(C2 )。与文献 

报道的正丁基一f}-D一呋喃果糖苷一致[12]。 

化合物9 浅黄色固体；FAB-MS m／z：235[M 
—

H]一； H-NMR(C5DsN)6：0．81(3H，t，J=7．3 

Hz，4一H)，1．35(2H，m，3一H)，1．56(2H，m，2一H)， 

3．82(2H，m，1一H)，4．23(1H，dd，J=11．6，2．8 Hz， 

6 -H)，4．25(1H，d，J=11．8 Hz，1 一H)，4．33(1H， 

dd，J=11．6，2．8 Hz，6 一H)，4．35(1H，d，J=11．8 

Hz，1 一H)，4．55(1H，m，5 一H)，4．87(1H，dd，J= 

12。0，4．0 Hz，4 一H)，4．92(1H，d，J=12．0 Hz，3 一 

H)； 0C-NMR(C5DsN)6：14．1(C4)，19．8(C-3)， 

32．8(C2)，61．2(C1)，62．3(G1 )，62．6(C6 )， 

7 8．2(C-4 )，83．2(C-3 )，84．1(C-5 )，108．7(C-2：)。 

与文献报道的正丁基一a-D一呋喃果糖苷一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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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al,ae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anti-HIV constituents from the root of Polygonatum kingianum．Metl~l：The 

cxxntx~ndswereisolatedby column chromatographyon silicagel，SephadexLH-20，MCI·gdCHP-20P andtheir structures、咣 de— 

retrained on the basLs of their spectroscopic evidence including IR．MS and NIVIR data．Result：13 oanppounds were isolated，of 

which nine ccmtxxmds wel-~identified as liquiritigenin，isoliquiritigenin，4 ，7-dihydroxy-3'-methoxyisoflav~e，(6aR，11aR)一10一hy— 

droxy．3，9一dimeth。xypt D(捌 an，5一hydroxymethyl-2一furancarboxaldehyde，salicylic acid，n-butyl— D—fructopyranoside,'n-butyl— 

D—fructofuranoside．n-buty1 a-D．fructofuranoside．Conclusion：Compounds 1-6、vere obtained from this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 

[Key words] Polygonatum kingianum；liliaceae~flavone~isoflavone；chalcone；butylfructo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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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黄檀化学成分研究 

张培成，毋 艳，于德泉 

(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药物研究所，北京 100050) 

[摘要] 目的：研究海南黄檀叶／：h／terg／a hainanens／s的化学成分。方法：用硅胶和聚酰胺柱层析进行分离纯 

化。根据理化性质和光谱数据进行结构鉴定。结果：得到 13个化合物，分别为 8一C葡萄糖基一7．甲氧基．4 ，5一二羟 

基异黄酮 (1)，8．C葡萄糖基一7，4 ，5一三羟基异黄酮 (2)，2-hydroxy-5一methoxy bioehanin A(3)，formononetin(4)， 

3，5．二甲氧基一4一羟基苯甲醛 (5)，1一O— D一吡喃葡萄糖基一(2S，3S，4R，8z)一2_[(2R)一2一羟基二十二碳酰胺基]．8．十 

八烯一1，3，4-三醇 (6)，木栓酮 (7)，taraxerol(8)，313-hydroxy-glutin-5一ene(9)，熊果酸 (10)， 谷甾醇(11)，胡萝 

卜苷(12)，羽扇豆醇(13)。结论 ：所有化合物均首次从该植物中获得。 

[关键词] 海南黄檀叶；化学成分；异黄酮 

[中圈分类号]R 2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302(2003)06．0527．04 

海南黄檀 Dalbergia hainanensis为豆科 Legu— 

minosae黄檀属植物，全世界约有该属植物 130种， 

产于热带地区，我国约产 25种，广泛分布于西南，南 

部和东南部地区。海南黄檀作为民间草药用于治疗 

血瘀，局部缺血，肿胀，坏死和风湿性疼痛。其化学 

成分研究未见报道。本文对海南黄檀叶经 95％乙 

醇提取 ，提取物通过各种柱色谱分离纯化得到 13个 

化合物，通过理化常数，光谱数据分析及化学方法鉴 

定了各化合物的结构，分别为：8-C-glucosylprunetin 

(1)， 8 C-glucosylgenistein (2)， 2-hydroxy一5一 

methoxy biocha nin A(3)，formononetin(4)，3，5一 

二甲氧基一4一羟基苯甲醛 (5)，1一O—f}-D一吡哺葡萄糖 

基一(2S，3S，4R，8z)一2一[(2R)一2一羟基二十二碳酰胺 

基]一8一十八烯一1，3，4一三醇 (6)，木栓酮 (7)，taraxe— 

rol(8)，3[3-hydroxy-glutin-5一ene(9)，熊果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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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谷甾醇 (11)，胡萝 b苷 (12)，羽扇豆醇 (13)。所 

有化合物均首次从该植物中获得。 

1 仪器及试剂 

熔点用 Boetius型显微熔点测定仪测定(温度未 

较正)；红外光谱用 Perkin Elmer红外光谱仪测定 

(KBr压片)；核磁共振谱用Bruker AM-300型 核磁 

共振仪(3oo~Ⅱ{z)，TMS为内标；MS用 ZAB-2F质 

谱仪测定；TLC和柱层析用硅胶为青岛海洋化工厂 

生产 ；柱层析用聚酰胺为上海化学试剂厂分装。黄 

檀叶于2000年 6月采 自海南 ，经海南大学黄世满教 

授鉴定为海南黄檀 D．hainanensis。 

2 提取分离 

海南黄檀叶 5 kg经烘干粉碎后，用 95％的工业 

乙醇提取，减压浓缩提取液，得棕色浸膏 400 g。将 

其分散于水中，用乙酸乙酯萃取得乙酸乙酯部分 

180 g。 

取 120 g提取物常压硅胶柱层析。以石油醚一乙 

酸乙酯一甲醇系统梯度洗脱，合并洗脱液为 10个部 

分(Fr 1～10)。Fr 2结晶析出化合物7；Fr 3经硅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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