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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缅斑鸠菊(Vernonia parishii Hook¨为菊科斑鸠菊属植物，在我省西部及南部地区均有分布。据报 

道，滇缅斑鸠菊有驱风散瘀，益心之功效，用于治疗重感冒，发烧，产后体虚，风湿痹痛等 (江苏省植物 

研究所等，1990)。其化学成分未见报道。 

我们对滇缅斑鸠菊叶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从石油醚部分得到了 7个化合物。另外．应用色谱 ／质谱 

联用技术对其精油进行 r定性定量分析。鉴定出 23个成分 (表 1)，主要成分为： 姜黄烯 (10 52％)， 

芳樟醇丙酸酯 (7 45％)，芳樟醇 (7 14％)。 

表 1 滇缅斑鸠菊精油的化学成分 

Table l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essential oil from Vernoiaparishii 

compounds content{％) compounds conteat(％) 

acetic acid 1 50 2,4 dimethv]c~ lohexanol 4 06 

卜 cyclopentyl I_propanoI 2 72 phenylethyl alcohol 2 31 

tettahydto 3 6-dimeth)qpyran一2．-one O 88 3 decyn 2 ol 1 82 

benzaldehyde 】21 I—f4一methylpheny1)ethanone 2 63 

pheno【 0 28 7 methyl⋯3 4 octadiene 3 10 

2 phenylfuran 0 28 ca／~'onol 4 30 

myrcene 0 73 safrole 4 29 

benzyl alcoho1 0 44 farnesene 21 2 

benzeneaoetaldehyde 0 45 isocaryophyllene 4 19 

2卜 d1hvdrobenzofuran 2．28 linalyl propanoate 7．45 

mequinol 2．86 —curcumene l0 52 

lina1ooI 7】4 

实验部分 

熔点用 Kofler显撒熔点仪测定．温度汁未较正。 H NMR及”C NMR用 BrukerAM一400超导棱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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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仪测定，TMS内标；MS由 VG Autospec 3000质谱仪测定：红外光谱使用 Perkin Elmer 577红外光 

谱仪测定，KBr压片 色谱一质谱分析仪器使用 F1SONS MD 800GC／MS联用仪。 

精油部分：滇缅斑鸠菊干叶 100 g经水蒸气燕馏得精油 35 mg(得率为 O 035~)。油样不经任何处理，直 

接进行色谱一质谱分析 质谱条件：E1 MS，电子能量 70 ev，灯丝电流 25 mA，扫描周期 1 s，倍增电压 1400 

V，离子源温度 140'C。SE 54石英毛细管柱 30m x0．25 ram；柱温 8O～120'C，程序升温 312／min，进样温 

度23012。数据处理用 LAB BASE．备分离纽分首先通过NIH／EPA／MSDS件算机谱库(美国国宗标准 

局 NBB LIBRARy谱库)进行检索，并参考有关文献(Heller el a1．1980；Masada，1976)，对軎谱图加以确 

认。 

样品(叶)1993年 10月采 自云南西双版纳。干燥粉末(4 3 kg)经甲醇回流 3次，提取液浓缩得褐色浸膏 

233 g，加入适量水后依次用石油醚(60～90"C)，乙醇乙酯，正丁醇提取。石油醚部分经反复硅腔柱层析得化 

合物：羽扇豆醇棕捆酸酯(1)， 一香错稽醇(2)， 香树脂醇乙醇酯(3)，口一香树脂醇乙酸酯(4)，木拴酮(5)，豆甾 

醇(6)和三十烷酸(71。 

化合物1 白色无定形粉束(丙酮) 258 mg(o．0064％)；mp 76～79℃。 卜27 5ofc=o．0o60，CHCI~． 

EI—MS(70eV)：m／z 664(M ，C,sH B0O2)，650，609，554，473，455，445，409，218，204，189(100)；IR m ： 

3060，1720，1630．1460，1370，1170． H NMR(CDC11) ：4 66，4．54(d，AB，eachlH，J=2 0Hz)，4．43(m， 

3一H)I2．27(t，2H，CH，C )，2．35(IH，m，19一H)，1．59，1．22，1 00，0．91，0 84，0．83，0．82，0．76(s，8×3H，8cHJ； 

C NMR& 38．5(c 1)，23．8(c一2)，80．9(c 3)，37．9(c 4)，55．5(c一5)，18．3(c一6)，35．3(c一7)，41．o(c一8)， 

50．5(c一9)， 37．2(c一1 0)，21．o(c一11)， 25 2(C 12)， 38．2(c一13)，43．0(c一14)， 27．5(c一1 5)， 35．7(c一1 6)， 

42．9(c一17)，48．4(C一18)，48．1(C一19)， 150、9(C一20)，29．9(C 21)，40．I(c一22)，28．o(c 23)， 16．6(C一24)， 

16．2(c一25 16 1fc 26)，14．6(c一27)，18 1(C～28)，109 4(C一29) 19 3(c一30)，29．8(cHt)，其光谱教据与文献( 

壬晓林等，1995)相符，并参考文献(BWenkeR，etc，1978)确认为羽扇豆醇棕搁酸酯。 

化合物 2 无色针晶(丙酮)；29 mg(0．00068％)；mp 123～126℃．【 君。+0 159(c=0 003，CHCI~． 

EI MS(70eV)：m／z 426(M~,C H5oO) l1，218(100)，203，189；1Rv： m ：3500--3200(br)，2950，2820， 

l740，1460，1380)H NMR(CDCI1 ：0 76～ 1．03(m，8×3H，8CH3)，1．06～ 1．97(m，23×H)，3．23(m，3H)， 

5．11(12一H)，与文献(于德泉等，1983)报道一致：其taC NMR数据和文献(Seos，1975)相符，为 一香树酯醇。 

化合 物 3 无色 针 晶 (丙 酮 )；45 rag(00001％)；mp 204-206℃ 。EI MS(70eV)：m／z 468(M ， 

C32H52O2) 453，218(100)，203，189；JR K Brc，n～ 2900，1730，1470，1380 。H NMR(CDCIj) ：5,09(t，1H， 

l2一H)，4，8(q，IH，O CH )；与文献(白亦莉等，1985)相一致；其”C NMR数据和文献(Seos，1975)相符，为 

香树酯醇乙酸酯。 

化合物 4 无色针晶(丙酮)；195 rag(0．0048％)；mp 241～243℃． 瞄 ”4 92(c=0．0081，CHC13) 

EI—MS(70eV)：m／z 468(M ，C32H52O2)，453，218(1OO)，203，189；IR K Brcrn。。：1720，1450，1370，1235 H 

NMR(CDCI3)6：5．16(t，IH，12一H)，4．5O(t，3 H)，2 2O(s，O=C—CH3)，0 79～ 1．09(24H，8×CH )：其 ”C 

NMR数据和文献(Seo，197 5】相符，为口香错酯醇乙酸酯。 

化 合 物 5 无 色 针 晶 (丙酮 )：27 mg(0 00067％)；mp 251～252℃ El—MS(70eV)：m／z 426(M ， 

C3oH50o)，411，302，273，218，205，191．1Rv： 111。。：1705，1450，1380，1235； H NMR(CDC13)6：0 69- 

1 23(24H，8 x CH )，1．29—1．64(m，23×H)，2．28(m，4 H)，2．38(m，2-OH)。以上数据 与文献(于 德泉等， 

1983)报道一致，确认为木拴酮。 

化合 物 6 无色针 晶(丙酮)；126mg(0．0031％)；mp 162--164"C。MS(m／z)412(M ，100，C29H o)， 

397，369(M+-C3H7)，351(369 H20)，314，300，271；IRv m ：3400，1650，1450，1370，1160，1050。以上数 

据与标准豆甾醇一致，混台溶点不下降。为豆甾醇。 

化合物7 无色针晶(丙酮)；192 mg(0．0048％)；MS(m／z)452(M C 。H砷o2)；IR⋯KBrcrn ：347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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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典型的脂肪酸图谱，确认其为三十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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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酰丁香酮对发根农杆菌遗传转化黄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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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根癌农杆菌(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Ti(tumor inducing)质牡转化机制的研究表明，受乙酰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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