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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萄科植物多舌飞蓬 Erlgeron multiradiatus中分得 7十化台物 ，通过光谱分析鉴定为芹 

菜 索 7每一葡萄糖 醛 酸 丁酯 ( )、芹菜 素 (Ⅱ)、山亲 酚 (Ⅱj、山紊 酚 7氧一鼠李糖 苷 (Ⅳ]、山亲 酚 0 

氧一葡萄 糖一7氧 鼠李 糖苷 f v J、台欢 酸 (Ⅵ)、豆 甾醇葡 萄糖 苷 (ⅦJ，其 中 l为 一新 化台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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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l ~evell compounds vgel-e isolated from Emgeron multtradiatus(W al1．]Benth They we ue l 

( ntified as apigenin 7 O ，J—giucu ronide butyl Este r f 、apigenin (Ⅱ )，kaempfe rol(Ⅱ )，kaempferol 7 

0 ( rh￡ 0py川 (Jsld ’Ⅳ )， kaempfero[3一。 一D glu∞ Pym 。 Lde 7 Ⅱ rha rnnopyranoside (Y ] 

,：ch[nacystic acid t u J’and stigma；~tero[g Lucoside Ⅶ )、c he basis。{spectral methods Among them 、1 

a 11ew com pound 

Key Wul-ds Erig￡rl》n multi rad~lu s(Wal1．)Bemh apigenin一 一O一 D—ghlcuronide butyl ester 

多 舌 芑 蓬 Erigeron muItiradiatus 

fWal1)Benlh．系菊科 飞蓬 属多年生草本植 

物 分 布于我国西藏、云南 、四川等地。。一 民间 

用作治疗脑 偏瘫后遗症药物 灯盏花 的代 用 

品 有关该植物 的化学成分研究未 见详细报 

道 我们从 云南 丽江产多舌飞蓬全草的丙酮 

水提取物 中分 离得到 7个化台物 ，分别鉴定 

为芹 菜 素一7一氧 葡 萄糖 醛 酸 丁酯 (I)、芹 菜 

素(Ⅱ)、山奈 酚fⅡ)、山奈 酚 7一氧 鼠李 糖苷 

( )、山 奈 酚一3氧一葡 萄 糖一7氧 鼠 李 糖 苷 

f V)、台欢酸(Ⅵ)、豆 甾醇葡萄糖苷(Ⅶ) 其 

中化台物 I以前未见 文献 报道 

化 合物 I，mp237 C～ 24 0 C，由质 谱及 

CNMR谱 推 知 其 分 子 式 为 C⋯H O (M 

502)。 比较 I和 已知化合物 芹 菜素 7氧 -葡 

萄 糖苷 的 H 及 CNMR 谱 可 以推 知 1为芹 

菜 素 7氧 葡萄 糖醛 酸苷 类化 台物 。由 于 

I的光谱 中有 一组 正丁 氧基 的信 号 ： 0．69 

‘3 H，t，7．4)．1．25‘2 H m )，1．50(2 H ，m )， 

4．18(2 H，t，6 6)；占c1 3．7，1 9．2，30．8和 

65．2 另外 I的”C NMR谱 中葡 萄糖 醛酸羰 

基信 号 的高场位移 (3cl 69．8)以及 IR 谱 中 l 

729 cm 的 吸收等 ，表 明分 子 中有 一个 正丁 

氧基 以葡萄糖 醛酸丁酯的形式存 在。HM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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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 ·仁观察到 的 C 和 H 1 ，c 和 H 1 的 相关 

信号也进一步证 明 r葡萄糖醛 酸丁酯的存在 

受葡 萄 糖 醛 酸 丁酯 在 芹菜 索 C 位 的 连 

结 HNMR 谱 中 6”6．02fd，J==7．4 Hz，H 

l )的信号表 明 了葡萄糖醛酸的 }杓 型。化合 

物 I的 H 和 CNMR光 谱数据表 l 

襄 1 化 台物 I的 H和 ”CHMR数 据 (csD N) 

上光 谱数 据根 据 HH COSY CH COSY-显 HMEI2谱 

进} 垒持 定。 

根据 上光谱 数据分析推 断化 合物 I的 

结 构式 见图 1 

H 

H 

围 1 化 台耪 1的 化 学结 掏式 

1 仪器 

熔 点用 XRC l型显微熔点测定 仪测定 ， 

温度未校正 ；红外 光谱 用岛津 IR一435型红外 

光度计 测定 ；核碰 共振 谱 用 Bruker AM 400 

及 DRX一500型波谱仪测 定 ，TMS为内标 ；质 

谱 用 VG Au~ospec～3000型 质 谱 仪 测 定 ；硅 

胶薄板 及柱层析硅胶为青岛海洋化工厂出 

品 

2 提取和分离 

多舌 飞蓬 干燥 全 草 2．6 kg粉 碎后 用丙 

酮一水 (6：4)浸提 4次 ，滤 液台 并 ，滤渣 继续 

用水 回流提 取 3 h，滤 液 合 并，回 收丙酮 。浓 

· 62 · 

缩物用石油醚萃取除去脂溶性杂质后继续用 

EtOAc萃 取 ．蒸 干 溶 剂 后 得 Et~Ac部 分 

51．5 g。残余物用 n BuOH萃取得 BuOH 

部 分 58．5 g。EtOAc 部 分 上 MC1 gel 

CHP20P 柱 脱 色，用 甲 醇 洗 脱 得 甲醇 部 分 

30．5 g。上 硅胶柱层 析 ，用 MeOH—CHCI 洗 

脱 得芹菜 素(31 mg，Ⅱ)、山柰 酚 (8 mg，Ⅲ)、 

山素酚 7一氧一鼠李 糖 苷 (344 mg．Ⅳ)及豆 甾 

醇葡萄糖苷(62 mg，Ⅷ)。 一BuOH 部分硅 胶 

柱层析，用 MeOH—CHC1 洗脱得芹菜素一7 

氧一葡萄糖醛 酸丁酯 (105 mg，I)、山柰 酚一3一 

氧 葡 萄糖一7氧一鼠李糖 苷 (25 mg．V)及合 

欢酸(95mg， )。 

3 鉴定 

化 合 物 I：淡 黄 色 粉 末 状 结 晶 ，mp 

237℃ ～ 240℃ (M eOH )，C2㈣H OlI FABM S 

in／z：593(M + Gly～ H) ，501(M — H )一．269 

(M —GluCA butyl ester—H )一。lR ⋯ (KBr) 

cm 一‘ 3 382，2 963，l 729，1 659，l 603， 

1 494，1 340，1 244，1 1 77，1 067， 835， 

622。 H 和 C NMR数 据见表 1。 

化 合物 I：土 黄 色粉 末状 结 晶 ，mp 31 9 

C～ 321℃(MeOH )，C 。Hl O FABMS m／ 

z：361 LM +Gly—H)一，269(M H) ，‘H 和 

”CNMR数据和文献报道芹菜素 的～ 致0 。 

化 合 物 Ⅲ：橙 黄 色 针 晶 ，mp 267C～ 

270 C(MeOH )，C L sH LoO6，FABM S m ．／z；377 

(M +Gl H) 。285(M —H) ， H 和 ”C — 

MR数据 和文 献报 道山奈 酚的一致 。 

化合物 IV：黄 色针 晶，mp 229℃～232 C 

(M eOH )，C2 LH2oOl。，FABM S m ．／z：523(M + 

Gly H ) ，431(M — H )一，285【M Rha 

H)一。 H 和”CNMR数据 和文 献报道 山柰酚 

7一氧 鼠李糖苷的一致 ]。 

化 合 物 V：淡 黄 色 针 晶 ，mp 259 LC～ 

261 C(MeOH)，C27H O 5 FABMS m／z：594 

(M) 。 H 和”CNMR 数据 和 文 献 报 道 山柰 

酚 3 氧 葡萄糖 7一氧 鼠李糖苷 的一 致 ]。 

化合物 ：白色针晶 ，mp 270．C～27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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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续给药 60 d后 ，每 鼠眼眶取血 l0 I ，用 双 

燕水稀 释至 1．0InI ；同时选 2月龄健康 XIH 

小鼠雌雄各 5只作青 年 小鼠对照 组 ，每 鼠眼 

眶 取 血 10 g-I ．用 _圾 蒸 水 稀 释 1．0 nd 

GSH—Px 活 性 测 定 采 用 DTNS直 接 比 色 

法 ．结 果见表 3 

表 2 鲤 鱼精 巢 DNA 对 POD活 性的 影响 

( = s， 10] 

老 罐 小鼠 白对照组 鞋 ，，<O ·I 

表 3 鲤鱼 精 巢 DNA对 GSH—Px活 性 的影 响 

( ± ，n一 10) 

与老 牛 、鼠窖 自对 组 比较 ’ f．< ：0lll 

由表 3可 _见，老 龄小 鼠血 中 GSH Px活 

性 比青 年小 鼠明显 降低 ，其活力 只有 青年 小 

鼠的 57．6，0／ ．老龄 小 鼠服 用鲤 鱼精 巢 DNA 

或 Vit E后 ，其 GSH PX活 力明显提 高 

3 讨论 

SOD、cAT、PC,I)、GSH Px是动 物 机 体 

内的抗 氧化酶 ，其 作用是清除 自由基 ，防止 自 

由基 对细 胞结构 的损 伤 ，它们的 活性 随着 年 

龄的增 长而下降 ．因此是老 化负相关 酶 ，测定 

它们的活性可 以反映 动物 的衰老状况 随着 

年龄 的增长 ，抗 氧化酶 清除 活性 氧 自fh基的 

能 力逐 渐下 降 ，从 而 引起 活性 氧 自由基 厦脂 

质 过 氧化产物 日益 增多 ，最终 导致 机体 衰老 

和 老年性疾 病的发生” 。抗 氧化酶 的增 龄性 

失 活可能是 由于编码抗氧化酶 的基 因投抗氧 

化酶本 身受到 自由基损伤所致 ．老龄 动物 

机 体 内由于抗 氧化 酶活力 不足 ．细胞 生命 活 

动 过 程 中产 生 的 自由基 不 能 得到 有 敏 的 清 

除 ，自由基不断损 伤细胞 的结 构 ，损伤 的小断 

积 累最 终导致细 胞 衰 亡和 动物 机体 的 衰老 

老 龄小 鼠服 用 鲤 鱼 精 巢 DNA 一段 时 期 以 

后 ，其体 内 的 SOD、CAT、POD、GSH—Px活 

性均 显 著提 高 ，因而其 衰老 的速度 得 到一定 

程度 的遏 制 鲤 鱼精 巢 DNA提 高 老龄小 鼠 

体 内抗 氧化 酶 的活 性 的机制 ，可能是 它 能直 

接清 除 自由基 ，减 少 自由基对 抗氧化 酶 的损 

伤 ，也可能是增 加 了抗氧化酶 的表达 ，其具体 

作用机制正在研究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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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OH—CHC1 )⋯C H|I~，】O ，FABM S I"111／Z 1 

47l{M H) H 和 C NMR数据 和文献报 

道 合 欢 酸 的 致 H 。 

化 合 物 vI：无 色块 状 结 晶 ．mp272 C～ 

274 C(MeOH)，经薄层层析对 照和 已知标准 

品豆 甾醇葡 萄糖苷 一致 

·5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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