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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花生茎叶的化学成分。方法 :利用各种色谱技术进行分离 ,根据光谱数据鉴定结构。结果 :从花生茎叶

中分离了 11个化合物 ,经光谱分析鉴定了其中 9个化合物 ,依次为β2谷甾醇 (Ⅰ)正三十一烷 (Ⅱ)、大豆皂醇 B (Ⅲ)、胡

萝卜苷 (Ⅳ)、二十六烷酸α2单甘油酯 (Ⅴ)、棕榈酸 (Ⅵ)、豆甾烷 23β, 6α2二醇 (Ⅶ)、十六烷酸α2单甘油酯 (Ⅷ) ,十八烷酸

α2单甘油酯 (Ⅸ)。结论 :除化合物 Ⅰ、Ⅳ、Ⅵ外 ,其它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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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茎叶为豆科植物落花生属落花生 A rach is

hypogaea L. 的茎叶 ,味甘、淡 ,性平 ,具有清热解毒 ,

宁神降压功效 ,主治跌打损伤 ,痈肿疮毒 ,失眠 ,高血

压 [ 1 ]。现代研究证明 ,花生茎叶具有显著的镇静安

眠、降压、止血凝血等多种生理活性 [ 2～7 ] ,而其化学

成分研究较少 ,为此我们对花生茎叶进行了系统的

化学成分研究 ,共分得 11个化合物 ,并鉴定了其中

的 9 个 :β2谷甾醇 (β2sitosterol, Ⅰ )、正三十一烷

( hentriacontane, Ⅱ) ,大豆皂醇 B ( soyasapogenol B ,

Ⅲ)、胡萝卜苷 ( daucosterol, Ⅳ)、二十六烷酸α2单甘

油酯 ( hexacosanoic acid 2, 32dihydroxyp ropyl ester,

Ⅴ)、棕榈酸 (palm itic acid, Ⅵ)、豆甾烷 23β, 6α2二醇

( stigmastane23β, 6α2diol, Ⅶ)、十六烷酸α2单甘油酯

( daturic acid 2, 32dihydroxyp ropyl ester, Ⅷ)、十八烷

酸α2单甘油酯 (monostearin acid 2, 32dihydroxyp ropyl

ester, Ⅸ) ,其中除化合物 Ⅰ、Ⅳ、Ⅵ外 ,其它化合物均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1　仪器和材料

　　NMR用 B ruker AM 2400和 B ruker DRX2500,以

TMS为内标 ; MS用 VG Autospec23000; 熔点仪为

XRC21型显微镜熔点仪 ,温度计未校正 ,四川大学科

仪厂出品 ;薄层硅胶及柱色谱硅胶均由青岛海洋化

工厂生产 ;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花生茎叶采自河北省永年县 ,并经安徽中医学

院中药教研室方成武副教授鉴定。

2　提取和分离

　　花生茎叶 5 kg,粉碎 ,用 70%乙醇回流提取两

次 ,过滤 ,合并滤液。减压回收乙醇至无醇味 ,加水

悬浮 ,依次用石油醚、醋酸乙酯、水饱和正丁醇萃取。

取醋酸乙酯部分干浸膏 50 g,湿法上硅胶柱 ,用石油

醚 2丙酮梯度洗脱 ,每 500 mL为一个流份 ,收集洗脱

液。TLC检测 ,合并相同流份。在石油醚 2丙酮 (100

∶1)部份 ,流份 1放置 ,析出白色颗粒状晶体 ,氯仿

重结晶后得到化合物 Ⅱ ( 10 mg) ;在石油醚 2丙酮

(90 ∶10)部份 ,流份 5放置 ,析出无色针状结晶 ,丙

酮反复重结晶后得到化合物 Ⅰ ( 20 mg) ,其余流份

经 MC I柱脱色 , Sephadex LH220柱纯化后得到化合

物 Ⅵ (85 mg) ;在石油醚 2丙酮 (80 ∶20)部份 ,流份 7

经 MC I柱脱色处理后 ,经反复硅胶柱色谱处理 ,

Sephadex LH220 柱纯化 ,依次得到化合物 Ⅲ ( 11

mg) , Ⅴ (6 mg) , Ⅷ (5 mg)和 Ⅸ (5 mg) ;在石油醚 2丙
酮 (70 ∶30)部份 ,流份 9经 MC I柱脱色处理后 ,硅胶

柱色谱处理 ,氯仿中重结晶后得到化合物 Ⅶ ( 5

mg) ;在石油醚 2丙酮 (60 ∶40)部份 ,流份 20放置 ,析

出白色粉末 ,氯仿 2甲醇 (1 ∶1)反复重结晶后得到化

合物 Ⅳ (15 mg)。

3　鉴定

　　化合物 Ⅰ:无色针状结晶 ,分子式为 C29 H50 O;

mp137～138°C; E I2MS (m /z) : 414 (M + ) ( 81 ) , 399

(35) , 396 ( 55) , 381 ( 45) , 329 ( 75 ) , 303 ( 64 ) ,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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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 213 (95) , 145 ( 100) , 55 ( 54) ,与文献报道的

β2谷甾醇 E I2MS一致 [ 8 ] ,与己知化合物β2谷甾醇的

混合熔点不下降 ,且与对照品 β2谷甾醇混合后共

TLC,其 Rf 值为一个斑点 ,故确定为β2谷甾醇。

化合物 Ⅱ:白色粉末状结晶。分子式为 C31 H64 ;

mp 66～67 °C; MS呈烃类裂解规律 ,分子离子峰

(m /z) 436 (M
+ ) ,并与文献 [ 9 ]对照 ,确证为正三十一

烷。

化合物 Ⅲ:无色针状结晶 ,分子式为 C30 H50 O3 ;

mp 258 ～259 °C; FAB2MS: 457 (M + 21 ) ; 13 C2NMR

(DMSO2d6 , 100 MHz)δppm: 145. 4 ( s, C213) , 122. 9

( d, C212) , 80. 7 ( d, C23) , 76. 1 ( d, C222) , 64. 7 ( t, C2
23) , 56. 8 ( d, C25 ) , 48. 6 ( d, C29 ) , 47. 3 ( t, C219 ) ,

45. 8 ( d, C218) , 43. 4 ( s, C214) , 42. 8 ( s, C24) , 42. 4

( t, C221) , 40. 5 ( s, C28 ) , 39. 3 ( t, C21 ) , 38. 2 ( s, C2
10) , 37. 5 ( s, C217) , 33. 9 ( t, C27) , 33. 3 ( q, C230) ,

31. 1 ( s, C220) , 29. 5 ( q, C228) , 29. 3 ( t, C215) , 28. 9

( t, C216) , 28. 6 ( t, C22) , 28. 4 ( q, C227) , 26. 8 ( t, C2
11) , 24. 5 ( q, C224) , 23. 3 ( q, C229) , 20. 9 ( t, C26) ,

19. 4 ( q, C226) , 16. 5 ( q, C225) ,依据光谱分析 ,并与

文献 [ 10 ]对照 ,确定化合物 Ⅲ为大豆皂醇 B。

化合 物 Ⅳ: 白 色 颗 粒 状 结 晶 , 分 子 式 为

C35 H60 O6 : mp 297 ～298 °C; E I2MS m /z ( % ) : 414

(M
+ 2162) ( 10 ) , 396 ( 80 ) , 255 ( 45 ) , 145 ( 90 ) , 83

(100) ,与文献一致 [ 8 ]
,与对照品胡萝卜苷的混合熔

点不下降 ,且与对照品胡萝卜苷混合后共 TLC,其

Rf 值为一个斑点 ,故确定化合物 Ⅳ为胡萝卜苷。

化合物 Ⅴ:无色针状结晶 :分子式为 C29 H58 O4 :

mp 97 ～98 °C; E I2MS m /z ( % ) : 413 (M
+ 2C4 H9 )

(5) , 134 ( 50 ) , 98 ( 100 ) ;
1
H2NMR (DMSO2d6 , 400

MHz)δppm: 4. 08 ( 2H, m, H21) , 3. 82 ( 1H, m, H22) ,

3. 56 (2H, m, H23) , 2. 29 ( 2H, t, H25) , 1. 19～1. 58

(46H, m ) , 0. 82 ( 3H, t, H229) ; 13 C2NMR (DMSO2
d6 , 100 MHz)δppm: 174. 5 ( s, C24) , 69. 9 ( d, C22) ,

65. 0 ( t, C21 ) , 63. 1 ( t, C23 ) , 34. 1 ( t, C25 ) , 22. 5～

31. 8 ( t, C26～28) , 13. 9 ( q, C229) ,依据光谱分析 ,

并与文献 [ 11 ]对照 ,确定化合物 Ⅴ为二十六烷酸α2单
甘油酯。

化合物 Ⅵ:无色针状结晶 ,分子式为 C16 H32 O2 ;

mp 60～62 °C; E I2MS m /z( % ) : 256 (M
+ ) (36) , 231

(60) , 129 (50) , 115 (15) , 98 (10) , 85 (15) , 73 (40) ,

60 ( 28 ) ; 1 H2NMR ( C5 D6N , 400 MHz)δppm: 0. 83

(3H, t, J = 6. 5 Hz) , 1. 22～1. 37 (24H, brs, 12CH2 ) ,

1. 77 ( 2H, m ) , 2. 5 ( 2H, m ) ;
13

C2NMR ( C5 D6 N , 100

MHz)δppm: 176. 1 ( s, C21 ) , 23. 1～34. 9 ( t, C22～
15) , 14. 3 ( q, C216) ,依据光谱分析 ,并与文献 [ 10 ]对

照 ,确定化合物 Ⅵ为棕榈酸。

化合物 Ⅶ:无色针状结晶 ,分子式为 C29 H52 O2 ,

mp 214～215 °C; E I2MS m /z ( % ) : 432 (M
+ ) ( 10) ,

414 (20) , 249 (19) , 231 (80) , 123 ( 46) , 95 ( 100) , 55

(50) ;
13

C2NMR (DMSO2d6 , 100 MHz)δppm: 71. 2 ( d,

C23) , 69. 5 ( d, C26) , 56. 4 ( d, C214) , 56. 3 ( d, C217) ,

54. 0 ( d, C29 ) , 51. 8 ( d, C25) , 46. 0 ( d, C224 ) , 42. 8

( t, C27) , 41. 5 ( s, C213) , 40. 0 ( t, C212) , 37. 5 ( t, C2
1) , 36. 5 ( s, C210) , 36. 3 ( d, C220) , 34. 5 ( t, C222) ,

34. 1 ( d, C28) , 32. 1 ( t, C22) , 30. 9 ( t, C24) , 29. 4 ( d,

C225) , 28. 4 ( t, C216 ) , 26. 3 ( t, C223 ) , 24. 4 ( t, C2
15) , 23. 3 ( t, C228) , 21. 3 ( t, C211) , 19. 9 ( q, C227) ,

19. 2 ( q, C226) , 18. 9 ( q, C221) , 13. 6 ( q, C219) , 12. 2

( q, C229) , 12. 1 ( q, C218 ) ,依据光谱分析 ,并与文

献 [ 12 ]对照 ,确定化合物 Ⅶ为豆甾烷 23β, 6α2二醇。

化合物 Ⅷ:无色针状结晶 ,分子式为 C19 H38 O4 ;

mp 68～69 °C; E I2MS m /z ( % ) : 330 (M
+

+ 1) (2) ,

299 ( 5 ) , 239 ( 60 ) , 134 ( 55 ) , 98 ( 100 ) : 1 H2NMR

(DMSO2d6 , 400 MHz)δppm: 4. 18 ( 2H, m, H21 ) ,

3. 93 ( 1H, m, H22 ) , 3. 68 ( 2H, m, H23 ) , 2. 35

(2H, t, H25) , 1. 16～1. 25 ( 26H, m ) , 0. 87 ( 3H, t,

H220) ;
13

C2NMR (DMSO2d6 , 100 MHz)δppm: 174. 3

( s, C24) , 70. 3 ( d, C22) , 65. 5 ( t, C21) , 63. 3 ( t,

C23) , 34. 1 ( t, C25 ) , 22. 7 ～31. 9 ( t, C26 ～19 ) ,

14. 1 ( q, C220) ,依据光谱分析 ,并与文献 [ 13 ]对照 ,确

定化合物 Ⅷ为十六烷酸α2单甘油酯。

化合物 Ⅸ:无色针状结晶 ,分子式为 C21 H42 O4 ;

mp 67～69 °C; E I2MS m /z ( % ) : 327 (M
+ 231) (5) ,

299 (25 ) , 239 ( 100 ) , 135 ( 50 ) , 98 ( 60 ) ;
1

H2
NMR (DMSO2d6 , 400 MHz)δppm: 4. 09 ( 2H, m, H2
1) , 3. 81 (1H, m, H22) , 3. 53 (2H, m, H23) , 2. 29

(2H, t, H25) , 1. 27～1. 59 (30H, m ) , 0. 86 (3H, t,

H221) ;
13

C2NMR (DMSO2d6 , 100 MHz)δppm: 174. 5

( s, C24) , 70. 3 ( d, C22) , 65. 5 ( t, C21) , 63. 5 ( t,

C23) , 34. 1 ( t, C25 ) , 22. 6 ～32. 1 ( t, C26～20 ) ,

14. 4 ( q, C221) ,依据光谱分析 ,并与文献 [ 14 ]对照 ,确

定化合物 Ⅸ为十八烷酸α2单甘油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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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耳子广泛分布于美洲北部和中部、欧洲、亚洲及非洲

北部。种类繁多 ,主要品种有苍耳 Xanthium sibiricum ( X.

strum arium )、蒙古苍耳 X. m ongolium、刺苍耳 X. spinosum、卡

氏苍耳 X. cavanillesii、大果苍耳 X. m acrocarpum、意大利苍耳

X. ita licum、加拿大苍耳 X. canadense、巴西苍耳 X. brasilicum

等。苍耳子适应性强 ,资源丰富 ,在中国以苍耳及其变种 ,蒙

古苍耳为主要种类 ,另外 ,偏基苍耳 X. inaequila tium DC及刺

苍耳等在中国也有分布 [ 1 ]。其成熟带总苞的果实苍耳子为

传统中药 ,中国药典各版均有记载。苍耳子性味辛苦 ,具有

散风湿、通鼻窍的作用。中药临床应用中 ,主要以治疗风寒

头痛、鼻渊流涕、湿痹拘挛、风疹瘙痒等症为主 ,为鼻科常用

药 [ 2 ]。苍耳植物全株均有毒性 ,病理特征表现为动物和人在

误食一定量后出现血糖下降 ,昏迷 ,严重者出现肾衰竭甚至

死亡。

苍耳子所含化学成分复杂。主要包括挥发油、倍半萜内

酯、糖苷 (甙 )类以及脂肪油成分等。有关苍耳子的研究 ,国

内主要以中医临床应用及药效为主 ,国外则更侧重于化学物

质的分离提纯及单化合物的药理活性及毒性的研究。本文

主要对苍耳子所包含化学成分及其分离分析研究现状进行

综述 ,希望能为苍耳子的研究提供参考作用。

1　苍耳子中化学成分及其分离分析

1. 1　挥发油成分

　　苍耳子果实中所含挥发油成分含量较低 ,从中药入药角

度考虑 ,苍耳子在入药过程中主要以炒制品为主 ,因此挥发

油成分对苍耳子的药效作用影响不大。挥发油成分的研究

主要以苍耳属植物叶为研究对象。通常采用水蒸汽蒸馏方

法提取 ,以 GC2MS作为分析工具 [ 327 ]。

苍耳属植物种类较多 ,各种属植物叶中所含挥发油组成

及含量各有差异。苍耳 X. strum arium 叶中主要挥发油成分

为 d2柠檬烯 ( d2limonene) ,香芹醇 ( carveol) ,α2紫罗兰酮 ( al2
pha2ionone) ,萜品油烯 ( terp inolene) ,β2石竹烯 ( beta2caryo2

phyllene) ,散花烃 ( p2cymene)等 [ 3 ]。加拿大苍耳 ( X. cana2
dense)叶中主要挥发油成分为大根香叶烯 ( germacrene D )以

及反式 222己烯醇 ( ( Z) 222hexenol) ,柠檬烯 ,δ2榄香烯 ( [ del2
ta ] 2elemene) ,β2石竹烯以及 α2律草烯 ( [ alpha ] 2humulene)

等 [ 4 ]。卡氏苍耳 (X. cavanillesii)叶中挥发油成分主要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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