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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Roots of Polygala tenuifolia 

W ANG Haot，TONG Yu-Xin2，YE W en-Cai ，ZHAO Sholl-Xun1 

(1．Deparmmat of Phytoehemistry，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09，Jiangsu，China； 

2．Sh~lian Pharmaceutical Sci& Tech Developing C~~pany，Hefei 230011，nr~ni，China) 

[AbsU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the roots of Polygala tenuifolia．Metlu~h Column 

chromatographic techniques were employed for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the plan t an d the structures were 

duddated by spec~ ic analysis．Result：Five chemical constituents were isolated and elucidated as 4-Cq3-glucopyranosyl一1，3，6一 

trihydrox~7一methoxyxanthone(1)，4．C-[ D—apiofuranosyl一(1— 6)一~-D,glueopyranosy1]一1，3，6-trihydroxy-7一methoxyxanthone 

(2)，presenegenin(3)，presenegenin-3一O— D—glycopyranoside(4)and daucosterol(5)，respectively．CondQsion：C~~pounds 1，3，4 

an d 5 were isolated  from this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Cc~ pound 1 is a new natural product． 

[Key wolds] chemical constituent；Polygala tenuifolia [责任编辑 李 禾】 

吉林产西洋参的皂苷成分研究 

苏 健 ，李海舟2，杨崇仁2 
(1．云南省药品检验所 ，云南 昆明 650011；2．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204) 

[摘要】 目的：研究吉林产西洋参根中的皂苷成分。方法：西洋参根的甲醇提取物用氯仿和正丁醇萃取，正丁 

醇萃取物经硅胶和 RP-8反相硅胶反复柱层析分离 ，得到纯化合物 。通过谱学分析鉴定其结构 。结果 ：分离得到 10 

个单体皂苷 ，分别鉴定为 24(R)一假人参皂苷 RTs(1)，人参皂苷 Rgl(2)，20(R)一人参皂 苷 Rga(3)，24(R)一假人参 

皂苷 F (4)，人参皂苷 Re(5)，三七皂苷 K(6)，人参皂苷 Rd(7)，人参皂苷 Rc(8)，人参皂苷 RbI(9)，以及人参皂苷 

Rb2(10)。结论 ：对吉林产西洋参的皂苷成分进行 了较系统的化学研究 ，分离鉴定 10个单体皂苷 ，其 中，化合物 1 

为首次从西洋参中分离得到。 ， 

[关键词】 西洋参；皂苷；人参皂苷 

[中图分类号 】R 2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302(2oo3)o9—0830-04 

西洋参 eanax quinquefolium L．系五加科人参 

属植物 ，原产于北美洲。西洋参 的植物形态与人参 

P．ginseng C．A．Meyer十分相似 ，具有益肺 阴、清 

虚火、生津止渴等作 用，治肺虚久 咳、失血、咽干 口 

渴、虚热烦倦等n]。，有关西洋参的化学成分已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西洋参一向依赖进口，近年，我国引 

种栽培的西洋参已逐步产业化 ，为进一步阐明国产 

西洋参的化学组成，为质量标准的制定和国产西洋 

参产品的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我们对吉林省产 的西 

洋参根进行 了皂苷成分的化学研究 ，从 中分离到 10 

个单体化合物。经谱学分析并与文献对照[2-,o]分别 

[收稿 日期】 2002—11—25 

[通讯作者】 Tel：(0871)3130538 E-mail：sujian-km@163．Ⅲ  

鉴定为 24(R)一假人参皂苷 RT5(1)，人参皂苷 Rg1 

(2)，20(R)一人参皂苷 Rg3(3)，24(R)一假人参皂苷 

Fll(4)，人参皂苷 Re(5)，三七皂苷 K(6)，人参皂苷 

Rd(7)，人参皂苷 Rc(8)，人参皂苷 Rb1(9)，人参皂 

苷 Rb2(10)。其 中主要为原人参二醇型皂苷 ，部分 

为原人参三醇型皂苷 ，并有少量 的奥克提罗型三萜 

皂苷(化合物．1，4)。24(R)一假人参皂苷 RT5(1)系 

首次从西洋参中分离得到。 

1 实验部分 

熔点用四川大学科学仪器厂生产的 XRC-I型 

显微熔点仪测定，温度计未校正。旋光用 JASCO-20 

仪测定。FAB-MS和 E1一MS用 VG Auto Spec-3000 

型质谱仪测定0 NMR用 Bruker AM．400和 Bruker 

DRX-500超 导 核 磁 共 振仪 测 定，pyridine-d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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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SO-d6为溶剂 ，TMS内标 。青 岛化 工厂 硅胶 ， 

Merck公司生产的 RP一8为柱层析材料；TLC用青岛 

化工厂生产的硅胶 H预制薄板和 Merck HP RP-8 

F254预制薄板 I．展开剂 ：①氯仿一甲醇一水 ；②甲醇一水； 

显色剂 10％t-I2S04一E 0H。西洋参 P．ginseng为吉 

林省靖宇县西洋参集团公司提供 ，鉴定人杨崇仁研 

究员 ，标本现存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取 4年生栽培西洋参 的干燥 主根 1 800 g，粉 

碎 ，甲醇加热提取 3次。提取液浓缩至干 ，用水溶 

解 ，氯仿萃取 3次 ，水层用正丁醇萃取 3次。正丁醇 

提取液浓缩至干 ，得 132 g，经硅胶柱层析 ，以氯仿一 

甲醇一水(6．5：3．5：0．9)洗脱 ，分为 5个部分(Fr I～ 

V)。Fr I经硅胶柱层析 ，氯仿一甲醇一水 (6．5：3．5： 

0．9)洗脱 ，分为 3个部分 ，各部分再经 RP一8反相硅 

胶柱层析分离 ，40％～60％甲醇洗脱 ，得到化合物 1 

(12mg)；FrlI经硅胶柱层 析分离 ，氯仿一甲醇一水 

(6．5：3．5：0．9)洗脱 ，分 为 3个 部分，各部分再经 

RP一8反相硅胶柱层析分离 ，40％～60％甲醇洗脱， 

得到化合物 2(718 mg)和 3(10 mg)；FrⅢ经硅胶柱 

层析分离，氯仿一甲醇一水(6．5：3．5：0．9)洗脱 ，分为 5 

个部分 ，各部 分再经 RP一8反相 硅胶柱层 析分离 ， 

40％～60％甲醇洗脱 ，得到化合物 4(1．2 g)，5(726 

mg)和 6(329 mg)；Fr IV经硅胶柱层析分离，氯仿一甲 

醇一水 (6．5：3．5：0．9)洗脱 ，分为 2个部分 ，分别再经 

RP-8反相硅胶柱层析分离 ，40％～60％甲醇洗脱 ， 

得到化合物 7(86 mg)和 8(37 mg)；Fr V经硅胶柱 

层析分离 ，氯仿一甲醇一水(6．5：3．5：0．9)洗脱 ，得到化 

合物 9(3．7 g)和 10(162 nag)。 

2 化合物的鉴定 

化合物 1 白色粉末 ，mp211～213"C，[a] 

+24．2(C 1． 05，MeOH)；负 离 子 FAB-MS rn／z 

(％)：653([M—H]一，100)，491([M—H一162]一， 

7)，提 示 含 有 1个 六 碳 糖；1H—NMR(400 MHz， 

pyridine-d5) ：0．75，1．00，1．．14，1．24，1．24,1．45， 

1．59，2．07(each 3H，s，C}{3×8)，4．99(1H，d，J=7． 

9 Hz，6一glc 1一H)，提示在 18；19，2l，26，27，28，29，30 

位分别为一CH3，并且在 C-6位上接有 1个葡萄糖 ；l3 

CNMR(100 MHz，pyridine~d5)见表 1。根据 Tanaka 

o总结 的奥克提罗型三萜 C-24位差 向异构体化学 

位移差别经验规律H]：llp C-24位化学位移在较高场 

( 95)为 R 构型，在较低场( 88)为 S构型。化合 

物 1的 C-24位化学位移较低(艿85．6)，提示可能为 

R构型，进一步在 ROESY谱 中也观察到 H_24与 

H-21的 NOE相关，证实 H-24和 H-21在同一平 面 

上，最 终确 定 为．R 构型。此外，通过 HMQC， 

HMBC，H-H COSY等二维核磁共振技术 ，对化合物 

1进行了全归属 ，并 且纠正了原文献 中苷元 6位和 

葡萄糖 3 位、5 位化学位移 J的错误归属。通过光 

谱 数 据 与 文 献 [5]对 照 ，鉴 定 为 ：6一O一(f}-D— 

glucopyranosy1)一38，6a，1213，25一tetrahydoxy-24(R)一 

epoxy—dammarane即：24(R)一假人参皂苷 RT5[24 

(R)一pseudoginsenoside RT5]。 

． 
表 1 化合物 1的bC-NMR化学位移 

aglycone 测得值 文献值 sugar 测得值 文献值 

化合物2．白色粉末，mp191～194"(3，[a] 

+19．5(C 0．68，Me()lH)；负 离 子 FAB-MS m／z 

(％)：800([M]一，100)，637([M 一162一H]一， 

10)； H-NMR(400 MHz，pyridine-d5)8：0．78(3H，S， 

30一CU3)，0．97(3H，S，19一CU3．)，1．32(3H，S，18一 

CH3)，1．49(3H，S，28一CH3)，1．57(3H，S，29一CH3)， 

1．59(6H，S，26-’27一CH3．)，2．02(3H，S，21一CH3)， 

4．98(1H，d，J：7．7 Hz，6一glcl—H)，5．13(1H，d， 

J=7．7 Hz，20一glc 1一H)；以上数据及l3G (100‘ 

· 83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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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z，pyridine-d5)数据与文献[5]对照 ，鉴定为人参 

皂苷 I l(ginsenoside Rg1)。 

化合物3 白色粉末 ，mp315～31812，[a] 
一 10．1(c 0．69，C5H5N)；负 离 子 FAB-MS m／z 

(％)：784([M]一，100)，621([M 一162一H]一， 

4)； H-NMR(400 MHz，pyridine-ds)8：0．79(3H，s， 

19一CH3)，0．93(3H，s，30一CH3)，0．98(3H，s，18一 

CH3)，1．1O(3H，s，29一CH3)，1．32(3H，s，28一CH3)， 

1．41(3H，s，26一CH3)，1．62(3H，s，27一CH3)，1．64 

(3H，s，21一CH3)4．91[1H，d，J=7．4 Hz，glc(inner) 

1-H]，5．33[1H，d，J=7．6 Hz，glc(termina1)1一H]； 

以上数据及 CNMR(100 MHz，p dine-d5)数据与 

文献 [5]对照，鉴定为 20(R)一人参皂苷 Rga[20(R)一 

ginsenoside Rg3]。 

化合 物 4 白色 粉 末 ，[a] 一12(c 0．43， 

Me()H)；负离子 ．FAB-MS m／z(％)：799([M — 

H]一，100)，653([M 一146一H]一，5)，491([M 一 

146—162一H]一，1)； H-NMR(400 MHz，pyridine- 

d5)8：0．93，1．15，1．19，1．24，1．32，1．45，1．77，2．09 

(each 3H，s，CH3×8)，5．24(1H，d，J=7．7 I-Iz，glc 1一 

H)，6．48(1H，s，rha 1一H)，1．75(3H，d，J=11．5 I-Iz， 

rha 6-CH3)；以 上 数 据 及 ONMR(100 MHz， 

pyridine-ds)数据与文献 [5]对 照，鉴定为 24(R)一假 

人参皂苷 Fll[24(R)-pseudoginsenoside Fl1]。 

化合物5 白色粉末 ，mp200～20312，[a] 

+0．0(c 0．75，M H)；负离子 FAB-MS m／z(％)： 

946([Mr ，100)，799([M 一146一H]一，24)，637 

([M一162一H]一，12)，475([M一146—162—162一 

H]一，4)； H-NMR(400 MHz，pyridine-ds)8：0．95 

(3H，s，18一CH3)，0．96(3H，s，19．CH3)，1．13(3H，s， 

30一CH3)，1．34(3H，s，29一CH3)，1．56(3H，s，21一 

CH3)，1．58(6H，s，26．，27．CH3)，2．07(3H，s，28一 

CHs)，5．13(1H，d，J=7．9 Hz，20一glc 1．H)，5．23 

(1H，d，J=7．0 Hz，6-glc 1一H)，6．44(1H，d，J=1．6 

Hz，6-rha 1一H)；以上数 据及 CNMR(100 MHz， 

p dine-ds)数据与文献对照，鉴定为人参皂苷 Re 

(ginsenoside I )。 

化合 物6 白色粉末 ，mp199～20212 ，[a] 

+14．4(c0．1，MeOH)；负离子 FAB-MS m／z(％)： 

1 139([M—H]一，100)，961([M 一162一H]一，10)， 

799([M 一162—162一H]一，11)； H．NMR(400 
· 832 · 

MHz，pyridine-d5)8：0．。82，0．92，1．08，1．25，1．26， 

1．57，1．59，1．93，(each 3H，s，CH3×8)，4．89[1H， 

d，J=7．04 Hz，3-glc(inner)1一H]，5．36[1H，d，J： 

7．32 Hz，3一g|c(termina1)1一H]，4．90[1H，d，J：7．04 

I-Iz，20一glc(inner)1一H]，5．35[1H，d，J=7．08 I-Iz， 

20~1c(termina1)1一H]；以上 数据 及 C-NMR(100 

Ⅻ z，pyridine-d5)数据与文献 [5]对照 ，鉴定为三七 

皂苷 K(notoginsenoside K)。 

化合物7 白色粉末 ，mp204～20612，[a] 

+16．8(c 0．55，MeOH)；负 离 子 FAB-MS m／z 

(％)：946([M]一，100)，783([M 一162一H]一，12)， 

621([M 一162—162一H]一)； H—NMR(400～ ， 

pyridine-ds)8：0．73(3H，s，19一CH3)，0．94(3H，s，30一 

CH3)，0．96(3H，s，18一CH3)，1．10(3H，s，29．CH3)， 

1．21(3H，s，28一CH3)，1．6O(6H，s，26一，27一CH3)， 

1．63(3H，s，21一CH3)，4．92[1H，d，J=7．5 I-Iz，3一glc 

(inner)1一H]，5．18(1H，d，J=7．7 Hz，20一glc 1一H)， 

5．37[1H，d，J=7．6 Hz，3一glc(termina1)1．H]；以上 

数据及13C-NMR(100Ⅻ z，p dine-d5)数据与文献 

[5]对照 ，鉴定为人参皂苷 Rd(ginsenoside Rd)。 

化合物8 白色粉末 ，mp193～19612，[a] 

+2．1(c 0．37，MeOH)；负离子 FAB-MS仇／z(％)： 

1 077([M—H]一，100)，945([M一132一H]一，12)， 

783(1M一132—162一H]一，7)； H—N (400 MHz， 

pyridine-d5)艿：0．72(3H，s，19一CH3)，0．94(6H，s， 

30一，18一CH3)，1．08(3H，s，29一CH3)，1．26(3H，s，21． 

CH3)，1．61(6H，s，26一，27．CH3)，1．66(3H，s，28． 

CH3)，4．90[1H，d，J=7．7Hz，3一glc(inner)1一H]， 

5．11[1H，d，J=7．7 Hz，20一glc(inner)1一H]，5．35 

[1H，d，J=7．4 Hz，3一glc(termina1)1一H]，4．96(1H， 

d，J=1．4 Hz，20一am(termina1)1一H]；以上数据及 

zC-NMR(100 MHz，pyridine-d5)数据与文献 [5]对 

照，鉴定为人参皂苷 Rc(ginsenoside Rc)。 

化合物9 白色粉末，mp195～19712，[a] 

+11．5(c 0．56，
．

Me(]lH)；负 离 子 FAB-MS m／z 

(％)：1 107([M—H]一，lOO)，945([M 一162一H]一， 

17)，783([M 一162—162一H]一，8)； H-NMR(400 

MHz，pyridine-d5)8：0．78(3H，s，19-CH3)，0．93 

(3H，s，30一CH3)，0．94(3H，s，18 CH3)，1．07(6H，s， 

29一，28一CH3)，1．56(3H，s，21一CH3)，1．58(6H，s，26一， 

27-CH3)，4．88[1H，d，J=7．6 Hz，3一glc(inner)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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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06[1H，d，J=7．7Hz，20一glc(inner)1一H]， 

5．09[1H，d，J=7．7Hz，20一glc(termina1)=1一H]， 

5．34[1H，d，J=7．6 Hz，3一glc(termina1)1一H]；以上 

数据及 CNMR(100Ⅲ z，pyridine-d5)数据与文献 

[5]对照，鉴定为人参皂苷 Rbi(ginsenoside Rb1)。 

化合物 10 白色粉末 ，mp197～199℃ ，[a] 

+28．8(c 0．69，MeolH)；负 离 子 FAB-MS m／z 

(％)：1 077([M—H]一，100)，945([M一162一H]一， 

8)，783([M 一132—162一H]一，4)； H-NMR(400 

MHz，pyridine-d5)艿：0．79(3H，s，19一CH3)，0．94 

(3H，s，30一CH3)，1．09(3H，s，18一CH3)，1．26(6H，s， 

29一，28一CH3)，1．61(3H，s，28一CH3)，1．63(3H，s，26一 

CH3)，1．64(3H，s，27一CH3)，4．90[1H，d，J=7．7 

Hz，3一glc(inner)1一H]，5．12[1H，d，J=7．8 Hz，20一 

glc(inner)1一H]，5．37[1H，d，J=7．7 Hz，3一glc 

(term ina1)1一H]，5．53[1H，d，J=1．2 Hz，20一al'a 

(termina1)1一H]；以上数据及 GNMR(100 MHz， 

pyridine-d5)数据 与文献 [5]对照 ，鉴定为人参皂苷 

Rb2(ginsenoside R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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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Saponin Constituents in Roots of Panax quinquefolium 

su Jian1，LI I-Iai—Zhou2，YANG Chong-Ren2 

(1．Yunnan InstituteforDrugControl，Ktmming 650011，Yunnan，China； 

2．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Yunnan，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amine the saponins constltuents in roots of Panax quinquefolium cultivated in China． IeI【h0_l： 

The methanol extract fr(釉 roots of P．quinquefolium cultivated in Jiling province of China was extracted by chloroform and — 

butanol successivdy．T印 pure saponin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n-butanol extract by silica gd an d RP一8 reversed-phase cokmm 

chromatography．T}商r stnl~ eswereidentified bymeansof spectralmethodsand 旺Iparedwith known嘣 np0|mds．Result：Ten 

Sa~llirlswereisolated flDm P．quinquefolium．Theywereidentified aSginsenosideRgl(2)，Re(5)，Rd(7)，Re(8)，Rbl(9)，Rb2 

(10)，24(R)一ginaenoside (3)，24(R)一pseudoginaenoside RTs(1)，F11(4)and notoginaermsideK(6)，respecfivdy．C‘ ：l璐．岫 ： 

work has elucidated the saponins cx~stituents of P．quinquefolium cultivated in Jilin province of China and has shown that 

compound 1 waS isolated  from this plan t for the first time． 

[Key words] Panax quinquefolium；saponin；ginsenoside [责任编辑 李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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