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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尖绣线菊的化学成分 

⋯  ， 650204 ／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 敏研究实验室，昆明 ) 、』9 ．／， · 

CHEM ICAL CoNSTITUENTS OF SPIRAEA JAPONICA 

VAR．ACUM INATA 

关麓词 堡 绣线菊碱v- s一羟基乌索醴 学彩， ． K
eywords SpiraeajaponicaVal"acuminata．SpiramineV，18-hydroxy ursollcacid{ ／ 

我们曾对斯尖绣线菊(Spiraea~ponica vat．acumina／aFranch．)醇提取物的生物碱部分进行 了系统的 

化学研究，分离鉴定了 16个新的二菇生物碱及 1个新的二萜(郝小燕等，1995；郝小江等，1994；Hao et a1． 

1993；郝小江等，1992；Hao et al，1992；郝小江等，1991；Node et at,1990；Hao et at,1987)现对其醇提取物 

的非生物碱部分进行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渐尖绣线菊样品采 自云南昆明，样 品标本由本所植物分类宣的孙航博士鉴定。其干根粉 末 10 kg以 

95％乙醇净浸 3周，重复 3次，经减压浓缩除去溶荆得浸膏 1．4 kg，取 700 B浸膏用 3％盐酸溶解，醴水 

不溶物用氯仿反复提取、过滤，水洗氯仿溶液至水洗层呈中性，氯仿溶液以无水碗酸钠干燥，减压i挺缩得 

浸膏 180 g，经 200至 300目硅胶柱层析分段后，在经硅肢 H减压短桂星析，分别 不同比例的石油醚一 

丙酮洗脱，得到绣线菊 S(spiramine s)(1)(郝小燕等，1995)(15 mg，得率 3×10I4％)、新成分绣线 

菊碱 V (spiramine v) (2) 和碱 s的 混晶 (15 mg，得率 3×10 ％)及新 成 分 18一羟 基 乌索醴 

(18-hydfoxy ursolic acid)(3)(35 mg，得率 7×1旷 ％) 

绣线菊碱 V (2)及碱 s混晶的高分辨质谱仅给出一个分子离子峰即 416 2455，由此得知其分子式为 

C H 0 N(计算值为416 2437)}其拔磁共振氢谱示有 1：1的两组化台物讯号，其碳谱讯号与之相应 

(表 1，2)。对照两组讯号可知：a．两个成分具有相同的分子骨架和基团}b．碱 S(1)的 15位为 一乙酰 

氧基取代，其 15flH的 为 5 22(1H，d， J=1 76Hz)}其 7位为 一羟基取代，其 7fill的 为 3．68 

(1H， m)}c．碱 V (2)的 15一 H讯号的 为 3．90(1H， br．s)，故其 15位为 一羟基取代；其 7一 H讯 

号为 ．81(1H， m)，故 7位为 一乙酰氧基取代。因此，碱 v的结构解析为 (2)，即为碱 s的 同分异 

构体。我们 曾试图将此两个化合物进行分离，但未达到 目的，其原因在于该分子骨架中 C15，C7两个台 

氧取代均为 构型而处于同一平面，在硅胶层析条件下，由于硅胶的弱酸性作用促进分子内酰基迁移反应 

使两成分相互转化而达到一种“动态平衡”(图 1)。此现象亦发生于绣线菊碱 L与碱 M 的分离 中 (都小江 

等， 1992)，既然具 15一 构型台氧取代的 Atisine型生物碱仅发现于绣线菊碱类成分且皆具7- 含氧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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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因此这种酰基迁移现象也就成为该类成分的特征反应之一。 

争  

。 

29 J 20 

表 1 绣线菊IIS曩碱 v的lHNMR数据 

Table I The H NM R dataof spiramin~S and spiramineV 

18一羟基乌索酸 (3)为无色结晶，熔点 265 267℃， n+5。(c 0．25，MeOH)，质谱示其分子量为 

472，结合拔磁共振碳谱的解析求得其分子式为 C∞H4日O4，不饱台度为 7，其各种波谱的基本数据归纳如下： 

EIMS m／z：473(M+I，s)，427(30)，354(15)，264(1 o)，207(20)；IR K缸BrcIn1：3400，2920，2880，1690， 

1450，1370．1230，l150；‘H NMR (c D N)65．61(1H，t，J=3．6Hz，H 1 2)，3．43(1H，dd，J=5．5，10 6Hz， 

H 3 ，1 59，1．44，1 23，l_02，0 90(备 3H，s)，1 1I(3H，d，J=6．6Hz，3H 29)，1．10(3H，d，J=6．6Hz,3H 30)； 

cNMR数据见表 3。 

3的波谱 中示有 1个羟基、5个角甲基、2个叔甲基、1个三取代烯键、1个叔羟基及 1个仲羟基，属 

乌索酸类五环三萜，与乌索酸 (4)比较，多一叔羟基。3的质谱 中m／z264及 207为该类三萜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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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裂解的碎片峰，其m／z 264则表明属羟基在D环上或 E环取代，由于 19，20位甲基皆为叔甲基 

(d，J=6．6Hz)，故该敏羟基只可能在 18位取代，其 Cl3，Cl7，Cl9的碳谱讯号发生低场位移亦说明了这 

一 点，因此，3的结构鉴定为 1 8-羟基乌素酸 (18一hydroxy ursolic acid) 

裹 2 绣战菊碱 S和碱 v的 CNMR数据 

Table 2 C NM R data of spiramine S and spiramin~V 

衰 3 ls-羟基乌索酸(3)疆乌索酸甲醇 X奠运jI．19嘲 的’’cNMR数据 

Table 3 The CNMR dataof1 8-hydroxy ursolicacid(3)and ursolicac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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