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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香茶菜的成分

—
新二菇龙胜香茶菜素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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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化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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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

孙汉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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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文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

昆明,

从户西桂林产龙胜香茶菜叶中分得一种新的对映坝壳杉烯型二菇化合物
,

命名为龙胜香茶菜

素
,

经光谱和化学方法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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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系唇形科香茶莱属多年生

草本殖物
,

产于广西北部山区
,

生于疏林下
、

水旁阴处
,

民间用其全草入药治疗肝炎有一定疗

效
,

其化学成分未见研究
∗

为探讨其生理活性成分
,

我们从其干叶的乙醚提取物中分得一个新

的对映
一
贝壳杉烯型二菇化合物

,

命名为龙胜香茶莱素 +; 8 < 2 34 5 < 2 =) > /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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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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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研究表明
,

∃ 对胃腺癌 Φ Γ % Η % 一Ι 有一定活性 +将另文发

表,
,

本文报道其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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