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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豆的化学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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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次从常用食品绿豆(Phaseolus radiatus L．)中分离得到7个已知化合物，通过波谱解析等方法确定其 

结构为：7．甲氧基牡荆素(1)，硬脂酸(2)，1．硬脂酸甘油脂(3)，色氨酸(4)，尿嘧啶核苷(5)，卢一谷甾醇(6)和胡萝 

卜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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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ven known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CO／rLrnOn food，Phaseolus radiatus L．for the first time．Their 

structures were identified as 7-methoxy vitexin(1)，octadeeanoie acid(2)，glyceryl-1-octadeeanate(3)，tryptophan 

(4)，uridine(5)，／3-sitosterol(6)，and daueostero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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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豆(Phaseolus radiatus L．)，又名青小豆，为豆 

科(Leguminosae)草本植物菜豆属 (Phaseolus)绿豆 

的成熟种子，在我国各地都有种植。人们食用绿豆 

用以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治暑热烦渴、水肿、泻利、 

丹毒、痈肿、解热药毒等⋯。在过去近一个世纪以 

来，人们主要是从营养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其各种营 

养成分，对其小分子物质的化学研究则少见报道。 

到目前为止，傅翠真等曾对其药用有效成分进行过 

定性分析l2J，绿豆的黄酮和木脂素类成分有过报 

道【3引。为了对绿豆作为功能性食品开发提供一定 

的实验依据，我们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化学成分研究， 

首次从中分离得到7个化合物。 

1 仪器和材料 

核磁共振谱用DRX-500和Bruker AM-400型核 

磁共振仪测定，TMS为内标。质谱用 VG Auto Spec． 

3000质谱仪测定。旋转蒸发仪为Buchi R-200。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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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析硅胶板和柱层析硅胶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 

品。Sephadex LH-20为 Pharmacia公司产品，Rp-18 

为日本 YMC公司产品。 

2 提取和分离 

将 15 kg绿豆(Phaseolus radiatus，购于昆明超 

市)粉碎成细粉，分别用甲醇、甲醇／水(7：3)冷浸2 

次，合并浸出液，减压浓缩，得到总浸膏600 g。所得 

总浸膏用热水溶解冷却后再依次用石油醚、氯仿、正 

丁醇萃取并浓缩萃取液，得到石油醚部分263 g、氯 

仿部分158．5 g、正丁醇部分49．5 g，以及水部分134 

g。氯仿部分经硅胶柱以石油 丙酮系统梯度洗 

脱，所得各部分分别经 LH-20凝胶柱以及硅胶柱反 

复层析，得到化合物2(25 mg)、3(35 mg)、6(215 

mg)和7(30 mg)。正丁醇部分经氯仿／甲醇／水系 

统梯度洗脱，所得各部分分别经硅胶柱以及 Rp．18 

柱反复层析，得到化合物 1(25 mg)、4(12 mg)和5 

(10 mg)。 

3 结构鉴定 

7一甲氧基牡荆素(1) c丝H：：0 。，黄色粉末(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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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FAB 一MS m／z：447[M+1] ； C NMR(100 

MHz，DMSO—d6) ：164．4(s，C一2)，102．7(d，C-3)， 

182．4(s，C4)，156．3(s，C-5)，98．5(d，C-6)， 

163．1(s，C-7)，104．9(s，C-8)，160．7(s，C-9)， 

104．3(s，C一10)，121．9(s，C一1 )，129．3(d，C一2 ， 

6 )，116．2(d。C-3 ，5 )，161．4(s，C4 )，73．7(d， 

C一1”)，71．2(d，C一2”)，78．9(d，C-3”)，70．9(d，C一 

4”)，82．O (d，C-5”)，61．6 (t，C-6 )，48．9 (q， 

OCH3)。 

硬脂酸 (2) C 。H 0：，白色 晶体 (氯仿)。 

FAB 一MS m／z：285[M+1] ； C NMR(100 MHz， 

CDC13) ：180．6(s，C一1)，34．1(t，C-2)，24．7(t，C一 

3)，29．7—29．1(t，C4—15)，31．9(t，C一16)，22．7 

(t，C一17)，14．1(q，C一18)。 

1一硬脂酸甘油脂 (3) C2 H42O ，白色晶体(氯 

仿)。FAB 一MS m／z：359[M+1] ； C NMR(100 

MHz，CDC13) ：174．4(s，C一1)，34．1(t，C一2)，24．9 

(t，C-3)，29．7—29．1(t，C4—15)，31．9(t，C一16)， 

22．7(t，C一17)，14．1(q，C一18)，65．1(t，C一1 )， 

7O．2(d，C一2 )，63．3(t，C-3 )。 

色氨酸(4) C H 2N2O：，淡黄色粉末(甲醇)。 

EI—MS m／z：204[M] ； C NMR(100 MHz，DMSO— 

d6) ：124．1(d，C-2)，109．6(s，C-3)，118．5(d，C- 

4)，118．4(d，C-5)，121．0(d，C-6)，111．4(d，C· 

7)，127．3(s，C-3a)，136．4(s，C-7a)，27．2(t，C一 

8)，54．9(d，C-9)，170．4(s，C一10)。 

尿嘧啶核苷 (5) C H ：N：06，白色 晶体(甲 

醇)。EI—MS m／z：244[M] ； C NMR (100 MHz， 

D2O) ：154．4(s，C一2)，168．9(S，C4)，105．0(d， 

C-5)，144．5(d，C-6)，92．1(d，C-1 )，72．1(d，C- 

2 )，76．4(d，C．3 )，86．9(d，C4 )，63．5(t，C-5 )。 
一 谷甾醇(6) c： H如O，白色针晶(氯仿)。与 

-谷甾醇标准品在TLC上的JRr值一致。 

胡萝 卜苷 (7) C H印0 ，白色粉末(甲醇)。 

与胡萝 卜苷标准品在TLC上的JR值 一致。 

致谢：本文中MS和 NMR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 

物研究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 

点实验 室仪器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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