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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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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药用植物茉莉花 (Jasm／num$o／／／bo~(L．)Kit．)花蕾中分离到9个化合物，通过波谱 

分析并与已知化合物数据对照，分别鉴定为：苄基．o_ I)-葡萄吡喃糖甙 (1)，苄基-o_ 【)．木 

吡喃糖基 (1—6)． I)-葡萄吡喃糖甙 (2)，tetraol(3)，molihuaoside D(4)，sambacoside A 

(5)，sambacoside E(6)，芦丁 (rutin)(7)，山奈酚．3一()- L鼠李吡喃糖基 (1—2)[d—L鼠李 

吡喃糖基(1—6)]． I)-半乳吡喃糖甙 (8)，斛皮素一3一O-a-L-鼠李吡喃糖基 (1—2)[ L鼠李吡 

喃糖基(1—6)]一 I)-半乳吡喃糖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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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Jasminum sam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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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ine known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flowers of Jasm／nmun$ombac(L．)Mt．Their 

structures were respectively elucidated as benzyl-O-~I)-glucopyranoside(1)，benzyl-O-~-D-xylopyranoxyl 

(1—6)- D-glucopyranoside(2)，tertraol(3)，molihuaosideD(4)，sambacoside A(5)，$ambaco— 

side E (6)，rutin(7)，kaempfeml一3-0-(2，6-di—O-a—L-rhamnopyranosy1)- I)-galactopyranoside 

(8)，and quercetin一3—0-(2，6-di-O-a—L-rhamnopyranosy1)- I)-galactopyranoside(9)，by means of 

the spectrometric analysis． 

Key words：Jasm／num so／／lbac；Oleacea；Benzyl glycosides；Flavonoid glycosides；Iridoidal glycosides 

茉莉花 (Jasminum st~2bdc(L．)Ait．)是木樨科 (Oleaceae)多年生常绿灌木，多分布 

于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地区，我国以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四川、云南分布最 

为广泛。茉莉的根、叶、花均有药用价值。根有麻醉、止痛之功效，可以用于治疗失眠、 

头痛、龋齿、跌打损伤；叶用于治疗外感发热、腹胀腹泻；花可用于治疗腹胀腹泻、结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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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皮炎、疮毒等 (江苏新医学院，1995)。文献报道茉莉花的化学成分有挥发性成分及 

环烯醚萜苷 (Zhang等，1995；Tanahashi等，1988)。本文报道从茉莉花花蕾乙醇提取物的 

乙酸乙酯和水溶液部位，分离获得9个化合物，根据波谱分析结果，分别鉴定为：苄基一 

0一B—D一葡萄吡喃糖苷1，苄基一0一p—D一木吡喃糖基 (1—6)一p—D一葡萄吡喃糖苷2，tetraol 3， 

molihuaoside D 4．sambacoside A 5，sambacoside E 6，芦丁 (rutin)7，山奈酚一3—0一a—L一鼠李吡 

喃糖基 (1—2)[a—L鼠李吡喃糖基(1—6)]一p—D一半乳吡喃糖苷8，斛皮素一3—0心L一鼠李吡喃 

糖基 (1—2)[a— 鼠李吡喃糖基(1—6)]一B—D一半乳吡喃糖苷9。 

1 实验部分 

I．I 仪器、材料和样品 

核磁共振谱用BrukerAM一400核磁共振波谱仪测定，TMS为内标。MS用英国VG公司Auto Spee一3000 

型测定。柱层析硅胶为青岛海洋化工厂200 300目层析硅胶。TLC所用硅胶为青岛海洋化工厂出品的薄 

层层析硅胶GF 和硅胶G。树脂Lewapool为德国拜耳公司出品。聚酰胺为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四青生化材 

料厂出品。显色剂用5％硫酸乙醇溶液。 

茉莉花蕾采自云南省元江县玉元茉莉花有限公司。 

1．2 提取与分离 

干燥花蕾800 g，用75％乙醇冷浸 (3 x 15 L)，然后用氯仿 (3 x 3 L)脱脂，脱脂后剩余部分上Le— 

wapool树脂，分别用水和80％乙醇洗脱，水洗脱部分分别用硅胶柱层析和反相柱层析得到化合物1(200 

mg)和2(560 mg)；乙醇洗脱部分用硅胶柱层析和反相柱层析以及聚酰胺柱层析得到化合物3(40 mg)， 

4(48mg)，5(350mg)，6(16mg)，7(40mg)，8(53mg)，9(553mg)。 

表1化合物1、2的”cNblR谱数据 (100MHz，CI~OD) 化合物 1，白色片状晶体 (MeOH)；分子式： 

Table 1 The”C NMR data for the compounds 1 and 2 

(in cD3OD，100MHz for＆) 

Aglycone 1 2 Sugar 1 2 

l 138．95 139．02 Glc l lo3．17 l03．3l 

2 l29．96 l29．23 2 75．02 75．03 

3 l29．24 l29．26 3 77．96 77．9l 

4 l28．65 l28．68 4 71．56 71．5o 

5 l29．24 l29．26 5 77．88 77．02 

6 l29．96 l29．23 6 62．7l 69．8l 

CHz 71．69 71．90 Xyl 1 105．55 

2 74．85 

3 77．69 

4 71．14 

5 66．89 

C13H18 06；Negative FAB-MS mlz(％)：269[M- 

H]一 (100)，107[M—Glc．H]一 (10)； H NMR 

(CD3OD)：艿4．35(1H，d，J=7．8 Hz，H一1 )， 

4．86(2H，s，H一7)，7．26(1H，dd，J=7．2， 

8．3Hz，H一4)，7．32(2H，dd，J=7．2，8．3 Hz， 

H一3，H一5)，7．42(2H，d，J=7．2Hz，H一4)； 

”C NMR谱数据见表1。以上数据与文献值一致 

(Rosa等，1996)。 

化合物2，白色细针晶 (MeOH)；分子式： 

Cl8 O10o Negative FAB-MS m／z(％)：401[M— 

H]一(100)，269[M—Xyl—H]一(4)； H NMR 

(CD3OD)：艿4．34(1H，d，J=7．5 Hz，H一1 )， 

4．36(1H，d，J=7．5Hz，H一1”)，4．83(2H，s，H一7)，7．25(1H，dd，J=2．2，7．3 Hz，H一4)，7．31 

(2H，dd，J=7．3，7．6 Hz，H一3，H一5)，7．42(2H，d，J=7．3 Hz，H一2，H一6)；”C NMR数据见表 

1。以上数据与文献值一致 (Guo等，1995)。 

化合物3，白色粉末；分子式：C。0 04；EI-MS m／z(％)：204[M] (2)，187(5)，180(16)， 

125 (25)，107 (37)，91(100)； H NMR(CD3OD)：艿1．03(3H，d，J=6．8Hz，H一6)；”C NMR数据见 

表2。以上数据与文献值一致 (Zh~ms等，1995)。 

化合物4，白色粉末；分子式：C44H6402,；Negative FAB-MS mlz(％)：975[M—H]一(100)，81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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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c-H]一(80)，589[M C Ol0]一(9)；’H NMR(CD30D)： 1．04(3FI，d，J=6．4 Hz，H一 )，1·75 

(6H，brd，J：6．9 Hz，H一10X 2)，3．71(6H，s，OMe X 2)，4．81(2H，d，J=7．8 Hz，H一1 X 2)，5．93 

(2H，brs，H一1×2)，6．11(2H，brq，J：7．0 Hz，H一8×2)，7．53(2H，s，H一3×2)； C N腮 数据见 

表2。以上数据与文献值一致 (Zhang等，1995)。 

化合物5，白色粉末；分子式：C6l H8603,；Negative FAB-MS mlz(％)：1361[M—H]一(22)，1199【M- 

GIc．H]一(26)，975[M-Cl7 Ol0]一(2)；。H N腮 (cI)3OD)： 1．07(3H，d，J=7．0 Hz，H一6，，)，1·75 

(9H，brd，J=6．9 Hz，H一10X 3)，3．72(9H，8，OMe X 3)，4．82(3H，d，J=7．8 Hz，H一1 X 3)，5．94 

(3H，brs，H一1 X 3)，6．10(3H，brq，J=6．9 Hz，H一8 X 3)，7．54(3H，s，H一3 X 3)； C NMR数据见 

表2。以上数据与文献值一致 (Tanahashi&Nagak啪 ，1988)。 

化合物6，白色粉末；分子式：C6l H8603,；Negative FAB-MS mlz(％)：1361[M-H]一(22)，1200【M- 

GIc](20)；’HN腮 (c OD)： 1．04(3H，d，J=6．2 Hz，H- )，1．68(9H，brd，J=6．0 Hz，H一10X 

3)，3．71(9H，s，OMeX 3)，4．81(3H，d，J=7．7 Hz，H一1 )，5．92(3H，brs，H一1 X 3)，6．10(3H， 

brs，H一8X 3)，7．52(3H，s，H一3X 3)； C N腮 谱数据见表2。以上数据与文献值一致 (Tanahashl& 

Nagabl阳，1988)。 

表2 化合物3、4、5、6的”CNMR谱数据 (100MHz，CD30D) 

Table 2 Tne C NMR data for the eomr~xmds 3—6(in CD30D，1001VII-~for占c) 

化合物 7，黄色粉末；分子式： 0l6；Negative FAB-MS(negative)mlz(％)：609[M-H]一 

(100)，463[M-Rha-H]一(42)；。H NMR(DNSO-d6)： 4．41(1H，brs，llha H一1)，5．31(1H，d，J= 

7．5 Hz，GIc H一1)，6．19(1H，d，J=2．0 Hz，H一8)，6．39(1H，d，J=2．0 Hz，H一6)，6．81(1H，d， 

J=9．0 Hz，H一5 )，7．52(1H，d，J=2．0 Hz，H一2 )，7．64(1H，dd，J=2．0，8．3 Hz，H一6 )；”C 

NMR谱数据见表3。以上数据与文献值一致 (Zhou&"gang，2000)。 

化合物8，黄色块状结晶；分子式： H劬 ；Negative FAB-NS mlz(％)：739[M-HI一(10o)；。H 碾 

(D d6)： 0．77(3H，d，J=6．2 Hz，Rha H一6)，1．04(3H，d，J=6．2 Hz，Rha H一6)，4．35(1H，brs，Rha 

H一1)，5．o4(1H，b稿，RhaH一1)，5．54(1H，d，J=7．7Hz，Gal H一1)，6．18(1H，d，J=1．9Hz，H一8)， 

6．40(1H，d，J=1．9 Hz，H一6)，6．84(2H，d，J=8．8 ，H一3 ，H一5 )，8．cI3(2It，d，J=8．8 ，H一2 ， 

H一6 )； C N腮 谱数据见表3。以上数据与文献值一致 (Yasukawa&Talddo。1987)。 

化合物9，黄色块状结晶；分子式： 3H帅0 ；Negative FAB-MS mlz(％)：755[M．H]一(100)；’H 

N腮 (DMSO-d6)： 0．79(3H，d，J=6．2 Hz，llha H一6)，1．04(3H，d，J=6．2 Hz，llha H一6)，4．37 

(1H，brs，llha H一1)，5．OI4(1H，brs，llha H一1)，5．54(1H，d，J=7．7 Hz，Gal H一1)，6．18(1H，d， 

J=1．9 Hz，H一6)，6．38(1H，d，J=1．9 Hz，H一8)，6．80(1H，d，J=8．5 Hz，H一5 )，7．47(H，d，J 

=2．1 Hz，H一2 )，7．67(1H，dd，J=2．1，8．5 Hz，H一6 )； C N腮 谱数据见表3。以上数据与文献值 

f{ } l  

—I l l l f } I } I l l  I l I l f I

I l  I } 《 《 l l  } l I l I l l I I I f I l I I l I I l I l I l 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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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 (Yasukawa等，1989)。 

表3 化合物7、8、9的”C NMR谱数据 (100 MHz，DMSO．也) 

Table 3 The”C NMR data for the compounds 7—9(in DMSO-也，100 MHz for 8c) 

致谢 波谱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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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