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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化学成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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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木瓜[Chaenomeles speciosa(Sweet)Nakai]果实的乙酸乙酯提取物中分离并鉴定了 4个化合物，利用现 

代波谱技术(MS、 H NMR、”C NMR)进行结构鉴定，它们分别为对苯二酚(1)、3，4-二羟基苯 甲酸(2)、槲皮素(3) 

和 3一羟基 丁二酸 甲酯 (4)。2，2-Z．苯基-1-苦肼 基(DPPH)自由基 清除试验 表明化合 物(1～3)显示抗 氧化 活性 。化 

合物 1～4均为首次从该植物 中获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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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Components of Chaenomeles speciosa (Sweet)Na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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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ur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ethyl acetate extract of the dried fruits of Chaenomeles Spe— 

ciosa(Sweet)Nakai，and their structures were identified with spectral methods (M S， H NM R，and 。C 

NM R)as hydroquinone(1)，3，4-dihydroxybenzoic acid (2)，quercetin (3)，and methyl 3-hydroxylbutaned— 

ioic ester(4)．Compounds(1～3)exhibited antioxidant effects in 2，2 一diphenyl一1一picrylhydrazyl(DPPH ) 

radical scavenging assay．Compounds 1～ 4 were obtained from this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 

Key words：Chaenomeles speciosa；chemical components；antioxidant activity；2，2 一diphenyl一1一picrylhydrazyl 

(DPPH)free radical 

木瓜为蔷薇科植物贴梗海棠EChaenomeles spe— 

ciosa(Sweet)Nakai]的干燥 成熟果实 ，味酸 、温 ，人 

肝 、脾经，有平肝和胃、去湿舒筋的功效 ，常用于治疗 

腰酸腿痛、风湿性关节炎 、四肢转筋、吐泻等症[1 ]。 

药理实验表明，甜木瓜具有抗 肿瘤、保肝 及抑菌作 

用，临床上多用于治疗急性病毒性肝炎。同时，木瓜 

亦为一种可食瓜果 ，近年来又应用于美容护肤化妆 

品行业 。据文献记载 ，木瓜果实 中含有有机酸 、三萜 

及黄酮、皂苷等成分[2 ]，并发现 了木瓜的一些新 的 

药理作用 ]。作为对木瓜属植物进行系统研究 的 

一 部分 ，本研究用 DPPH 活性跟踪 的方法 ，从木瓜 

乙酸乙酯提取物中首次分离得 到 4个单体化合物。 

DPPH 自由基清除试验表 明化合物 1～3具有抗氧 

化活性。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和仪器 

木瓜干燥果 实购 自云南省药材公司，经鉴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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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enomezes speciosa(Sweet)Nakai。质谱用英 国 

Micromass产 VG Auto—Spec一3000质谱仪测定 ； H 

和isC NMR谱用 Bruker AM一400 MHz核磁共振仪 

测定 。柱层析用硅胶(200～300目)、硅 胶 H 和薄 

层层 析用 硅胶 GF 均 为青 岛 海洋 化 工 厂生 产 ； 

Sephadex LH一20为 Pharmacia公 司产 品；DPPH 

(2，2 一diphenyl—l—picrylhydrazyl，2，2-二苯基苦基苯 

肼)为 Sigma-Aldrich公司产品。 

1．2 提取与分离 

甜木瓜果实(30 g)粉碎后经 95 乙醇 回流提 

取，提取液减压浓缩成浸膏 ，加水悬浮后依次用石油 

醚 、乙酸乙酯和正丁醇进行萃取，减压浓缩得各部分 

提取物。乙酸乙酯部分(10 g)经反复硅胶柱层析和 

Sephadex LH一20，分离得化合 物 1(15 mg)、2(508 

mg)、3(78 mg)和 4(221 mg)。 

1．3 DPPH试验 

样品 以 1：10倍 MeOH 稀 释，DPPH 样 品 以 

1：10被乙 醇溶 液稀 释 (呈 紫 色溶 液 ，Xmax为 517 

nm)，将样品加到 0．975 mL的 DPPH 溶液 中，摇匀 ， 

观察到 DPPH溶液的颜色变浅，吸光度值变小。利用 

该性质可将 0．5 mg／mL的 DPPH溶液用作显色试 

剂 ，在展开样品的薄层板上进行喷洒 ，从而快速／直接 

地检测出待测样品中是否含有抗氧化活性物质，该方 

法称之为薄层 白显影技术(TLC bioautography)，即抗 

氧化物质遇到该 试剂后会在紫色背景上呈现黄色 

斑 。 

2 结果与分析 

从甜木瓜果实乙醇浸膏乙酸乙酯可溶部分经反 

复硅胶柱层 析和 Sephadex LH-20纯化 ，得 到 4个 

化合物，借助波谱技术分别鉴定为：对苯二酚(1)、3， 

4一二羟基苯甲酸(2)、槲皮素(3)及 3一羟基丁二酸甲 

oH 

oH 

CooH 

oH 

Fig．1 

oH 

Ho 

酯 (4)Doq3]。 

化合物 1 白色针晶(CHCl。)，C6H 02。MS ／ 

：108[M-2H]一。1H NMR(acetone-d6，400 MHz)， ： 

6．65(1H× 4，s)。̈ C NMR(acetone-d6，100 M Hz)， ： 

151．1(C-1，G4)，116．6(c_2，G3，c-5，c_6)。以上数 

据与文献报道一致，故此化合物鉴定为对苯二酚(hy- 

droquinone)L 。 

化合 物 2 无 色 方 晶 (MeOH)，C H o 。 

H NMR(MeOH—d ，400 MHz)， ：7．44(1 H，d，J 

一

9．0Hz，H一6)，7．41(1 H，S，H一2)，6．80(1H，d，J 

一9．0Hz，H一5)。”C NM R(M eOH—d4，100 M Hz)， 

：170．3(CooH)，123．1(C一1)，117．7(c_2)，145．9 

(c_3)，151．4(c_4)，115．7(C一5)，123．9(C一6)。通 

过 H MR和 C NMR数据分析 ，确定为 3，4一二羟基 

苯 甲酸(3，4一dihydroxybenzoic acid)[ ]。 

化合物 3 黄色粉末(MeOH)，C H 。07。盐酸一 

镁粉反应呈阳性 。 H NMR(acetone-d6，400 MHz)， ： 

7．76(1H，d，J一2．0Hz，H一2 )，7．64(1H，dd，J一8．5， 

2．1Hz，H一6 )，6．95(1H，d，J一 8．5Hz，H一5 )，6．48 

(1H，d，J—1．9Hz，H-8)，6．23(1H，d，J— 1．9Hz，H一 

6)。”C NMR(acetone-d6，100 MHz)， ：147．3(G 2)， 

136．6(c_3)，176．7(c_4)，162．1(G 5)，99．3(G 6)， 

165．1(C-7)，94．5(C-8)，157．7(G 9)，103．1(c_10)， 

123．5(G 1 )，115．8 (c_2 )，146．1(c_3 )，148．6 (c- 

4 )，116．2(C-5 )，121．3((2-6 )。以上数据与文献相 

符 ，故鉴定为槲皮素(quercetin)口 ,123。 

化 合 物 4 无 色 针 晶 (acetone)，C5 H8o5。 

ElMS ／ ：149[M+1] ，130，102，89，71。 H NMR 

(acetone-d6，500 MHz)， ：4．50 (1H，dd，J一 4．7， 

7．1Hz，H一3)，3．69(3H，S，CH3)，2．78(1H，dd，J 

一4．7，16．1Hz，H-2a)，2．65(1H，dd，J一7．1，16．1 

Hz，H-2b)。̈ C NMR (acetone-d6，125 M Hz)， ：174．2 

oH 

oH o 

图 1 化合物 1～3的结构式 

Chemical structures of compounds 1～3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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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一4)，172．0 (C一1)，68．3 (C-3)，52．3 (OCH3)， 

39．3(C一2)。通过 以上数据分析 ，鉴定为 3一羟基丁 

二酸甲酯(methyl 3-hydr0xylbutanedioic ester) ̈ 。 

3 讨 论 

本研究首 次从木 瓜 中分离 鉴 定 了 4个 成 分。 

DPPH 自由基清除试验表 明化合物 1～3显示抗氧 

化活性。木瓜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药物，在我国中 

医临床中应用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现代药理学研 

究及临床实验发现木瓜治疗病毒性肝炎疗效显著， 

但对木瓜活性成分研究报道甚少。本实验从木瓜分 

离与鉴定化学成分的研究 ，为筛选该 天然药物 的有 

效成分 ，进一步开发利用木瓜资源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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