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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强度数据 Ψ ∴ !∗ ∀丙∃
∗

Ι 一 射线衍射分析用的是 ] 5 − 8 /
一
5 . 5 Ψ⊥ = 18 Ο ∋ 四圆衍射

双
,

采用 =Ο ? 软件包 5 2 _ 60 = ,
#Ν Ρ &∃ 在 ? Ο ? 一 # # 型计算机上求解结构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在图 & 中示出 1,
2
3 ,( 5 .武 (∃ 分子的立体构型图

。

在表 (中列出该分子中非氢原子在晶

图 Κ : , 一3 ; ,
5 .

, , (∃ 分子的立体构型图

参 考

胞中的分数坐标及其等效热参数
,

在表 & 和

表 ! 中分别列出分子的键长和键角数据
∗

⎯
>

射线衍射分析结果和我们用光谱推定的结构

稍有不同
,

其不同点在于取代基的位置
。

由

于化合物 (一 ∋ 是同系列化合物
,

其差别仅在

于取代基稍有不同
,

因此
,

根据 ⎯ 一射线衍射

分析结果和它们的
‘
3

一
5 Η − 数据

〔, , ,

将化合

物 &一 ∋ 的化学结构相应地修正
,

如图 & 所

示
。

吴文君等人 +&α 曾经报道南蛇藤具有昆虫

拒食作用
,

作者分离得到的这类化合物显示

了较强的昆虫拒食活性 和阳性对照物川棣

素相当∃
∗

由此看出
,

这类物质很可能是南蛇

藤的主要活性成分
∗

这为寻找高效低毒农药

提供了一个可探索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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