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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中含量最高的一个新街体生物碱 .约达地上部分干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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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微的清香

桂碱 Ω .1二 Μ #ΑΞ (Μ %佰 ∃ # Ω 0 结构已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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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碱 性质奇异
,

虽经多种簿层方法检

测为单一斑点
,

但
‘“

=? 8 谱的碳数 目使我们十分困惑
,

怀疑它是否为不饱和同系物混

品
。

而氢化
、

嗅化
、

碱解均表现出特异的化学行为
,

因此只好用Π 一
晶体衍射分析方法测

定其结构
。

现将其一般性质及Π 一晶体衍射分析结果报道
,

测定细节将和清香桂碱 ∀ 另文

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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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胞 内分子数 Χ χ 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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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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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独立衍射点为) α Ψ 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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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法 .7 5 6 Φ Π 4 Φ程序 0从 6 图上获得−− 个非氢原子位置
,

经最小二乘法与;。盯%Μ Η综合法交替进行
,

获得全部非氢原子位置
,

并判断了氮
、

氧原子

种类
。

对结构参数 .原子坐标
,

各向异性热振动参数 0进行最小二乘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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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骨架由三个六元环和一个五元环组

成
1 、

∀
、

均为椅式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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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为反式联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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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架中氮原子 = . ) 0
,

与取代基构成平面形式
,

氮原子 = . − 0
,

则呈四面体形式
,

表明孤电子对存在
。

结晶状

态下 = . ) 0上的两个甲基 .− β 0
、

.− Σ 0 以及 .− + 0 一 = . − 0 两侧的取代基

.− ) 0
、

.− − 0
、

.− Ζ 0 和 : . ) 0 均存在取向无序状态
。

相应的键长
、

键角值具

有平均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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