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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Ⅱ：白色粉末(丙酮)。分子式C。。H !O 

盐 酸一镁粉反应呈 阳性，Molish试剂检验呈 阳性反 

应，说 明 化 合 物 是 黄 酮 苷。EI—MS， H—NMR， 

C—NMR光谱数据均与文献一致 ，因此确定化合 

物 Ⅱ为柚皮素一4()一葡萄糖苷。 

化合物 Ⅲ：黄色粉末 ，mp 178(、～18O C，盐 

酸一镁 粉反应 阳性。IR，UV， H—NMR，”C—NMR， 

FAB—MS数据与文献对照 ]。鉴定该化合物为芹菜 

素一7一。一葡萄糖苷。 

化合物 IV：黄色颗粒状结 晶，mp 255(、～260 

C，盐 酸一镁 粉 反 应 阳 性。IR，UV， H—NMR， 

C—NMR，FAB—MS数据 与文献对照 ]，鉴定化合 

物IV为樨草素一7一()一葡萄糖苷 。 

化合物 V：浅黄色针晶(热乙醇)。mp 174(、～ 

176 C，盐酸一镁粉反应 阳性 ，Molish反应阳性，IR。 

UV， H—NMR，EI—MS光谱数据与文献对照一 ，鉴定 

化合物 V为芸香苷，即芦丁。 

2．2 抗氧化结果评定：吸光度低表示抗氧化作用 

强，吸光度高表示抗氧化作用弱。结果见表 1。 

本研究结果初步证明从百蕊草 中分得的黄酮苷 

类化合物(尤其是化合物 I)能明显抑制老年 SD大 

鼠肝匀浆的脂质过氧化物的生成 ，为进一步研究其 

药理作用机制奠定了基础。 

表 1 化合物 I～V的抗氯化活性( ±s，，l一3) 

Table 1 Antioxidation of compounds I V ( ±s．，l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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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蛹虫草化学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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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徽中医学院 药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8：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05) 

人工蛹虫草 Cordy~、eps militaris(I ．)I ink又 

称北冬虫夏草 ，与冬虫夏草同属麦角菌科虫草属。北 

方民间曾把蛹虫草作为冬虫夏草应用 ]。《新华本草 

纲要》记载其“性平 ，味甘，有益肺肾，补精髓 ，止血化 

痰”等功效，用于肺结核及老人虚弱和贫血等症 ．为 

珍贵的中药材＆ 。目前由于人们疯狂搜寻挖掘冬虫 

夏草，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因而与冬虫夏草齐名的 

蛹虫草在国际上 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的开发与 

生产也为我国开辟 了新的营养源和药源。对于冬虫 

夏草化学成分的研究较多，而对人工蛹虫草化学成 

分研究较少，仅见姜弘等一 从人工蛹虫草子实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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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得到 8个化合物，分别为核苷类、甾醇和脂肪酸 

类化合物。我们现报道从其人工培养的子实体中得 

到 7个化合物，其中化合物 I，V～Ⅶ，为首次从该 

真菌中分离得到。本实验通过对人工蛹虫草化学成 

分的系统研究 ，对比两者的化学成分的异同，为人工 

蛹虫草代替冬虫夏草药用提供研究基础。 

1 仪器与材料 

XRC一1型显微熔点仪(温度计未教正)，四川 

大学科 仪厂 出品。NMR用 Bruker AM 一400和 

Bruker DRX一500，以 TMS为 内标 。MS用 VG 

Autospec一3000。薄层色谱硅胶及柱色谱硅胶 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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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海洋化工厂生产，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样品人工 

蛹虫草 C．militaris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纪大干教授提供 ，并经植物分类室臧穆教授鉴定。 

2 提取与分离 

人工蛹虫草 328 g粉碎后 ，氯仿一甲醇(1：1)浸 

泡 24 h，反复 4次，直至浸出液颜色很淡为止。45 C 

下减压浓缩 ，回收溶剂小体积，得黄褐色液体，室温 

下放置过夜 ，析出黄色固体，滤过 ，干燥后约 12．2 g。 

析出的固体分别用醋酸乙酯和甲醇溶解 。得醋酸乙 

酯溶解部分约 3．6 g，甲醇溶解部分约 5．4 g。醋酸乙 

酯溶解部分硅胶拌样湿法上柱分离，依次用石油醚、 

石油醚一醋酸乙酯梯度洗脱，最后用醋酸乙酯一甲醇 

(85：15)冲洗 ，每 150 mL为一个流份。在石油醚一 

醋酸乙酯 95：5洗脱部分流份 3得到化合物 Ⅲ(5 

mg)；在 80：20洗脱部分流份 7中得 到化合物 I 

(250 mg)，流份 10中得 到化 合物 lI(35 mg)；在 

40：60洗脱部分流份 18得到化合物 V(31 mg)，19 

流份得到化合物 IV(9 mg)，最后醋酸乙酯 甲醇85： 

15冲洗得到化合物Ⅶ(180 mg)。甲醇部分经湿柱上 

样分离 ，以氯仿一甲醇梯度洗脱，在 7：3洗脱部分得 

到化合物 Vl(56 mg)。 

3 鉴定 

化合物 I：白色针晶；mp 146 C～148 C；分子 

式C 28H4 O；El—MS ／z：396(100)，378(10)，363 

(90)，337(65)，271(25)，253(45)，211(25)，69(37)； 

”C—NM R (CDCl 3)：12．0，16．3，17．6，19．6，19．9， 

21．1，22．9，28．3，31．9，33．1，37．0，38．3，39．0． 

40．4，42．8，46．2，54．5，55．7，70．4，114．6，116．3， 

119．6， 131．9。 135．6， 139．8， 141．4； H—NM R 

(CDCl )：5．55(1H ，t)，5．36(1H，t)，5．18(2H ，dd)， 

3．60(1H，dd)，2．44(1H ，d)，2．26(1H，t)，2．05(1H， 

d)，2．02(1H ，s)，1．89(2H，t)，1．86(1H，t)，1．23 

(3H，d)，0．81(6H，dd)，0．61(3H，s)。与文献中发表 

的数据对照，确定该化合物为麦角甾醇。]。 

化合物 lI：白色针晶；mp 175(、～177 C；分子 

式为C：8H44O 3；EI—MS ／z：428(25)，410(30)，396 

(80)，363(65)251(65)，152(45)，107(65)，95(70)， 

81(78)，69(86)，55(100)。Rf值与标准品对照相同， 

展 开剂：石 油醚一醋酸 乙酯 (7：3)，氯仿一甲醇(8： 

2)。确定该化合物为麦角甾醇过氧化物。 

化合物 III：白色片状结晶；mp 60 C～62 C；分 

子式为Cl 6H32O 2；El—MS，，z／ ：256(8)，239(25)，214 

(20)，85(12)．183(37)，141(28)，60(100)。与文献中 

发表的数据对照 ，确定该化合物为软脂酸 ]。 

化合物IV：白色方晶；mp 222 C～224 C；分子 

式为c 。H 。N O。；EI—MS，”C—NMR光谱数据与文献 

中发表的数据对照，确定该化合物为 3L脱氧腺苷 

(虫草素)is]。 

化合物 V：白色无定形粉末 ；mp 144 C～148 

C；[Q] +5．2；分子式 为C H NO9；El—MS ／z： 

728IN +1]一(4)，711(6)，666(20)，577(25)，549 

(55)，440(26)，368(50)．314(80)，297(1O0)，22 

(70)．222(30)，180(14)，111(17)，83(17)，60(20)； 

C—NMR (DM S()一d )：13．9，15．7，22．1，27．2， 

27．4，28．7，28．9，29．0，29．1，31．3，32．1，38．9， 

39．1．39．3，39．5，39．7，39．9，10．1，52．9，61．1， 

63．1．68．7，70．1，71．1，73．4，76．6，76．9，103．4， 

113．9，123．4，129．0，134．9，173．8； H—NMR (DM— 

S()d )：7．34(1H，d)，5．50(3H)，4．91(1H，s)，4．86 

(4H，d)，3．95(1H，d)，1．52(4H，s)，0．83(8H，t)。与 

文献中发表的数据对照，确定该化合物为脑苷脂 B 

(cerebroside B)： 
。 

化合物Ⅵ：白色针晶；mp 154 C～156 C；分子 

式 为C 6Hl4O6；EI—MS ／z：183(2)．146(10)，133 

(80)．115(17)，103(96)，91(50)，85(6)，73(100)，61 

(89)．56(74)； 。C—NMR(D，O)：63．9，69．7，71．3； 

H NMR (D：O)：4．41(1H，d)，4．34(1H ，t)，4．13 

(1H．d)。与文献中发表的数据对照，确定该化合物 

为 ，)一阿洛糖醇一 。 

化合物Ⅶ：无色方晶；mp 116 C～118 C；分子 

式 为C H：：() ；FAB—MS：341 IN 一1 r (100)，247 

(5)．155(6)； C NMR (DMSO—d )：60．8，71．1， 

71．6，42．5，72．9，93．1； H—NMR(DMSO d6)：4．86 

(2H．d)．4．77(4H 。dd)，4．36(2H，t)，2．49(1H，d)。 

与标 准 图谱 对 照，确 定 该化 合物 为二 糖 B[a—D— 

glc—Q D glc(1—+1) 一 。 

4 讨 论 

通过对人工蛹虫草化学成分的分析，利用常规 

分离手段共得到 7个化合物，分别为软脂酸、阿洛糖 

醇、麦角甾醇及其过氧化物、脑苷脂 B、二糖 B、虫草 

素。其中软脂酸、麦角甾醇过氧化物、虫草素 3个化 

合物前人已经从蛹虫草中分离得到过，其余 4个成 

分均是首次从人工蛹虫草中分得。 

核苷类成分在冬虫夏草的治疗过程中有较大贡 

献，其中 3一脱氧腺苷(3 deoxyadenosine)称为虫草 

素．是冬虫夏草治病防病的活性成分～ 。脑苷脂类化 

合物是构成动植物细胞 的组成成分，在细胞识别和 

结合中起到关键作用。近年来的研究还表明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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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还具有抗癌、抗炎、抗病毒(尤其是肝炎病毒)和增 

强免疫的作用 。麦角甾醇类化合物也具有多种 

生理功能。同时，在人工蛹虫草中大量存在的二糖类 

化合物可能在其治疗和保健作用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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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木通藤茎的化学成分研究 

王 晔 ，鲁 静、，林瑞超 

(1．内蒙古药品检验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O1 0020； 2．中国药科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9： 
3．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北京 100050'~ 

木通科木通属植物的主要化学成分为三萜皂 

苷 ，并具有显著的利尿活性 。国内外学者已从该 

属植物的根、茎、果实和果皮中分离得到 30多种皂 

苷类成分一。 ，但对三叶木通藤茎的化学成分尚未 

见报道。本实验以三叶木通的藤茎为研究对象 。对其 

正丁醇部位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利用各种色谱技 

术，从中分离得到了 10个化合物，并借助 UV，IR． 

MS，ID和 2D—NMR等化学方法及物理手段对其中 

9个化合物进行了结构鉴定，分别为：齐墩果酸一3一 

O—a—L一吡喃 鼠李糖一(1—2)-a—L一吡 喃阿拉伯糖 苷 

(I)。齐墩果酸一3一O—a—L一吡喃鼠李糖一(1—4)一口一D一 

吡 喃葡萄糖一(1—2)-a—L一吡喃阿拉伯糖苷 (II)．常 

春藤皂苷元一3一O—a—L一吡喃鼠李糖 (1—4)口D一吡喃 

葡萄糖一(1—2)-a—L一吡喃阿拉伯糖苷(m)，3-O—a—L一 

吡喃鼠李糖一(1--+2)-a—L一吡喃阿拉伯糖一齐墩果酸一 

28一O—a—L一吡 喃 鼠李糖 (1— 4)一口一D一吡 喃葡 萄糖一 

(1—6)一口一D一吡喃葡萄糖酯苷(V)。3-O一 一D一吡喃葡 

萄糖一(1—2)一a—L一吡喃鼠李糖一(1—4)-a—L一吡喃阿 

拉伯糖一常春藤皂苷元一28一O—a—L一吡喃鼠李糖 (1— 

4)一口一D一吡喃葡萄糖一(1— 6)一 一D一吡喃葡萄糖 酯苷 

(Ⅵ)。3 O—a—L一吡喃鼠李糖一(1—2)a L吡喃阿拉伯 

糖一常春藤皂苷元 28一O—a—L一吡喃 鼠李糖一(1—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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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吡喃葡萄糖酯苷(Ⅶ)，3-O一口一D一吡喃葡萄糖一(1— 

2)一a—L一吡喃阿拉伯糖一齐墩果酸一28一O—a—L一吡喃 鼠 

李糖 (1—4)一 一D一吡喃葡萄糖一(1—6)一口一D一吡喃葡 

萄糖酯苷(Ⅶ)，3-O—a—L一吡喃鼠李糖一(1—4)-a—L一吡 

喃阿拉伯糖一齐墩果酸一28一O—a—L一吡喃鼠李糖一(1— 

4)一 D一吡喃葡萄糖一(1—6)一 D一吡喃葡萄糖酯苷 

(L＼)．3-O a L吡喃 鼠李糖一(1—6)一 D一吡喃葡萄 

糖一(1—2)-a—L一吡喃阿拉伯糖一常春藤皂苷元一28—0一 

a—L一吡喃 鼠李糖一(1—4)一口一D一吡喃葡萄糖一(1—6)一 

口一D一吡喃葡萄糖酯苷(X)。以上化合物均系首次从 

三叶木通藤茎中分离得到，其中化合物Ⅶ，Ⅶ和 Ⅸ为 

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l 样品来源与鉴定 

三叶木通药材采集于北京植物园，为三叶木通 

qkebia trifoliata(Thunb．)Koidz的藤茎，经中国药 

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中药标本馆张继副主任药师鉴定。 

2 仪器与试剂 

熔点用 X一5型显微熔点仪测定；UV 用 Shi— 

madzu UV一21O0紫 外 分 光 光 度 计 测 定；IR用 

Nicolet Impact 400型傅 立 叶 红 外光 谱 仪 测 定 ； 

FAB—MS用 AutoSpec Ultima—Tof型质谱 你 测 

定；ID和 2D NMR分别用 INOVA一500型超导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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