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2OO4。26(5)：563—568 

Aeta Botaniea Yunnan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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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肾茶 (C／erodendranthus sp／catus)的地上部分共分离了19个化合物，分别被鉴定为5． 

羟基一7，3 ，4'-三甲氧基黄酮 (1)，鼠尾草素 (2)，5一羟基一6，7，3 ，4'-四甲氧基黄酮 (3)， 

泽兰黄素 (4)，3'-羟基一5，7，8，4'-四甲氧基黄酮 (5)，异橙黄酮 (6)，黄芪苷 (7)，异槲 

皮素 (8)，咖啡酸 (9)，对一羟基苯甲醛 (1O)，对一羟基苯甲酸 (11)，原儿茶醛 (12)，原 

儿茶酸 (13)，3，4_二羟基苯酰甲醇 (14)，迷迭香酸 (15)，迷迭香酸乙酯 (16)，秦皮乙素 

(17)，neoorthosiphol A(18)和 谷甾醇(19)。迷迭香酸和其它酚性化合物可能与该植物的抗 

菌、消炎的药效有着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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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Clerodendranthus spic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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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ITact：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the aerial parts of C／erodendranthus sp／catus 

(Thunb．)C．Y．Wu obtained the isolation of nineteen compounds．Their structures were determined as 

5．hydroxy一7，3 ，4'-trimethoxyflavone(1)，salvigenin(2)，5·hyaroxy一6，7，3 ，4'-tetramethoxy— 

flavone (3)，eupatrin(4)，3'-hyaroxy一5，7，8，4'-tetramethoxyflavone(5)，isosinensetin(6)，as— 

tmgalin(7)，isoquercetrin(8)，caffeic acid(9)，p-hydroxy-benzaldehyde(10)，p-hyaroxy-benzoic 

acid(11)，pmtocatechuic aldehyde(12)，pmtocatechuic acid(13)，3，4-dihydroxyphenacyl alcohol 

(14)，rosmanic acid(15)，rosmanic acid ethyl ester(16)，esculetin(17)，neoorthosiphol A(18) 

and13-stiosteml(19)．Rosmanicacid and others phenolic compoundsmaybe relatedtothe effects ofanti· 

bacterial and anfiintlam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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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茶 (Clerodendraruhus m (Ihunb．)C．Y．Wu)为唇形科肾茶属植物，该属植物 

全世界仅有5种，产于东南亚至澳大利亚。我国仅有 Clerodendraruhus spi,cat,~一种，主产 

于广东、海南、广西南部、云南南部、台湾及福建 (侯宽昭，1998)。因其雄蕊长得酷似 

猫的胡须，又名 “猫须草”。民间药用全草，有清热去湿、排石利水之功效，用于治疗急 

慢性肾炎、膀胱炎、尿路结石、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 (江苏新医学院，1986)。在云南， 

以思茅和西双版纳地区种植最多。西双版纳制药厂采用肾茶的茎叶粗粉制成袋泡茶，泡水 

服用，对泌尿道感染方面的疾病有治疗与保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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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关肾茶的药理及临床的应用研究报道较多 (高南南等，1996a，b，c；芩小波 

和王瑞淑，1997；黄昆明，2000；黄荣桂等，1999；黄彬，1996；游金星，1996)。主要集 

中于泌尿系统炎症方面的研究，而有关化学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对肾茶的药理、临 

床作用有一个客观、科学的认识，我们对西双版纳产的肾茶进行了化学成分的研究。 

从肾茶地上部分70％的丙酮提取物中，共分离鉴定了19个化合物，其中，化合物1 

— 8为黄酮和黄酮苷，9—16为酚性化合物，17为香豆素，18为高氧化度的二萜，19为甾 

醇。根据化合物波谱数据与文献报道相比较，以及在薄层板上与标准品对照R值的方法， 

这些化合物分别被鉴定为：5．羟基．7，3 ，4 ．三甲氧基黄酮1(钟纪育和邬宗实，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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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尾草素 (salvigenin)，2(钟纪育和邬宗实，1984)，5一羟基一6，7，3 ，4 一四甲氧基黄酮3 

(Malterud等，1989)，泽兰黄 (eupatrin)4(wahono等，1991)，3 一羟基一5，7，8，4 一四甲 

氧基黄5(钟纪育和邬宗实，1984)，异橙黄酮 (isosinensetin)6(George&Sally，1984)，黄 

芪苷 (astragalin)7，异槲皮素 (isoquercetrin)8，咖啡酸 (eaffeie acid)9(Charles等， 

1976)，对一羟基苯甲醛1O(Lawrence&Clarence，1963)，对一羟基苯甲酸1l(Katherine， 

1972)，原儿茶醛 (protocatechuic aldehyde)12(Peter等，1988)，原儿茶酸 (protocatechuic at2一 

id)13(Katherine，1972)，3，4一二羟基苯酰甲醇14(Lawrence&Clarence，1963)，迷迭香酸 

(rosmanic acid)15(Charles等，1976)，迷迭香酸乙酯 (rosmanic acid ethyl ester)16，秦皮乙素 

(esculetin)l7，neoorthosiphol A 18(Toshiya等，1992)和J3一谷甾醇 (~3-stiostero1)19。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肾茶酯溶性部分主要以多甲氧基取代的黄酮为主，而水溶性部分 

以酚性成分居多。据文献报道，迷迭香酸在抗炎、抗花生四烯酸代谢、免疫调节、抗氧化 

等方面均有显著作用 (刘鹰翔和计志忠，1993)，提示迷迭香酸有可能是肾茶药效的物质 

基础之一，其它的黄酮和酚性化合物也可能与其疗效有密切关系。 

l 实验部分 

1．1 仪器与材料 

熔点在XRC一1显微熔点仪上测定 (温度计未校正)；MS在VGAUTO Spec一30OO或FinniganMAT90质谱 

仪上测定；1D NMR在Bruker AM-400核磁共振仪上测定，TMS为内标，6为ppm，J为Hz；柱层析硅胶 

(200～300目和300～4O0目)，制备薄层层析硅胶H(10～40 )以及薄层层析硅胶板均由青岛海洋化工厂 

生产；反相填充材料RP-18为40～60 pan，Merk公司生产；MCI ge1为70～150 ，Mitsubishi chemical Cor— 

pomdon，Japan生产；大孔树脂DM一130由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显色剂为10％ H2SO,乙醇 

液，喷洒后适当加热。 

1．2 材料来源 

肾茶地上部分采自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药材标本由昆明植物所林中文教授鉴定，并保存在昆明植 

物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1．3 分离提取 

肾茶地上部分干重7．2 kg，粉碎。粗粉用70％丙酮室温浸泡4次，每次24 h。合并提取液，回收至 

无丙酮后，浓缩成小体积。然后用氯仿萃取5次，回收溶液后，得氯仿浸膏125 g。母液再用乙酸乙酯萃 

取4次，回收溶剂后得乙酸乙酯部分97 g。 

氯仿部分用硅胶拌样后，进行硅胶柱层析 (200～300目，1．5 kg)，以CHCI3／Me2CO(0：1—7：3)递度 

洗脱，TLC监测合并。各部分再以石油醚：丙酮，氯仿：丙酮，环己烷：乙酸乙酯等系统，进行反复硅胶柱 

层析．得化合物1(42mg)，2(32mg)，3(49mg)，4(14mg)，5(68mg)，6(136mg)，15(167mg)，16 

(48 rag)，18(167mg)和19(89 mg)；乙酸乙酯部分先进行大孔树脂 DM-130柱层析，用20％、30％、 

40％、5o％的甲醇／水洗脱，合并20％及30％洗脱液，回收溶剂，再进行 MCI柱层析，用 O、5％、 

10％、20％、30％及50％的甲醇／水洗脱。H2O部分经高压液相分离得到化合物9(7 mg)，10(17 mg)， 

11(10 mg)，12(64 mg)，13(18 mg)和l4(38 mg)。5％一30％部分经反复RP-8柱层析后得到化合物7 

(56mg)，8(67mg)，15(41mg)和l7(9r7mg)。 

1．4 理化数据 

5-羟基-7，3 ，4'-三甲氧基黄酮 (1)：C H1606； H NMR(DMN)-d6)：7．55(1H，dd，J=10．0，2．0 

Hz．H一6 )，7．44(1H，d，J=2．0Hz，H一2 )，7．08(1H，d，J=10．0Hz，H一5 )，6．79(1H，s，H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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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3(1H，d，J=2．3 Hz，H一8)，6．36(1H，d，J=2．3Hz，H一6)，3．86，3．85，3．36(each 3H，s，- 

OMe)；13C NMR(DMSO-d6)：161．2(s，C一2)，104．7．3(d，C一3)，181．9(s，C一4)，163．9(s，C一5)， 

98．0(d，C一6)，165．2(s，C一7)，92．6(d，C一8)，157．2(s，C一9)，l03．7(s，C—lO)，122．9(s，C一 

1’)，112．1(d，C一2 )，146．8(s，C一3 )，151．3(s，C一4 )，113．1(d，C一5’)，118．8(d，C一6’)， 

56．0，55．8，55．6(each q，．OMe)；EI-NS m／z：328[M] (24)，298(3)，285(13)，271(26)，243 

(15)，228(5)，167(2o)，143(17)． 

鼠尾草素 (2)：c。8Hl6o6；。H N慨 (DMs()- )：12．9(1H，OH一5)，8．01(2H，d，J=8．2 Hz，H一2 

and H一6 )，7．07(2H，d，J=8．2 Hz，H一3 and H一5 )，6．89(1H，s，H一8)，6．86(1H，s，H一3)， 

3．9l，3-87，3．84(each 3H，s，-OMe)；13C NMR(DMSO-d6)：163．5(s，C一2)，103．3(d，C一3)，182．2 

(s，C一4)，152．6(s，C一5)，131．9(s，C一6)，158．6(s，C一7)，91．5(d，C一8)，152．0(s，C一9)， 

105．1(s，C一10)，122．7(s，C—l )，128．3(d，C一2 and C一6 )，ll4．5(d，C一3 and C一5 )，162．4 

(s，C一4 )，60．0，56．4，55．5(each q，．OMe)；EI．MS m／z：328[M] (100)，313(95)，299(32)，285 

(27)，282(23)，268(11)，181(34)，153(58)，133(34)，l17(1O)，89(19)． 

孓羟基·6，7，3 ，4 ·四甲氧基黄酮 (3)：Cl9H。807；。H NNR(DMS()．d6)：7．69(1H，dd，J=8．4， 

2．1 Hz，H一6 )，7．55(1H，d，J=2．1 Hz，H一2 )，7．10(1H，d，J：8．4 Hz，H一5 )，6．96(1H，s，H 

一 8)，6．94(1H，s，H一3)，3．90，3．90，3．86，3．83(each 3H，s，．OMe)；13C N脓 (DMS()-d6)：163．9 

(s，C一2)，103．8(d，C一3)，182．5(s，C一4)，152．9(s，C一5)，132．1(s，C一6)，158．9(s，C一7)， 

91．9(d，C一8)，152．5(s，C一9)，105．3(s，C一10)，123．0(s，C—l )，ll1．9(d，C一2 )，149．2(s， 

C一3 )，152．2(s，C一4 )，109．6(d，C一5 )，120．4(d，C一6 )，60．3，56．7，56．1，55．9(each q，． 

OMe)；Ⅱ-MS m／z：358[M] (1OO)，343(87)，329(29)，315(22)，299(1O)，282(1O)，257(8)， 

210(1O)，181(26)，163(24)，153(35)． 

泽兰黄素 (4)：C。8H。607；。H N慨 (DMSO-d6)：12．85(1H，s，OH一5)，9．43(1H，OH一3 )，7．50 

(1H，d，J=8．5 Hz，H一6 )，7．42(1H，s，H一2 )，7．03(1H，d，J=8．5 Hz，H一5 )，6．80(1H，s，H 

一 8)，6．73(1H，s，H一3)；13C NMR(DMS()-d6)：163．8(s，C一2)，103．2(d，C一3)，182．0(s，C一 

4)，152．5(s，C一5)，131．9(s，C一6)，158．6(s，C一7)，91．4(d，C一8)，152．0(s，C一9)，105．1(s， 

C一10)，122．9(s，C—l )，ll2．1(d，C一2 )，146．8(s，C一3 )，151．2(s，C一4 )，ll3．0(d，C一5 )， 

l18．6(d，C一6 )，59．9，56．3，55．7(each q，．OMe)；EI-MS m／z：344[M] (100)，329(81)，315 

(22)，301(21)，257(95)，230(5)，230(5)，215(5)，181(7)，167(11)，153(27)，134(12)． 

3 ·羟基·5，7，8，4 ·四甲氧基黄酮 (5)：C。9H。807；。H NMR(DMSO-d6)：7．47(1H，d，J=1．6 Hz， 

H一2 )，7．39(1H，d，J=8．4 Hz，H一6 )，6．92(1H，d，J=8．4 Hz，H一5 )，6．78(1H，br s，H一6)， 

6．57(1H，s，H一3)；13C N～m(DMSO-d6)：161．1(s，C一2)，107．2(d，C一3)，177．3(s，C一4)，152．4 

(s，C一5)，96．2(d，C一6)，157．6(s，C一7)，140．3(s，C一8)，154．4(s，C一9)，ll2．7(s，C一10)， 

124．5(s，C—l )，ll0．7(d，C一2 )，146．0(s，C一3 )，149．3(s，C一4 )，ll2．2(d，C一5 )，l18．6 

(d，C一6 )，62．1，61．5，56．2，56．0(each q，-OMe)；Ⅱ．MS m／z：358[M] (45)，343(1OO)，328 

(24)，313(8)，300(7)，282(3)，195(5)，167(20)． 

异橙黄酮 (6)： 07；。H N慨 (DMSO-d6)：7．65(1H，br d，J=8．4 Hz，H一6 )，7．54(1H，br 

s，H一2 )，7．21(1H，s，H一6)，7．10(1H，d，J=8．4Hz，H一5 )，6．79(1H，s，H一3)，3．95，3．88． 

3．84，3．79，3．76(each 3H，s，-OMe)；13C N～m(DMS()-d6)：160．3(s，C一2)，106．4(d，C一3)，175．7 

(s，C一4)，151．8(s，C一5)，97．4(d，C一6)，157．4(s，C一7)，l39．7(s，C一8)，l53．4(s，C一9)， 

ll2．0(s，C—l0)，l23．1(s，C—l )，l09．2(d，C一2 )，l49．0(s，C一3 )，l51．5(s，C一4 )，ll1．7 

(d，c一5 )，ll9．5(d，c一6 )，61．8，6o．0，56．5，55．9，55．7(each q，．OMe)；Ⅱ．Ms m／ ：372[M]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5期 赵爱华等：肾茶的化学成分 567 

(26)，357(1oo)，341(15)，314(7)，195(3)，167(9)． 

黄芪苷 (7)：FAB-MS(negative)mlz：447[M-H] (85)；El-MS mlz：286(100)；TLC与对照品Rf值一致。 

异槲皮素 (8)：TLC与对照品Rf值一致。 

咖啡酸 (9)：C9 ()4；‘H NMR(cI)3OD)：7．52(1H，d，J：15．6 Hz，H一7)，7．03(1H，s，H一2)， 

6．92(1H，d，J：7．8 Hz，H一5)，6．77(1H，d，J：7．8 Hz，H一6)，6．22(1H，d，J：15．6 Hz，H一8)； 

C N～m(CIhOO)：127．8(s，C一1)，112．5(d，C一2)，146．7(s，C一3)，149．4(s，C一4)，115．1(d，C 

一 5)，122．8(d，C一6)，146．9(d，C一7)，l16．5(d，C一8)，171．6(s，C一9)；EI—M_s mlz：180[M] 

(100)，163(56)，145(6)，136(77)，123(12)，107(14)，89(60)；TLC与对照品Rf值一致。 

对一羟基苯甲醛 (10)：C7 H6o2；’HNI恹 (cI)3OD)：7．56(2H，d，J：8．7 Hz，H一2 andH一6)，7．23 

(2H，d，J：8．7 Hz，H一3 and H一5)，9．71(1H，s，H一7)；EI—MS mlz：122[M] (10o)． 

对一羟基苯甲酸 (11)：C7 H603；‘H NI恹 (cI)3OD)：7．89(2H，d，J：8．5 Hz，H一2 and H一6)，6．84 

(2H，d，J：8．5 Hz，H一3 and H一5)； C N̂忸 (CI)3OD)：122．7(s，C—1)，133．0(d，C一2 and C一6)， 

116．0(d，C一3 and C一5)，163．3(s，C一4)，170．1(s，C一7)；EI．MS mlz：138[M] (86)，121(100)， 

ll0(30)，105(12)． 

原儿茶醛 (12)：C7 H603；’H NI忸 (CIhOD)：9．67(1H，s，H一7)，7．31(1H，d，J：8．6 Hz，H一 

6)，6．92(IH，d，J：8．6 ttz，H一5)，7．30(1H，br s，H一2)； C N (C oo)：130．7(s，C一1)， 

114．8(d，C一2)，147．1(s，C一3)，153．7(s，C一4)，116．3(d，C一5)，126．6(d，C一6)，193．5(d，C 

一 7)；EI．MS mlz：138[M] (100)，109(32)，81(5)，63(6)． 

原儿茶酸 (13)：C7 H6q；’H NNll(DMSO-d6)：7．23(1H，br s，H一2)，7．25(1H，d，J：7．3 Hz，H 

一 6)，6．72(1H，d，J=7．3Hz，H一5)； C N～m(DMSO-d6)：123．7(s，C一1)，115．0(d，C一2)，144．8 

(s，C一3)，149．5(s，C一4)，116．9(d，C一5)，121．7(s，C一6)，171．2(s，C一7)；EI—MS mlz：154 

[M] (100)，137(86)，ll9(2)，109(18)，91(4)，81(12)，63(12)． 

3，4-二羟基苯酰甲醇 (14)： ()4；‘H NNll(DNSO-d6)：7．30(1H，s，H一2)，7．29(1H，d，J： 

7．8 Hz，H一6)，6．79(1H，d，J：7．8 Hz，H一5)，3．76(2H，overlap，H一8)； C N～m (DNSO-d6)： 

126．3(s，C一1)，114．5(d，C一2)，145．5(s，C一3)，151．2(s，C一4)，115．3(d，C一5)，120．9(d，C 

一 6)，197．3(s，C一7)，64．8(t，C一8)；EI。M_s mlz：168[M] (49)，149(10)，137(100)，109(62)， 

91(11)，81(43)． 

迷迭香酸 (15)：FAB-MS(positive)mlz：361[M+H] (100)；TLC与对照品Rf值一致。 

迷迭香酸乙酯 (16)：EI—MS mlz：388[M] (1)； Ⅱ￡与对照品Rf值一致。 

秦皮乙素 (17)：EI—MS mlz：178[M] (100)，TLC与对照品Rf值一致。 

Neo0nl1鸺iph0l A(18)：C38 H44OI2’’H NI忸 (CIliA3)：8．19，8．02(each 4H，d，J=7．7 Hz，COP~2 ， 

6 )，7．56(4H，dd，J：7．6，7．5 Hz，COPh-3 ，5 )，7．43(1H，t，J：7．8 Hz，COPh-4 )，7．37(1H，t，J 

：7．7 Hz，COPh-4 )，6．26(1H，dd，J：l1．1，3．4 Hz，H—llp)，5．76(1H，d，J：2．8 Hz，H一1p)，5．29 

(1H，br s，H一7B)，5．26(1H，dd，J：2．8Hz，H一2t3)，5．03(1H，m，H一15)，4．74(1H，d，J：16．7 

Hz，H一16a)，4．38(1H，d，J：9．8 Hz，H一16b)，3．46(1H，s，H一3p)，2．9o(1H，d，J：儿．1 Hz，H 

一 9Ⅱ)，2．87(1H，dd，J：9．4，3．4Hz，H一12t?)，2．54(1H，d，J：12．1 Hz，H一5Ⅱ)，1．61(3H，s，Me 

一 17)，1．33(3H，s，Me一20)，1．02(3H，s，Me一19)，0．96(3H，s，Me一18)； C N～m(CDCl3)：75．9 

(d，C—1)，67．9(d，C一2)，77．0(d，C一3)，38．1(s，C一4)，34．3(d，C一5)，20．8(t，C一6)，70．2 

(d，C一7)，76．7(s，C一8)，40．5(d，C一9)，43．2(s，C一10)，70．4(d，C一11)，54．4(d，C一12)， 

76．5(s。C一13)，209．1(s，C一14)，133．1(d，C一15)，120．8(t，C一16)，29．1(q，Ne一17)，21．1(q， 

Me一18)，29．0(q，Me一19)，15．4(q，Me一20)，169．9，169．8(each s，一OAe)，166．9，164．1(each s，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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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h)，131．1，130．5，129．4，128．4，128．1，127．8(each d，一COPh)；EI-MS mlz：692[M] (24)，649 

(8)，570(14)，510(15)，492(44)，467(25)，450(15)，415(17)，398(6)，328 (7)，267(25)， 

239(18)，187(16)，149(16)，122(34)，105(100)． 

谷甾醇 (19)：El—MS m／z：414[M] (80)，TIE与对照品Rf值一致。 

[参 考 文 献] 

江苏新医学院，1986．中药大词典 (上)[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207 

刘鹰翔，计志忠，1993．迷迭香酸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 [J]．国外医药·植物药分册，8(6)：248—25l 

侯宽昭，1998．中国种子植物科属词典 [M]．北京：科学出版社，1l6一ll7 

高南南，田泽，李玲玲等，1996a．肾茶药理作用的研究 [J]．中草药，27(10)：615 

黄彬，1996．肾茶合泼尼松治疗肾病综合征33例临床观察 [J]．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6(12)：55O一55l 

游金星，1996．猫须草治疗泌尿系统结石三十八例 [J]．浙江中医杂志，3l(7)：310 

Charles J，Richard CH，Marvin C，1976．The Polyphenolic acid of L／thos~ rudera／e 11．Carbon．13 nuclear magnetic re90I1ance 

oflethospennic andmsmarinic acids[J]．JOrg Chem，41(3)：449__454 

Gao NN(高南南)，Tian Z(田泽)，Li LL(李玲玲)，d a／，1996b．1moroving effect of ClerMautranthus spicams on rats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 induced by adenine[J]．Northwest Pharmaceutical Jouma／(西北药学杂志)，11(3)：1l4一ll7 

Gao NN(高南南)，Tian Z(田泽)，Li LL(李玲玲)，et a／，1996c．Effect ofShencha(C／emdendranth~sp／mtus)onthe elimi— 

nation oftoxic metabolite and kidney historonrphology of rats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J]．Ch／nese Trad／t／ona／and Herbal O,'ugs 

(中草药)，27(8)：472—475 

George PR，Sally SB，1984．Mass spectral analysis of㈣ naturally occurring polymethoxyflavones[J]．J Food Otem，32 

(3)：55l一555 

Huang KM(黄昆明)，2000．Clinical effect of C／erodendramhm sp／catus on chronic renal insufficient p~ents with polycysic kidney 

[J]．Ch／nese Ⅺof e Contro／＆Preventat／on(疾病控制杂志)，4(1)：19 

Huang RG(黄荣桂)，Shen Wr(沈文通)，Zheng XZ(郑兴中)，1999．Effect of Clerodendr~thm spicatus on urinarv calculus 

[J]．Joumal of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福建医科大学学报)，33(4)：402m404 

Karl EM，ll’ge MHO，In d SK，1989．Flavonoids from Onhos／C~on sp／catus[J]．P／anta Med．，55(6)：569—57O 

Katherine NS，1972，Cadxm．13 nuclear magaaefic l'l~ollance of biologically important aromatic acids．I．Chemical shifts of benzoic 

acid and derivatives 【Jj．JAm OtemS0c，94(24)：8564_一8568 

Lawrence BM，Clarence P，1963 

S0c，88(11)：171l—l7l5 

PeterMG，Donald LN，Pam JR， 

53(5)：1064--1071 

Coordination in solutions． I．Acid stren殍hs of phenol derivatives in water[J]．J Am GIl唧 

d ，1988．The capsaicinoid：their Separation，synthesis and mutagenicith[J]．J Org Otem， 

Qin XB(芩小波)，Wang DS(王瑞淑)，1997．The effect of Clerodendrantlms spicatus on inmumefunction in mice[J]．Modem 

／h'evemhe胁越 (现代预防医学)，24(1)：73—75 

ToshiyaM，KazuyoM，Nobuji N，d ，1992．A highly oxygenated diterpenefromtheleaves ofOrthos~ stam／／le／／~[J]．Tetra· 

he&on Leu，33(7)：945----946 

Wahono S，Peter P，VictorW，d ，1991．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thephenelic constituentsfrom O,thos~ ,,ar／sta． 

n lJj．P／anta Med，57：l76_一l80 

ZhongJY(钟纪育)，Wu Zs(邬宗实)，1984．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Cderodendranthus sp／ma~[J]．ActaBot Yunnan(云南 

植物研究)，6(3)：344--34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