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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酸叶胶藤(Ecdysanthera rosea Hook．et Am．)地上部分的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7个三萜类化合物，经 

波谱鉴定为 3-aeetyl-20-hydroxy-28-oic-lupeol(1)、cyclocaducinol(2)、lupeol(3)、24一methyleneeyeloartaol(4)、 

uvaol(5)、betulln(6)和friedelln(7)。其中1为新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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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ven compounds，3一acetyl-20-hydroxy一28一olc—lupeol(1)，eyeloeadueinol(2)，lupeol(3)，24一methyleneey- 

cloartaol(4)，uvaol(5)，betulln(6)and friedelin(7)were isolated from the above ground parts ofEcdysanthera rosea 

Hook．et Am．and identified on the basis of spectroscopic evidences and by comparison of the data reported．Compound 1 

wa$ a new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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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叶胶藤(Ecdysanthera rosea Hook．et Am．)系 

夹竹桃科花皮胶藤属植物。花皮胶藤属世界上有 

15种，我国仅有2种分布。酸叶胶藤在《云南省志 

卷七十(医药志)》中记载为：傣族(傣名：宋姆必)民 

间全株药用，主要治疗咽喉肿痛，风湿骨痛，跌打瘀 

肿；在《云南种子植物名录》记载为：全株健胃、解 

热、消肿，治跌打，兽用治牛瘟。 

从酸叶胶藤(Ecdysanthera rosea Hook．et Am．) 

地上部分中的乙醇提取物分离得到7个化合物，经 

波谱分析及文献对照鉴定为3-acety1．20一hydroxy．28一 

oic—lupeol(1)、cyclocaducinol(2)、lupeol(3)、24一 

methylenecycloartaol(4)、uvaol(5)、betulin(6)、 

friedelin(7)。 

1 仪器和材料 

VG Auto spec-3000质谱仪；Bruker DRX-500核 

磁共振波谱仪，TMS为内标；薄层层析硅胶 GF2 和 

柱层析硅胶(100—200目和 200～300目)均为青岛 

海洋化工厂产品；反相硅胶 Rp一18，Rp一8为 Merck公 

司产品；HPLC为 Agilent一1100；半制备柱(ZORBAX 

sB．C18'9．4×250 am)为 Agilent公司产品。酸叶胶 

藤样品委托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园于2005年 

8月采于云南西双版纳。 

2 提取与分离 

酸叶胶藤地上部分 7．5 kg粉碎后用 70％乙醇 

回流提取三次，每次3 h，减压回收乙醇得浸膏242 

g，进行硅胶柱层析(200～300目，3000 g，氯仿／甲醇 

1：10～1：0)，分为 10个部分，再对 Frl和Fr2分别 

进行反复硅胶柱层析和反相柱层析依次得到化合物 

1(9 mg)，2(12 mg)，3(18 mg)，4(8 mg)，7(23 mg) 

和一个不纯组分，借助半制备HPLC分离得到5(16 

mg)和6(13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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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1 E1．MS m／z：500[M] ，结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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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R推出分子式 C，：H5：0 。在 C NMR中可以明 

显看出有8个甲基和32个碳原子信号，硫酸显色为 

红色斑点，推测可能为三萜类化合物，在 EI．MS中 

出现 m／z 189基峰u J，推测可能为羽扇豆烷型三萜 

化合物。由于存在 c 171．0(C)和21．3(CH3)提示 

可能有乙酰基存在，在 HMBC谱中 c 171．0和 

2．O3(3H，s)的相关，证实了乙酰基的存在。6 4．46 

(1H，t，J=5．5 Hz)和 c 80．9(C-3)的HMQC相关， 

以及在 HMBC中，H-3( 4．46)与酯羰基 c 171．0 

相关，可以证明乙酰氧基与C一3相连。 C NMR信 

号 c 206．7(C-28)和 H NMR信号 H 9．59(H-28) 

峰提示可能有醛基存在。另外，在 HMBC谱中：H一 

28( H 9．59)与 C一17( c 61．5)、C-18( c 47．O)、C-22 

( c 29．6)相关，表明28位醛基；C-20(6c73．2)和H一 

30( H 1．13，3H，s)及 H-29( H 1．24，3H，s)相关，证 

明羟基连在20位，其它埒C NMR数据与文献 报道 

基本一致。化合物 1鉴定为3一乙酰基-20一羟基-28一 

醛基羽扇豆烷醇。 

图 1 化合物 1的部分 HMBC相关 

Fig．1 Key HMBC of compound 1 

Cyclocaducinol(2) 白色粉末，硫酸显色为红 

色，mp．97～99℃，EI．MS m／z：426[M] ，408[M— 

H20] ，在 H NMR(500 MHz，CDCI3) ：0．21(1H， 

d，J=4．6 Hz)，0．5(1H，d，J=4．6 Hz)(三元环)； 

4．62和 4．7O(末 端双键 )； C NMR(125 MHz， 

CDCI ) ：3O．8(C一1)，34．9(C-2)，76．6(C-3)， 

44．7(C-4)，43．4(C-5)，24．7(C-6)，28．1(C一 

7)，46．9(C．8)，23．6(C-9)，29．6(C一1O)，25．2 

(C·11)，35．4 (C一12)，45．4(C一13)，49．0(C- 

14)，32．9(C一15)，27．0(C一16)，52．3(C一17)， 

17．8(C一18)，27．3(C一19)，157．0(C-20)，106．0 

(C-21)，35．1(C一22)，31．4(C-23)，36．2(C一 

24)，33．9(C-25)，21．9(C-26)，22．0(C一27)， 

19．2(C-28)，14．4(C-29)，18．4(C-30)，以上波 

谱数据与文献 所报道的一致。 

Lupanol(3) 白色针状结晶(甲醇一乙酸乙 

酯)，硫酸显色为红色，mp．21l～213℃，EI—MS m／ 

z：426[M] ，411[M—CH3] ，189(100)；。H NMR 

(500 MHz，CDCI3) ：0．76(3H，s)，0．78(3H，s)， 

0，82(3H，s)，0．94(3H，s)，0．96(3H，s)，1．O2 

(3H，s)，1．68(3H，s)(甲基)；4．56(1H，d，J= 

2．5 Hz)和4．68(1H，d，J=2．5 Hz)(端烯)；3．19 

(1H，q，C3一H)，2．37(1H，m，C19一H)，1．36(1H，m， 

C2一H)； C NMR(125 MHz，CDCI ) ：38．7(C一1)， 

27．5(C一2)，79．0(C一3)，38．9(C4)，55．3(C一 

5)，18．3(C-6)，34．3(C-7)，40．9(C-8)，5O．5 

(C-9)，37．2(C一10)，20．9(C—l1)，25．2(C一12)， 

38．1(C—l3)，42．8(C—l4)，27．4(C—l5)，35．6 

(C一16)，43．0(C一17)，48．0(C一18)，48．3(C一 

19)，151．0(C-20)，30．0(C-21)，40．0(C-22)， 

28．0(C-23)，15．4(C-24)，16．1(C-25)，16．0 

(C-26)，1,4．6(C一27)，18．0(C-28)，109．3(C- 

29)，19．0(C．3O)，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H 所报道 

的一致。 

24．methylenecycloartanol(4) 白色针状结晶 

(甲醇．乙酸乙酯)，硫酸显色为红色，mp．141～142 

℃，EI．MS m／z：440[M] ，422[M—H2O] ，353 

[M一18-69] ，300，286，175(100)； H NMR(500 

MHz，CDCI ) ：0．81(3H，s)，0．87(3H，d)，0，890 

(3H，d)，0．90(3H，d)，0．96(3H，s)，0．97(3H， 

s)，1．63(3H，s)(甲基 )；4．67(1H，C31一Ha)和 

4．72(1H，C31一Hb)(端烯)；O．33(1H，d，J=3．2 

Hz)和0．55(1H，d，J=3．2 Hz)(三元环中亚甲基 

质子)；另外 3．19(1H，q，C3一H)； C NMR(125 

MHz，CDCI ) ：32．0(C一1)，3O．4(C-2)，78．9(C一 

3)，4O．5(C-4)，47．1(C-5)，21．1(C-6)，28．1 

(C-7)，48．0(C-8)，20．0(C-9)，26．1(C-1O)， 

26．0(C．11)，35．6(C一12)，45．3(C一13)，48．8 

(C．14)，32．9(C一15)，26．5 (C一16)，52．3(C- 

17)，18．0(C．18)，29．9(C一19)，36．1(C-20)， 

18．3(C-21)，35．0(C-22)，31．3(C-23)，156．9 

(C-24)，33．8(C-25)，21．9(C-26)，22．0(C一 

27)，19．3(C-28)，14．0(C-29)，25．4(C一3O)， 

105．9(C．31)，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 ’ 所报道的 
一 致。 

Uvaol(5) 白色粉末，硫酸显色为红色，mp． 

232～234℃，EI．Ms m／z：442[M] ，97(100)； H 

NMR(500 MHz，CDCI ) ：0．76(3H，s)，0．83(3H， 

s)，0，97(3H，s)，0．98(3H，s)，1．02(3H，s)，1．69 

(3H，s)(甲基)；4．59(1H，C29一Ha)和4．69(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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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9一Hb)(端烯)；3．80(1H，d，J =7．8 Hz，C28一 

Ha)，3．33(1H，d，J = 7．8 Hz，C28一Hb)，3．19 

(1H，q，C3'H)；玎C NMR(125 MHz，CDC13) ：38．7 

(C一1)，27．4(C-2)，79．0(C一3)，38．9(C4)， 

55．3(C-5)，18．3(C-6)，34．2(C-7)，40．9(C一 

8)，5O．4(C-9)，37．2(C一1O)，2O．8(C一11)，25．2 

(C一12)，37．3(C一13)，42．7(C一14)，27．0 (C一 

15)，29．7(C一16)，47．8(C一17)，48．8(C一18)， 

47．8(C一19)，150．5(C-20)，29．8(C．21)，34．0 

(C-22)，28．0(C-23)，15．3(C-24)，16．1(C一 

25)，16．0(C-26)，14。7(C-27)，60。6(C-28)， 

109．7(C一29)，19．1(C一3O)，以上波谱数据与文 

献 所报道的一致。 

Betulin(6) 白色粉末，硫酸显色为红色，mp． 

251—253 oC，EI—MS m／z：442[M] ，203(100)； H 

NMrt(500 MHz，CDC13)6：0．80(3H，s)，0。81(3H， 

d)，0。89(3H，s)，0．95(3H，s)，0，99(3H，d)，1。O0 

(3H，d)，1．10(3H，s)(甲基)；5．14(1H C12一H)， 

3．22(1H r／l C3一H)，3．52和 3．55(C28一H)，1．90和 

1．92(C11一H)，1．38(1H，C18一H)；”C NMR(125 

MHz，CDC13) ．38．7(C一1)，27．2(C-2)，79．0(C一 

3)，38．7(C-4)，55．1(C-5)，18．3(C-《；)，32．9 

(C-7)，40．0(C-8)，47．6(C-9)，36．8(C一1O)， 

23．3(C一11)，125。0(C一12)，138．7(C一13)，42．0 

(C一14)，26．0 (C一15)，35．1(C一16)，38．0(C一 

17)，54．0(C一18)，39．3(C一19)，39．4(C-20)， 

30．6(C-21)，3O．5(C-22)，28．1(C-23)，15．6 

(C-24)，15．6(C-25)，17．3(C-26)，23．3(C一 

27)，69．9(C-28)，16．7(C-29)，21．3(C-30)，以 

上波谱数据与文献 ]所报道的一致。 

Friedelin(7) 白色针状结晶(石油醚一乙酸乙 

酯)，硫酸显色为红色，mp．262～263 c【=，EI—MS m／ 

z：426[M] ，411[M—CH3] ，123(100)； H NMR 

(500 MHz，CDC13) ：0．72(3H，s)，0．82(3H，s)， 

0．88(3H，s)，0．95(3H，s)，0．99(3H，s)，1．O0 

(3H，d)，1．04(3H，s)，1。18(3H，s)(甲基)；”C 

NMR(125 MHz，CDC13) ：22．3(C一1)，41．5(C一 

2)，213．1(C一3)，58．2(C-4)，42．1(C-5)，41．3 

(C-6)，18．2(C-7)，53．1(C-8)，37．5(C-9)， 

59．5(C一1O)，35．6(C一11)，30．5(C一12)，39．7 

(C一13)，38．3(C—l4)，32．4(C一15)，36．0(C一 

16)，30．0(C一17)，42．8(C一18)，35．3(C一19)， 

38．2(C-20)，32．8(C-21)，39．3(C-22)，6．8(C一 

23)，14．6(C一24)，17．9(C-25)，20．2(C-26)， 

18．6(C-27)，32．1(C-28)，35．0(C-29)，31．8 

(C-30)，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 。 所报道的一致。 

表 1 化合物 1的 NMR数据 (CDC13) 

Table 1 NMR data of compound 1(CDC13) 

致谢：特别感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植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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