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hibitors of Human DNA Polymerase B Isolated from Jack Torreya(Torreya jackii) 

Chen Rentong，Zhang Yuhuan，Fang Shengding 

lsolar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cicosanol(1)，p-sitostero[(目)t trans—communic acid (I)，(+ ) 

pinoresinol monomethy[ether(W)and (。。)pinoresinol(V)from the leave of Torreya jackii fire reported． 

Compound Ill showed strong inhibilion of both httmarl DNA po]yrnerase日and P leukemia celt ia vitro 

7 7 弯锥香茶菜化学成分的研究 f 、／ 

中国药科大学天然药物化学教研室(南京210009) 重 生 赵守由I 王明时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宅所 

摘 要 从弯锥香茶菜 Isodon loocothyrsa地上部分首次分得 9个化台物．根据理化性质和光谱数 

据鉴定为 正三一}三烷(tritrlacontane，1)，正三十四烷酸(tetratmc。ntanoIc acid，I)，正三十烷酸 

(triacontanoic acid，II)，iF-二十七烷酸(heptacosanoic acid，Ⅳ)，乌发醇(uvaol，V)，,a-g-甾醇(Ⅵ)， 

紫云英甙(ast ragalin，vn)，阿福豆甙(afzelin，Ⅶ)ga异槲皮素甙(quercetin 3—0 glucoside，Ⅸ) 

关键词!兰!至兰 些兰璺竺 齐每酶 呼 

弯锥香茶菜 lsodon to．rothrsa为唇形科 

香茶菜属植物，灌木，高 l_0～l_6m，生长在 

海拔 1400～3300rn的林下、沟边、草坡或灌 

丛中，产于我国川、藏、滇一带。 

孙汉董等人曾报道从云南丽江产弯锥香 

茶 菜 中 得 到 3个 对 映一贝 壳 杉 烯 (ent— 

kaurene)型二萜化合物，弯锥香茶菜 甲素 

(rabdoloxin A) 弯锥香茶乙素(rabdoloxin 

A)和弯锥甲素(1oxothyrin A)St,g：。其中弯锥 

甲索显示明显细胞毒活性。作为对香茶菜属 

植物化学成分研究的一一部分，我们对采自不 

同地区．云南洱源县罗平 山清源洞 (海拔 

2400m)的弯锥香茶菜进行 r化学研究．分离 

得到了 9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正三十三烷 

(tritriacontane，1)，正三十四烷酸(tetratri 

contanoic acid，I)，正 三 十烷 酸 (triocon— 

tanoic acid，Ⅱ)，正 二 十 七 烷 酸 (hepta 

cosanoic acid，1'4)．乌发醇(uvao1．V)， 谷 

甾醇(Ⅵ)．紫云英甙(astragalin．Ⅶ)，阿福豆 

甙(afzelin，Ⅷ)和异槲皮素甙 (quercetin一3一 

O—glucoside，tX)，这些化台物均为首次从植 

物中分离得到。 

I 仪器和材料 

熔点用 XRC一1型显微熔点测定仪，未较 

正 紫外光谱用 uV一21OA型紫外分光光度 

计。红外光谱用 PE一577型红外光谱仪(KBr 

压片j。核磁共振谱用Bruker—AM一400型核 

磁共振仪。质谱用JEOL—FX一102型和Finnl— 

gan一450型质谱仪。薄层层析用硅胶 H．柱层 

析用硅胶(200~300目)均为青岛海洋化工 

厂生产．层析用溶剂均为AR级。 

弯锥香荼菜地上部分 1993—09采自云南 

洱源县罗平山清源洞。 

2 提取和分离 

干燥粉碎的弯锥香茶菜地上部分 2 

4kg，用工业乙醇回流提取 4次，醇提物用适 

量水溶解后，依次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 

醇反复萃取，得石油醚萃取物 8Og，乙酸乙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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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物 190g和正丁醇萃取物 190g。 

将石油醚萃取物 80g．反复进行低压硅 

胶柱层析．用石油醚一氯仿或石油醚 丙酮溶 

剂系统梯度洗脱．根据薄层检查合并相同斑 

点部分，再经硅胶柱层析得：I(75rag)．Ⅱ 

(85mg)，Ⅲ(100mg)，IV(50mg)·V(20rng) 

取乙酸乙酯萃取物 180g．反复行低压硅 

胶柱层析，以氯仿·丙酮或氯仿一甲醇溶剂系 

统梯度洗脱，根据薄层检查台并相同斑点部 

分，再 经硅 胶 柱层 析 得：Ⅵ(100mg)．Ⅶ 

(55mg)·Ⅶ (35mg)，Ⅸ (30mg)。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白色蜡状 固体，mp70C～ 

72℃(石油醚一氯仿)。1Ru(KBr)cm ：2970~ 

2840，1 475．1465，1 380，733。EIMSm／z( )： 

465[(M+ 1) ，l0．03，450(9 0)，436(5．0)． 

422(3 O)，408(4．0)，380(3．8)，366(4 8)． 

351(5．0)，337(5．5)，323(5．5)，309(4．5)． 

295(5 5)，281(5．0)，267(5 1)，253(5．1)， 

239(5 3)，225(5．2)，2ll(5．3)，197(7．0)． 

183(8 5)，169(9．0)，1 55(11-0)，1 4l(13 5)， 

127(17．0)，1l3(22．0)，99(30 0)，85(60．0)． 

71(72 5)．75(100) 综上所述 ，鉴定为正三十 

三烷 。 

化 台物 Ⅱ：白色蜡状固体．rapT0C～ 

73C(石油醚一氯枋)．IR、EI—MS和其质谱裂 

解规律与文献“ 所载正三十四烷酸一致，故 

鉴定 n为正三十四烷酸。 

化合物 Ⅲ：白色粉末，mp93c～95C(氯 

仿)。其lR和 EIMS均示为一长链脂肪酸化 

合物，其质谱与文献 ：对照一致．鉴定为正三 

十烷酸 

化合物 】、『：无色粒状晶体，mp64C，IR 

(KBr)cm ：3500～ 31O0．2920，1730，1580， 

1445，1400．1020，730；EIMSm／z( )：410 

(M ，75．0)，3]8(2．0)，269(3．O)．239(3 

5)，203(4．O)．174(7．5)．107(11．0)，95(1 6 

0)，8l(20．0)，69(29．5)，6O(100)，57(55． 

5)； HNMR(MHz，C5D N)Sppm：0．85(3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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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一7．0Hz．CH )．1．29(56 H．br．s，23× 

CH )，1．94(2 H，rl1．CH )。鉴定为正一十七 

烷酸。 

化合物 V：无色针晶．mp223(、～225 C 

(氯 仿 )，1Ru(KBr)cm ：3,100，2900～2840． 

1640． 1000 ～ 1]50：。HNMR f 400MHz． 

CDCI 3)8ppm ：0．81(3 H ．s)，0．82(3 H．d．J一 

6．5Hzj．0．94 L 3 H，d．J一 5．OHz)．0．95(3 H ． 

s)，0．96(3 H，s)，0．98(3 H ，s)，1．Ol(3 H． 

s)．3．20(1 H，dd，J一10．6．5 5Hz．C 一H)．3． 

30(1 H．d．J一10．7Hz，C2 一H)，3．80(1 H．d． 

J-_10．7Hz，Ca8b-H)， ．15(1 H．}．J一 3． 

40Hz．C H )；”CNM R (100MHz，CDCI ) 

8pp ：39．0(C．)，27 3(C：)．78．4(C )，38．5 

(C )，55．0(Cj)，18．4(C )．33 1(C )．40．1 

(C8)，47．8(C；)，37．0(C 。)，23．4(C． )．124．9 

(C L )，138．0(C1 3)，42 8(C )．29．2(C )． 

22．6(C． )．37 0(C )．54．0(C )．39．o 

(C1 )，39．4(C )，30 5(C2I)，30．6(C )，28． 

2(C 。)，1 5 4(C )，15．6(C )．16．8(C! )． 

23．4(C27)．69．3(C28)．1 6．2(C )．21．3 

(c )。综上．并参考文献 鉴定为鸟发醇 

化合物 Ⅵ：白色针晶．mp138"(’～1 40C 

(氯 仿、，Liehermann—Burchard反应 阳性。 

IRv(KBr)era ：3430，2903，3868，2800．1458． 

1365．1048，1002．941．820 与 谷甾醇标准 

品混熔点不下降。鉴定Ⅵ为 谷甾醇。 

化合物vⅡ：黄色针晶．mp224c(氯仿 甲 

醇)，其 IR、 HNMR光潜数据与文献 对照 
一 致，鉴定为紫云英甙 

化 合物 Ⅷ 淡黄 色粉 末．mp]72"C～ 

1 74 C(甲醇)．IR、 HNMR数据与文献“ 对 

照一致．故鉴定为阿福豆甙 

化合物 Ⅸ：黄色晶体．mp240C～242C 

L甲醇)．IR、”CNMR数据与文献“ 报道的异 

槲皮素甙一致．故鉴定为异槲皮素甙 

致谢：弯锥香茶菜地上部分由中科院昆 

明植物所植化室林 中文先生 采集．李锡文教 

授鉴定标本；中科院昆明植物所以及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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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药特所代剖部分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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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W anzui Xiangchacai(Isodon loxothyrsus) 

Huang Haot Sun Handong，Zhao Shouxun，et al 

Nine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aerial parts of Isodon loxothyrsus．By combination of physical 

constants and spectral analyses，they weue identified as tritriaeontane(T)，tetratr acontan0jc acid (-)，tria 

contanoic acid (1)，heptacosanoic acid (Ⅳ)tuvaol(V)， sitosterol(Ⅶ)，astragalin (Ⅶ )，afze]in (Ⅷ)and 

quercetin-3-O—glucoside(Ⅸ)．Ai r of them are isolated from the title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 

绵马贯众化学成分的研究 

Ⅱ．绵马贯众中间苯三酚衍生物的质谱一质谱分析 

天津市医药科学研究所(3[)(]07。】 吴寿金 杨秀贤 。 ’ 
2 -／ 

摘 要 应用质谱 质谱技术对绵马贯众所含问苯三酚衍生物的混合物进行丁分析 根据质谱数 

据和问苯三酚衍生物的质谱裂解规律推定了此混合物中含有8种化台物：自绵马素AA(I)，黄绵 

马酸 AB(I)，绵马索 AB(1)，aemutin BB(w)，绵马酸 ABA(V)，绵马酸 ABP(Ⅵ)，绵马酸 ABB 

(VI)，绵马贯众素 ABBA(Ⅶ)。化合物 I．1，Ⅳ．Ⅵ和Ⅶ在该植物中均为首次报道 

关键词 绵马贯众 问苯三酚衍生物 质谱一质谱 ， 
一  ———、——————一 ——— — — d 、 ／t 

质谱一质谱(MS MS)是至今最新的质谱 

技 术，比 气一质 (GC—MS)联 用 和 色一质 

(HP1 C—MS)联用技术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它既可测定有机化台物的单体．更适用于混 

合物中微量成分的结构分析。在测定混台物 

时，第一质谱(MS—I)起到分离器的作用，可 

以得到混合物中各种化合物的分子离子，然 

后各分子离子依次分别进入第二质谱(MS— 

I)系统．从而得到混台物中各化台物的质谱 

结构数据。质谱一质谱技术的应用．无疑对于 

中草药微量化学成分和同系物的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 

前报 曾报道了从绵马贯众 Dryopteris 

crassirhizoma Nakai．乙醚提取物中分离和 

鉴定了 3种结晶单体：绵马贯众素 ABBA、绵 

马酸 ABA和白绵马素AA。本文主要应用质 

谱一质谱技术对绵马贯众中所含同苯三酚衍 

生物的混台物进行了测定。首先可以测得该 

混台物的化学电离质谱(CI—MS)．其中含有 

8个化台物，它们的质子化(M+1)分子离子 

分别为：m／z405、419、433、447、613、627、641 

和 821 根据蚵苯三酚衍生物的质谱裂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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