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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脉橐吾的化学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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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肌菊科橐吾属植枷网脉橐吾 d咖  r (Franch．1 Hmad．一Mazz．根中提取分离．音性成 

分。方法 ：95 乙醇提取、硅肢柱层折、重结晶等。结果：肌石油醚部分分离鉴定了5个他备特，其中3个(I．Ⅲ、 

Ⅳ)为eremophilane(艾里莫荐烷)型倍半萜，1个(Ⅱ)为bakkenotide(蜂斗策内醋)型倍半萜，4个倍半萜 I、I、●、 

Ⅳ分 }为 ：7(11)eremophilen 8_口玎e、 bakkenolide A、 坼 hydroxyeremophil-7 (11)一e力一12， 8 olide、6B，邸 一 

hydroxyeremophi]一7(11)一en一12，8a—o]ide，另外 1个化舍物为 谷甾肆(V)。结论 ：5个他合物均为首次肌该植物中 

分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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橐吾属 (L Cass．)隶属于菊科千里光 

族，全属约有 130种，绝大多数种类产于亚洲，仅两 

种分布于欧洲。我国有 1】】种，主要分布于西南山 

区 ]。该属药用植物较多，许多种类的根及根茎做 

中 药 紫 菀 使 用 网 脉 橐 吾 L 妇  托 

(Franch )Hand． Mazz．为菊科橐吾属植物，其根 

在民间用于宣啼利气、镇咳祛痰等。其化学成分未 

见报道，我们对其进行了化学成分研究，从石油醚 

部分分离鉴定了 5个 化合物，分别 为 7(11)一 

eremophilen-8一one(I)、bakkenolide A (I)、 6B_ 

hydroxyeremophil一7 (11) en一1 2，8a—olide(Ⅱ)、6B， 

813-hydroxy—eremophil一7 (11)一en 12，8a—olide(Ⅳ) 

与B_谷甾醇(V)。5个化合物均首次从该植物中分 

得。 

l 仪器与试剂 

网脉橐吾采于云南中旬，经中国药科大学生药 

研究室张勉副教授鉴定，凭证标本保存于中国药科 

大学标本馆。熔点测定用x一4型显微熔点测定仪 

测定，温度未校正。核磁共振光谱用 Bruker Am一 

400型核磁共振仪测定，质谱用VG Autogl~C一3000 

型质谱仪测定，薄层板和柱层析用硅胶均为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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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化工厂生产，所用分离试剂均为重蒸工业醇。 

2 提取与分离 

网脉橐吾根 2．0 kg，粉碎后用 95 乙醇热提， 

减压回收乙醇得浸膏 185 g，然后分别用石油醚、乙 

酸乙酯、正丁醇进行溶剂划分，得石油醚浸膏 62 g， 

石油醚一丙酮为洗脱剂 ，反复硅胶柱层析，从石油 

醚一丙酮(30：1)部分得化台物 I、I，从石油醚一丙 

酮(1 0：1)部分得化台物 Ⅱ、Ⅳ、V 

i H O 

11I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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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I，薄层喷 】0 硫酸加热显红色，无色 

油 状 物 (】20 mg，0．19 )，分 子 式 C H22 

O，‘HNMR (CDCI 3，6)：0．87 (d，3H，J一 6．6 Hz， 

H一】5)，0．92(s，3H，H l4)，1．76(s，3H．H 12)， 

1．99(s，3H，H—l3)，2．79(d，2H，J=1 4．8，H 

6)，5．62 (s，】H，H一9)。 CNMR (CDCI ，6)：C 

(30．4)，C2(26．4)，Ca(32．4)，Ĉ (42．4)，C5(41． 

7)，C8(40．9)，C7(】28．0)，Cg(】91．7)，Cg(】25． 

9)，c】0(168．2)，Cl L(1 41．9)，C L 2(21．8)，C L (22． 

3)，C L．(】5．9)，Cl5(15．3) ElMS (m／z)；218 

[M ]，203，1 75，】61，】47。该化合物数据与文 

献 报 道 基 本 一 致，推 断 此 萜 为 7(11)一 

ere133ophilen一8一one。 

化合物 Ⅱ，薄层喷 IO 硫酸加热显红色，无 

色 油状物 (30 mg，0．05 )，分子 式 c—sH 02， 

HNMR (CDCI3，6)：0．82(d，3H，J= 6．9 Hz，H— 

i5)，0．96 (s，3H，H一14)，2．05，2．08(d，each 

IH，J； 】3．2 Hz，H一6)，4．72，4．78(dt，each 1H， 

J一 1 2．8 Hz，2．2 Hz，H 11)， ．00，5．08(c，each 

1H，J一 2．0 Hz，H 13) 。”CNMR (CDCI a，∞ ：c 

(23．4)，C (21．0)，C (30．9)，C．(33．9)，Cs(44． 

o)，C (48．7)，C (49．9)，Ca(42．4)，Cs(46．2)， 

C 。(150．5)，C (70．3)，C (182．4)，C s(1 05．7)， 

C ．(16．3)，C (19．2) EIMS(m／z)：234 M j， 

218，203，i 24，i09 该化合物数据与文献0 报道 

基本一致、推断此萜为 bakkenolide A(蜂斗菜内酯 

A)。 

化合物 Ⅲ，薄层喷 1 0 硫酸加热显红色，无 

色针晶(1 00 mg，0．16 )，mp 206～207 C(丙酮 

)，分子式 C H Oa， HNMR(CDCI~，6)：0．77(d， 

3H，J = 6．6 Hz．H一15)，1．11 (s，3H，H一1 4)，1． 

83 (d，3H，J一 1．8 Hz，H一1 3)，4．68 (s，1H，H一 

6)，5．1 0(m，1H，H 8) 一CNMR (CDCL，6)：Ct 

(25．8)，C (19．9)，C (30．6)，C·(29．4)．cj(42． 

9)，C6(69．7)，C (161．9)，Cs(78．5)，C。(34．9)， 

C 。(33．8)，C (121．4)，C z(1 74．9)，C¨(8．6)， 

C ̂(16．2)，C s(16．3) ElMS(m／z)：250[M j， 

127，1 25，123，1 08，97，68 该化合物氢谱数据与 

文献 完全一致，由于做碳谱时与文献[． 所用的 

溶剂不一样，碳谱数据稍有差异，我们用 HMOC、 

HMBC、 H HCO~Y对碳谱数据进行了确认，推断 

此萜为 6~-hydroxyeremophil 7(11)一eD．一12，8a-olide 

(6B一羟基苦槛蓝烯内酯) 

化合物Ⅳ，薄层喷 lO 硫酸加热显红色，无色 

针 晶 (32 mg，0．05 )，mp 206～207C (丙酮)， 

分 子 式 C H。2O．， HNMR (CDCI3，6)：0．78(d， 

3H，J一 6．4 Hz，H一15)，】．1 2(s，3H，H一1 4)，1． 

87(s，3H，H一13)，4．60(s，1H，H一6)，2．O8(m， 

2H，H 9) CNMR (CDCIa，6)：CJ(25．5)，C?(19． 

9)，C (30．6)，C (29．6)，C。(43．3)，Ce(70．8)，Cr 

(155．1)，CB(】03．9)，C9(39．0)，C o(33．7)，C,l 

(】24．8)，C L2(171．5)，C¨(8．5)，Cld(16．1)，cl5 

(】6．2)。ElMS(m／z)：248[M一18] ，230，I 74， 

】40，】09，67。该化合物氢谱数据与献 完全一 

致，由于做碳谱时与文献[4]所用的溶剂不一样， 

碳谱数据稍有差异，通过与化合物 Ⅲ的碳谱数据 

相比较，对碳谱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确认 推断此萜 

为 6口，8 hxdroxyeremophil 7(11)一eD．一12，8a—olide 

(6f3，8B一二羟基艾里奠芬一7(1])一烯一1 2，8一内酯)。 

化合物 v，无色针晶，mp 1 34～l35℃ (石油 

醚：丙酮)，通过质谱及薄层对照，确定其为 谷甾 

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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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Bio-active constituents were expected to be obtained from L／gu／ar~a dieA~aeura (Franch．) 

Hand． Mazz．METHODS They were extracted with 95 alcoho1．isolated via column chromatography silica gel 

and purified by recrystallization．RESULTS Five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L~u／ar／a dietyonenra．Among 

them，three compounds(I、 Ⅱ、 Ⅳ)were eremophilane—type sesquiterpenes and one(Ii)was bakkenolide-type 

scsquiterpenes．and compounds I、 Ⅱ、 Ⅲ、Tv were identified as 7(11)一eremophilen一8 one．bakkenolideA。6B_ 

hvdroxyeremoohil一7 (11)en一12．8a olide，6B，8 hydroxyeremophil 7 (11) en—l2， 8 olide，respectively． 

Another compound was determinated as sitosterol(V)．CONCLUSION Five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this 

plant for the first tim e． 

KEY W ORDS L 出Ⅲ dwt!gmenra；Sesquiterpenes；Chemical constituent； sitoste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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