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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鼠李科雀梅藤属植物细雀梅藤(Sageret／a gracilis)根茎中分离得到 9个化合物，经波谱分析 

鉴定了它们的结构。除十八烷酸、三十羧酸甲酯和胡萝 b苷外还有 6个黄酮类成分，其结构分别鉴定 

为：maesopsin(1)，maesopsin-6一O-13-D-glucopyranoside(2)，5，7，4'-三羟基一二氢黄酮醇(3)，5，7，4 一三羟基 

一二氢黄酮醇一3一()． L广阿拉伯呋喃糖苷(4)，5，7，4 一三羟基一二氢黄酮醇一3一()． L广鼠李毗喃糖苷(5)，5，7， 

4 一三羟基一黄酮醇(6)，其中化合物4为一新化合物。分别对其乙醇提取物、水提取物、石油醚萃取部位、 

乙酸乙酯萃取部位、正丁醇萃取部位和化合物 1、5、6进行了抗细菌、抗真菌、抗肿瘤、抗骨质疏松和溶血 

栓等6个模型的活性筛选，结果表明正丁醇萃取部位具有一定的抗细菌活性，其 Ic．~o为74．9 ug／ml，水 

提取物具有一定的抗真菌活性，其 IC．~o为 13．8 t~g／ml。 

关键词 细雀梅藤；鼠李科；5，7，4'-三羟基一二氢黄酮醇一3一()． L-阿拉伯呋喃糖苷；黄酮；生物活性 

细 雀 梅 藤 (Sageretia gracilis Drumm．et 

Sprague)系鼠李科雀梅藤属植物，别名对巴节刺、雀 

梅刺等，云南民间用于治疗疥疮、水肿、皮肤癌、乳房 

瘤及淋巴囊肿等。从中分离得到麦胚碱(Horde 

nine)、紫丁香酸(Syringic acid)、香荚兰酸(Vanillic 

acid)、G一谷甾醇、棕榈酸，并通过药理实验表明细雀 

梅藤的醇提取物和水提取物对小鼠艾氏腹水癌 

(ECA)和肉瘤 180和 37(Sl80， 7)均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麦胚碱对 Sl舳和ECA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 

对ECA抑制作用较差⋯。我们从其根茎中分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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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个化合物，除十八烷酸、三十羧酸甲酯和胡萝 b 

苷外还有6个黄酮类成分 1—6，其中化合物4为一新 

化合物；还对其乙醇提取物、水提取物、石油醚萃取 

部位、乙酸乙酯萃取部位、正丁醇萃取部位、化合物 

1、5、6做了抗细菌(PEPT模型)、抗真菌(YNG模 

型)、抗肿瘤 (CDC25模型)、抗骨质疏松(CAT—B和 

CA-II模型)和溶血栓(PAI模型)等 6个模型的活 

性筛选。本文介绍这6个黄酮类成分的分离和结构 

鉴定、初步活性筛选结果。 

R 

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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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ha 

化合物 4为黄色晶体。其质谱给出其分子量为 

420，与化合物3分子量比较多T132，同时其质谱也 

给出了相应碎片离子峰 287[M．H．132] ，说明该化 

合物分子中可能含有一个五碳糖。其碳谱与化合物 

3比较多了一组 a．L一阿拉伯呋喃糖信号(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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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82．9，74．5，62．0)，同时其 3位碳信号有 5． 

5ppm的苷化位移，其余碳信号基本上与化合物3一 

致。因此化合物 4的结构确定为5，7，4 ．三羟基．二 

氢黄酮醇．3．()_ I，阿拉伯呋喃糖苷，为一新黄酮类 

化合物。 

化合物 1、2、3、5、6按照上述同样的方法与文献 

值比较分别鉴定其结构为 maesopsin(1)[引，lllae． 

sopsin-6一O-~D-glucopyranoside(2)tij，5，7，4 一三羟 

基．二氢黄酮醇(3)t 31，5，7，4 ．三羟基一二氢黄酮醇．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2003 v01．15 No．3 

3一()- L厂鼠李吡喃糖苷 (5)E31，5，7，4 一三羟基一黄酮 

醇(6)E41，均为已知化合物。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和材料 

熔点用 XRC-1型显微熔点测定仪 ，温度计未校 

正；核磁 共 振 仪 用 Bruker AM一400或 DRX一500 

NMR型测定，TMS为内标 ；质谱用 VG Autospec- 

3000型质谱仪测定。薄层层析硅胶和柱层析硅胶 

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细雀梅藤根茎 1999年 

8月采自云南省滇西北至滇中一带。 

1．2 提取与分离 

103 kg细雀梅藤干燥根茎用工业 乙醇回流提 

取 3次(6、5、4小时)，回收乙醇得乙醇浓缩液 2．4 

，分别用石油醚、乙酸乙酯和正丁醇进行萃取，得 

到的315克正丁醇萃取物用硅胶柱层析进行多次常 

压、减压柱层析 ，分别用以下洗脱系统 ：石油醚一丙 

酮、石油醚一乙酸乙酯、氯仿一甲醇、氯仿一异丙醇等，分 

离纯化得到 6个黄酮类化合物 1—6。 

1．3 波谱数据 

Maesopsin(1)：黄色 固体，C15H12 06。El—MS 

m／z(％)：288[M ](10)，181(17)，153(29)，107 

(100)，84(9)，69(14)。 H NMR(CD3OD)： 6．99 

(2H，d，J=8．5Hz，H-2 ，6 )，6．58(2H，d，J=8．5 

Hz，H-3 ，5 )，5．76(1H，s，H．7)，5．73(1H，s，H一5)， 

3．07(2H，s，H-10)。 C NMR(CD3OD)： 107．4(C- 

2)，196．7(C-3)，173．6(C4)，96．9(C5)，170．9(C- 

6)，91．1(C-7)，159．6(C8)，103．0(C-9)，42．0(C 

10)，125．8(C-1 )，132．5(G2 ，6 )，115．7(G3 ， 

5 )，157．0(C-4 )。 

Maesopsin-6·O-~D-glueopyranoside(2)：黄色固 

体 ，C21H22o11。FAB一一MS m／z(％)：449[M-1] 

(100)，339(20)，325(25)，311(25)，287(28)，269 

(9)，223(38)，209(33)，177(10)，153(14)，125 

(15)。 H 偶( N)： 7．56(2H，d，J=8．4 I-Iz， 

H-2 ，6 )，7．01(2H，d，J=8．3 I-Iz，H-3 ，5 )，6．58 

(1H，s，H-7)，6．41(1H，s，H-5)，5．54(1H，d，J=7．6 

Hz，H-1”)，3．72(2H，s，H-10)。 C NMR(C5D5N)： 

107．4(C-2)，195．2(C3)，173．6(C-4)，97．3(C5)， 

170．5(C-6)，92．5(C-7)，158．5(o8)，103．6(C-9)， 

41．9(C10)，125．7(C-1 )，132．6(C2 ，6 )，115．9 

(C-3 ，5 )，157．8(C4 )，102．3(C1 )，74．4(C2 )， 

78．5(C3 )，71．0(C-4")，79．1(C-5 )，62．3(C-6 )。 

5，7，4 一三 羟基一二氢 黄酮 醇 (3)：黄色结 晶 

(CHC13一MeOH)，mp．234～236*(2，q5 Ht2 06。El— 

MS m／z(％)：288[M ](86)，270(10)，259(87)， 

231(22)，213(7)，194(8)，181(6)，165(53)，153 

(100)，134(75)，124(35)，107(86)，96(24)，77(47)， 

69(55)。 H NMR[(CD3)2CO]： 7．41(2H，d，J= 

8．4Hz，H-2 ，6 )，6．89(2H，d，J=8．4 I-Iz，H-3 ，5 )， 

5．98(1H，d，J=1．6 Hz，H-8)，5．94(1H，d，J=1．6 

I-Iz，H-6)，5．07(1H，d，J=11．6 Hz，14-2)，4．65(1H， 

d，J=11．6Hz，H-3)。乃C NMR[(CD3)2CO ]： 84．4 

(C-2)，73．2(C-3)，198．2(c-4)，165．0(C-5)，97．2 

(C-6)，167．9(C-7)，96．1(C-8)，164．2(C-9)，101．6 

(C-10)，129．2(C-1 )，130．3(C-2 ，6 )，116．o(c-3 ， 

5 )，158．9(C-4 )。 

5，7，4 ．三羟基．二氢黄酮醇．3．()- 阿拉伯呋 

喃糖苷 (4)：黄色结晶 (CHC13-MeOH)，mp．120～ 

122℃，C2oH2oO10。FAB一一MS m／z(％)：419[M- 

1] (63)，399(14)，339(27)，325(21)，287(8)，270 

(21)，215(32)，187(100)，151(16)，125(11)。 H 

NMR( D5N)： 7．69(2H，d，J=7．2 Hz，H-2 ， 

6 )，7．25(2H，d，J=6．8Hz，H-3 ，5 )，6．47(1H，s， 

H-8)，6．34(1H，s，H-6)，5．24(1H，d，J=10．8Hz，H- 

2)，5．49(1H，d，J= 10．4 Hz，H-3)。 C NMR 

(C5D5N)： 86．0(C-2)，78．7(C-3)，196．8(C-4)， 

165．2(C-5)，97．6(C-6)，169．0(C-7)，96．3(C-8)， 

163．5(C-9)，101．9(C-10)，127．8(C-1 )，130．2(C- 

2 ，6 )，116．4(C-3 ，5 )，159．7(C-4 )，109．9(C-1 )， 

82．9(C-2 )，74．5(c-3 )，83．5(c-4 )，62．0(c-5 )。 

5，7，4 ．三羟基．二氢黄酮醇．3．()- 鼠李吡喃 

糖苷(5)：黄色结晶(MeoH)，mp．264～266*(2，C21 

I-I22~o。El—MS(70ev)m／z(％)：434(M )(5)， 

288(31)，286(32)，272(39)，270(67)，259(25)，242 

(17)，229(6)，215(9)，182(11)，166(19)，153(84)， 

134(34)，121(26)，107(100)，94(13)，85(28)，77 

(33)，69(51)，60(49)。 H NMR(GD5N)： 7．61 

(2H，d，J=8．0Hz，H-2 ，6 )，7．14(2H，d，J= 

8．4Hz，H一3 ，5 )，6．48(1H，s，H一8)，6．36(1H，s，H- 

6)，5．11(1H，d，J：10．8I-Iz，H-2)，5．42(1H，d，J= 

11．2Hz，H-3)。13C NMR(C5 N)： 83．3(C-2)， 

77．6(C-3)，195．7(C-4)，165．3(C-5)，97．7(C-6)， 

168．9(C-7)，96．4(C-8)，163．6(C-9)，102．5(C-10)， 

127．8(C-1 )，129．8(C-2 ，C-6 )，116．5(C-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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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G4 )，102．5(G1 )，71．8(G2 )，72．8(G 

3 )，74．0(C-4 )，70．8(c-5 )，18．7(G6”)。 

5，7。4 ．三羟基．黄酮醇(6)：黄色结晶(Me0H)， 

mp．277～279℃，ca5 H10 06。El—MS(70ev) ／z 

(％)：286[M ](100)，257(10)，229(10)，213(6)， 

153(15)，138(8)，121(55)，107(11)，93(20)，77 

(12)，65(24)，55(27)。 H NMR[(oh)2CO]： 

8．11(2H，d，J=8．8Hz，H．2 ，6 )，6．98(2H，d，J= 

8．8Hz，H_3 ，5，)，6．50(1H，d，J=1．2Hz，H-8)，6．24 

(1H，d，J=1．2Hz，H_6)。 0C NMR[(oh )2CO]： 

147．4(c-2)，136．7(G-3)，176．8(G4)，157．9(c-5)， 

99．3(C-6)，165．4(G-7)，94．6(C-8)，162．3(C-9)， 

104．I(C-10)。123．2(C-1 )，130．5(G2 ，6 )，116．4 

(C-3 ，5 )，160．5(G4 )。 

2 讨 论 

用体外生物活性筛选方法分别对细雀梅藤的乙 

醇提取物、水提取物、石油醚萃取部位、乙酸乙酯萃 

取部位、正丁醇萃取部位和化合物 1、5、6进行了抗 

细菌(册 模型)、抗真菌(YNG模型)、抗肿瘤 

( 5模型)、抗骨质疏松(CAT．B和 CA．II模型) 

和溶血栓(PAI模型)等 6个模型的活性筛选，提取 

物分别在 96．15、16、100、10、12．5、60 gg／ml、化合 

物分别在 96．15、4、25、5、10、30~g／ml浓度下，发现 

其正丁醇萃取部位在PEPT模型上具有一定的抗细 

菌活性，ICs0为74．9／~g／ml；水提取物在YNG模型 

上具有一定的抗真菌活性，IC50为 13．8 vg／ml。具 

体实验数据见下表： 

表 2个样品分别对磷酸烯醇式丙酮酸转移酶(聊 ，微板 1)和光滑念珠菌(Ⅵ、lG，微板2)的抗细菌和抗真菌活性筛选 

结果 

Table Results 0f anti．bacterium activity on enoylpyruvatetransferasebioassay(PEfrr，plate1)of n-butanolfractions 

and anti．fungus activity on Cand／da glabrata(YNG，plate 2)of H2O extracts．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 

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仪器组的全体工作人员在 

波谱测定方面所给予的帮助。生物活性是在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 

实验室筛选室由本组人员测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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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CURCUL脚 oRCHroI=DES 

LI Ning，ZHAO You—xing，JIA Ai—qun，LIU Yu—qing，ZHOU Jun 

(State Key LaboratoryofPhytochemistryand Plant Resources in West China，Kunming 

Institute ofBotany，ChineseAcademy of Sc／ences，Kunming 650204，Claim) 

Abstract Eight known compounds，curculigoside I(1)，orcinol glucoside(2)3，3 ，5，5'-tetramethoxy-7，9 ：7 ， 

9-diepoxylignan-4．4'-di-O-~D-glucopyranoside(3)，3-h~mxD5一methylphenol一1一O-[~D-glucopyranosyl一(1— 

6)一[3-D-glucopyranoside](4)，2，3，4，7-tetramethoxyxanthone(5)，1，3，7-trimethylxanthine(6)，daucosteml(7) 

were isolated from rhizomes of Curculigo orchioides．Their structures were elucidated by spectral evidence． 

Key words hypoxidaceae；Curculigo orchioides；chemical constitu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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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VONOIDS AND BIOACⅡVITY oF SAGERETIA GRACILIS 

YANG Ya-bin1，TAN Ning—hua1 ，WANG Lin2，WANG Shuang-ming ， 

JIA Rui—rui ．JIANG Li—hua ，FU Xiang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hytochemistry and Plant Resources in W China ，Kunming Institute ofBotany， 

Ch ineseAcademy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Yunnan，China； 

2．2000 Intern from Department of Pharmacy，Dali College of Medicine； 

3． ，z in Tianshili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 ，Tianjin 300142，China) 

Abstract Fr0mthe rhi舢 esof Sageretiagracilis sixflavonoidswareisolatedanddetermined aSmaesopsin(1)，rnaesopsin-6一()-I I)- 

uo0pyran de(2)，5，7，4'-trihydroxy dihydroflavonol(3)，5，7，4'-trihydroxy dihydroflavonol-3一O-a-L-arabinofuranoside(4)，5， 

7。4 一trihvdmxy dihydmflavonol一3一O-a—L-rharnnopyranoside(5)，5，7，4'-trihydroxy flavonol(6)together with oetadecoic acid， 

methvl tria∞ntano acid and daucosterol based on spetral data，in which compound 4 is a new compound．The EtOH extracts，I-I=O 

ex廿actS．petroleum ether fractions，EtOAc fractions，n-butanol fractions，compoun d 1，5 and 6 ware tested on PEPr，YNG， 

C~-25．CAT-B，CA-II andPAl bioassays respectivdyforfinding some samples withan ti—bacterium ，anti—fungus，anti-cancer，an ta— 

oSt∞porosiS，anti—thrombus activities．The resultsindicated thatonlythen-butanolfractionsand H20extracts showed anti-haeterium 

and anti—fungus activities with the IC如0f74．9 and 13．8／~g／rnl，respectively． 

Keywords Sageretiagracilis：Rhamnaceae；5，7，4'-trihydroxy dihydroflavonol·3一O-a-L-arabinofuranoside；flavonoids；bio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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