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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脉叶香茶菜二菇成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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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脉叶香茶菜 (尸 a b d o : i a o e r v o s a ( H e m s ]
.

) C
.

Y
.

W
u e t H

.

W
.

L i) 又称兰

花柴胡
,

蛇总管和大叶蛇总管等
,

多年生草本
,

生于山沟
、

潮湿地和水边
,

广泛分布于

四川
、

陕西
、

河南
、

湖北
、

安徽
、

江苏等省
。

茎
、

叶入药
,

民间用于治疗急性传染性肝

炎
,

毒蛇咬伤
、

脓疤疮
、

湿疹
、

皮肤搔痒
,

外用治疗烧伤等二1 〕。

其化学成分未见报道
,

为了探讨其生理活性成分
,

我们对河南大别山地区产的显脉叶香茶菜进行了研究
。

从叶

的乙醚提取物中分离到三个二菇成分
,

其中 ( )I 为已知成分 O d on iic
n ,

( 1 ) 和 ( l )

为新化合物
,

( I ) 命名为
n e r二 is n (显脉香茶菜素 )

,

其结构研 究报告于下
。

化合物

( I ) 将另文报道
。

n e r v o s i n ( I ) 无色 棱 柱 状 结晶 (甲醇中重 结晶 )
,

m p 2 6 6一 2 6 s
o

C
, 〔 a 端

,

一 1 4 9
.

8
“

( C = 0
.

2 7 ,

毗吮 )
,

从元素分析和M S测定
,

其分子式为 C Z : H
Z o

o
。

(入1
+ 3 7 6 )

,

U V 久。
。 二

( 5 5 % E士O H )
: 2 3 1n m ( 10 匕。 3

.

7 6 )
。

从 I R v
概吾二

: 1 7 3 2 , 1 6 3 s e m
一 ’
的吸收以及

,
H

N M R ( C
S
D

S
X ) 乙

: 6
.

0 3和 5
.

3 9 (各 I H
, S ) , 和

’ 。
C N人I R ( S

S
D

S
N ) (见表 1 ) 乙 2 0 1 ( s ,

酮 )
,

1 5 1
.

3 ( s )
, 1 1 7

.

3 ( t )的信号表明
,

化合物 ( I ) 与常见香茶菜属 ( R a b d o s i a )

植物中的二菇化合物 二2 〕一样存在着一个与环外亚甲基共扼的五元环酮部分
。 `

H N M R

中于 乃 4
.

9了( I H ) 的单攀以及 4
.

4 3和 4
.

3 0 (各 I H
,

d
,

J = 1 0 H z )的 A B 偶合类型质子信

号与
n o d os i n 〔 3 〕中 C一 6 和 C一 20 氢的质子信号十分相似

。

这些数据提示
,

化合物 ( I )

存在有一个半缩醛环
,

并且其周围 质子的情况与
n

od os in 也十分相似
。

另外
v 。 z 。 二 1 6 9 5

e m
一 ’
和

` 3
C N M R中于 乙 1 7 2

.

5 ( 5 )
, 7 8

.

2 ( d
,

> C H一O C O )的光谱信息支持了 ( I ) 中

存在一个 乙一内醋
。

因此
,

推定化合物 ( I ) 是属于 B 一 s
ce --o en t一 k au r e 卫“ 型的二菇化合

物
。 `

H N M R中于 乙 3
.

1 9 ( 3 H )的单攀和
’ 3 C N 入I R 中于 乙 1 0 9

.

2的单攀信号还提示 ( I )

中有一个甲氧基
。

.

通讯联系人

本文于 1 9 8 3年 2 月 3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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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化合物 ( I )和 ( I )的 1 3C化学位移值
“ )

碳的编号

C一 1

C一 2

1 9 7
。

2 ( S )

1 2 7
。

9 ( d )

7 8
。

2 3
。

( d )

( t )

,曰Oō

C 一 3

C一 4

C 一 5

C 一 6

C 一 7

C 一 8

C 一 9

C 一 1 0

C 一 1 1

C 一 1 2

C 一 1 3

C 一 1 4

C 一 1 5

C 一 1 6

C 一 1了

C 一 1 8

C 一 1 9

C 一 2 0

1 5 9
。

7 ( d ) 3 7
。

3 ( t )

7 ( S )

7 ( d )

3 1
。

5 ( s )

5 4
.

7 ( d ):
ù舀1工n口巴é

75
.

2 石 ) ( d ) 1 0 9
.

1 ( d )

96
.

0 ( s ) 1 7 1
。

5

5 6
。

3

( s )

4 ( s ) ( s )

0 ( d )

7 ( s )

这匕
。

7

4 9
。

6

又 d )

( s )

3 ( t ) 6 5
。

7 ( d )

.

…
,“咋Jób内6一O`峨月任1二

3 2
.

2 ( t ) 4 1
。

2 ( t )

3 5
。

9

2 7
。

1

( d ) 3 5
。

5 ( d )

( t ) 1 ( t )

7 3
.

5 乙 ) ( d )

3 4
。

2 9 1 ( s )

1石8
。

6

1 0 9
。

3

( s )

( t )

1 5 1
。

3 ( s

1 1了
。

3 ( 亡

2 9
.

3

2 4
.

5

( q ) 3 2
.

9 ( q )

( q ) 2 3
.

2 ( q )

6 5
.

4 ( t ) 7 4
。

2

1丁0
.

8 ,
1 7 0

.

6和 2 1
.

9
, 2 1

.

1

其 它 ( Z x 一 0 一 C 一 C H 3 ) 5 4
.

5 (一 O C H
3 )

ìO

a ) 化合物 ( 1 ) 与 ( I )均 以C S D S
N为溶剂

,

T人巧为 内标下测定
,

各信号的排布是基于质子噪声 去偶 (P K D )
,

偏

共振去假和有关 类似 化合物的比较而加 以确定
.

b ) 可能互换
.

n e r v o s i n ( I ) 存在有一个仲经基
: v , ,`。 二

3 5 2 0
一 ’ , ’

H X人I R 乙 4
.

8 9 ( i H
, n l ,

D
2
0

交换 后成 d d
,

J = 4 , 6 H z ) , ’ 3
C N入I尺己 6 5

.

7 ( d )
.

由 ( I ) 的 E l八 15 在 m /: 1 6了

( C
, 。

H : 。
0

2
) 和 1 4 9 ( C : 。

H , 3
0 ) 处的两个碎片举说明经 基 不在 A 环上二 3 〕 ,

而只可能在 C

环上
。

根据 乙 4
.

8 9经基所联碳上氢质子与相 邻质子的偶合情况 (J 。。 ,

n = 4 H 乙 ,

lJ : 。 ,

1 1 = 6 H z ,

J 12日
,

x l 、 0 ) 和 1 4日一 H 的低场化学位移 ( 己 3
.

了4 )
,

说明化合物 ( I )中的

这个仲翔基位于 C一 n 的 日位 二4 二,

并且 C 环为船式构型
。

因此化合物 ( 亚 )与 on d o s i n 二“ 二相

比较
,

除了 ( I ) 多一 个 甲氧基和少一个经基外
,

二者的各项光谱数据均相类似
。

综上

所述
,

我们推定显脉香茶菜素 ( en r阳 is n) 其结构应以 ( I ) 式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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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7

毕一闪
。

] 8 1匀

实 验 部 分

熔点用 k of el f显微测熔仪测定
,

未经校正 ; 工R一 4 5 0 型分光光度计测定红外光谱 , U V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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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N人11之和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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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4公斤显脉叶香茶菜干叶
,

乙醚浸泡三 个月
,

回收乙醚得浸提物 17 0克
。

甲醇溶解后

活性炭脱色
,

回收溶剂得粘稠浆状物创克
。

然后在 1
.

5公斤硅胶柱进行柱层析分 离
,

用

不同比例的氯仿
一丙酮混合溶剂洗脱

,

依次得到 ( I ) 1
.

4 4 克 (收率 。
.

0 6乡石)
,

( I )

1
.

8克 ( 0
.

0 7 5 % )
,

( I ) 2 克 ( 0
.

0 5 3 % )
。

1
.

Od o n i e i n ( I ) 甲醇中重结结晶得针状结晶
, m P 1 9了一 1 9 9

,

C ,

二a 〕五”

一 1 9 5
.

9
。

( C = 0
.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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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V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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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0 , 1 75 0 , 1 7 3 0 , 1 6 7 0 , 1 2 6 0 , 1 0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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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N人I R ( P y一 d
s

) 乙
: 6

。

6 9 ( I H
,

d
,

J二 1 0 H z ,

3一 H )
, 6

.

1 7 ( I H
,

t
,

J = 2
。

3 H z , 1 5一 H )
, 6

.

0 6 ( I H
,

d
,

J = 1 0 H z , 2一 H )
,

5
.

8 9 ( I H
,

d
,

J = g H z , 6一 H )
, 5

.

1 4 ( Z H
,

b r . s , 1 7一 H
Z

)
, 4

.

6 2 ( I H
,

d d
,

J = 1
.

5 , 1 0 H z , 2 0一 H a
)

,
4

.

2 2 ( i H
,

d d
,

J = 1
.

7 , l o H z , 2 0一H 匕)
,

2
.

7 3 ( x H
,

d d
,

J = 1
.

5 , g H z ,

5一 H )
, 2

.

2 9和 2
.

15 (各 3 H
, 5 , Z x 0 A e )

,
2

.

1 7 ( 3 H
, s , 1 8一

C H
3

)
, 1

.

1 1 ( 3 H
, s ,

1 9一 C H
3

)
。

人15 ( E l ) 二
、

: :
4 3 0 (人1

十

)
, 3 8 8 ( 、 1 一 k e t e n e )

, 3 7 0 (人I
十

一 k e t e n e一 H
Z
O )

, 3 2 9 , 3 10 , 2 8 1 , 2 5 3 , 2 3 9 , 2 1 1
,

1 8 5 , 16 5
,

13 5
,

9 6 , 9 1
。

元 素 分

析
: C

Z一
H

3 0
0

7 ,

计算值 ( % )
,

C 6 6
.

9 6 ,

H 了
.

0 2 ; 分析值 ( % )
,

C 6 7
.

2 0 ,
H 了

.

0 5
。

由以上各项物理数据和光谱分析
,

化合物 ( I ) 与 F uj i at 已鉴定的 O d on iic
n 为同一化合

物〔 5 〕 。

2
.

显脉香茶菜素 ( I ) 甲醇中 重 结 晶 得 无 色 棱 柱 状 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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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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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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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p比咙 )
。

U V 入
, ,`。 二

( 9 5 % E t o H ) 2 3 1 n m ( 10 9 3
.

7 6 )
,

I R 、 溉君I

e m
一 ’ : 3 5 2 0 , 1 7 3 2 , 2 6 9 5 , 1 6 3 5 ,

1 2澳0 ,
1 0 9 0 ,

2 0 4 0 ,
1 0 2 0

。 ’ I { 入人I R ( P y一 d
s

) 乙
:

6
.

9 3 ( i H
,

b r

一
, 1 1一 O H

,

D
:

O交换消失 )
, 6

.

0 3和 5
.

3 9 (各 I H
, 5 ,

l 了一 H
Z

)
, 5

.

7 1

( I H
,

t
,

J = g H z , 1日一 H )
,

4
.

9 7 ( I H
, S , `一 H )

, 这
.

8 9 ( I H
, 工11 ,

D
:

O 交换后成 d d
,

J = 4
、

6 H z , i l a
一 I一)

,
4

.

4 3和 里
.

3 0 (各 1 1
一

I
,

d
,

J = 1 0 1注z ,

2 0一 H
:

)
, 3

.

了4 ( I H
,

d
,

J = l i H z , 1 4 日一 H )
, 3

.

1 9 ( 3壬I
, S ,

一O C H
3

)
, 3

.

1 8 ( I H
,

m
, 1 3 日一 H )

, 2
.

5 5 ( I H
,



含14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5 卷

S , 5 日一 H )
, 0

.

9 7 ( 3 H
, S , 1 5一 C H

3 )
, 0

.

9 5 ( s H
, S , 1 9一 C H

3

)
.

M S ( E l ) m /z :

3 7 6 ( M
+

)
, 3 4 5 ( M

+

一 O C H 3 )
, 3 4 4 , 3 2 6 , 3 1 6 , 2 9 8 , 2 8 8 , 2 7 0 , 2 5 5 , 2 0 4 , 1 8 1 , 1 6 1 ,

1 5 1
, 1 4 9 , 1 3 5 , 1 2 1 , 1 0 7 , 9 9 , 9 1 , 8 1 , 6 9 , 5 5

。

元素分析
: C

: ; H : 。 O
。 ,

计算值 ( % ) -

C 6 7
.

0 0 ,
H 7

.

5 0 , 分析值 ( % )
,

C 6 6
.

8 1 ,

H 7
.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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