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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腺花香茶菜垒草的丙酮提取物中分离得到2十对映一贝壳杉烯查二萜，利用红外、 

紫外、质谱和核磁共振等光谱方法，对这2个化合物的结构进行了鉴定，其中的1个化合物—— 

灰岩香茶菜甲紊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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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报道了一系列香茶菜属植物中的对映一贝壳杉烯型二萜化合物 ]．最近 在对唇形 

科 (Labiatae)腺花香茶菜 (Isadon adenantha)的活性化合物研究中，从其全草的丙酮提 

取物里分离得到2个对映一贝壳杉烯型二萜． 

1 结果与讨论 

化合物1，无色针状晶体，分子式为c。。H 0 。(EM+1] m／z 535)．在1的“C NMR 

和DEPT谱中，可以观测到3个与季碳相连的甲基信号，3个亚甲基信号，8个次甲基信号， 

3个季碳信号以及2个双键碳和1个酮羰基碳信号．而由以下信息，又可以推断出分子内存 

在 1个与酮羰基共轭的环外亚甲基结构单元：uV k ：238 D_m(1g￡3．90)；IR‰ ／cm一： 

1 725和 1 648} H NMR d：5．55和 4．80(各 1H，s)；”C NMR d：1 5O．7(s)，1O7．1 

(t)(环外双键)和206．9(s)(酮糍基碳)．另外，再结台3个与季碳相连的甲基信号 [ H 

NMR d：0．78(s)，1．1 5(s)和 1．28(s)]的出现，推断出该化合物具有对映一贝壳杉一16一 

烯一15-酮的基本骨架 ． 

从下列数据中，可以断定1中存在4个乙酰基： HNMR d1．87，2．03，2 15和2．21 

(各 3H，s)； C NMR d 170．9．170．4，169．8和 169．5(均为S峰)，21．7，21．6，21．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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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均为q峰)．另外，l的红外光谱中3 466 cm_1处的吸收峰和NMR谱中的信号[3．37 

(1H，t，L，一2．3Hz)和 (75．4(d)]还表明：在 l中存在 1个与次甲基碳相连的羟基．将 

l与已知化合物——维西香茶菜甲素r 的核磁数据相比较发现，l与维西香茶菜甲素除了在 

c一6位上有区别外，2个化合物中其它碳的化学位移均具有一致性．又由于 l较维西香茶 

菜甲索多了1个乙酰基，同时c一6发生低场位移，所以认定 l是维西香茶菜甲素的c一6 

位乙酰化产物．至此，推定 l的结构为 1 ，6n，7 ，l】 一四乙酰基一3 羟基一对映一贝壳杉一l6一 

烯一l5一酮 J． 

化合物 2，分子式为C H 0 (EM+13 m／z 491)．它的红外光谱、氢谱和碳谱数据 

均表现出与腺花素 的一致性． 

2 实验部分 

2．1 仪器和试剂 显微熔点仪测定 (温度计未校正)；Bruker一400型超导核磁仪．CDcl 作 

溶剂，TMS为内标；ZAB—HS型质谱仪；FT一170SX分光光度仪，KBr压片法；岛津uV一 

240型分光光度计． 

硅胶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试剂，并经减压蒸馏后使用． 

2．2 实验材料 腺花香茶菜的全草于 1992年7月，采自云南省文山县境内．植物标本现 

存于昆明植物研究所分类室，由李锡文教授鉴定． 

2．3 提取与分离 腺花香茶菜全草 (1．27 kg)经干燥、粉碎后，在室温下用丙酮提取并减 

压蒸干溶剂，得到98 g粗提取物．将粗提物再溶解，并用石油醚 (60～90 C)和乙酸乙酯 

分别萃取．从二酸乙酯层溶液中，得到47 g浸膏．将该浸膏用硅胶 (300 g)柱层析，以石 

油醚／丙酮 (石油醚)： (丙酮)为9：1～6：4]作淋洗液，由8 2部分经反复柱层析，最 

后得到化合物 l和 2． 

2．4 l和 2的物理波谱数据 

1，无色针状晶体，C28H3日0l。， #265～268℃；uV (MeOH) ：238 am (1g E 

3．90)；IR ／cm～：3 466，l 725，1 648，1 433，l 370，l 231。1 068，l 033；MS 

(FAB)#535(EM+1]一)，5l5，475，453，415，373，355，313，295； HNMR占：5．38 

(1B—H，dd，L，一5．1，10．8Hz)，3．37(3d—H，t，L，=3．3Hz)，4．30(6 —H，br．s)， 

4．94 (7 —H，d，L，=2．9Hz)，5．49(1h—H，d，d-一4．7Hz)，2．68(13Ⅱ一H，d，L，一 

l1．4 Hz)，5．55和 4．80(17一Ha和 17一Hb，br．s)，0．78(18一Me，s)，1．28(19一Me， 

s)，1．15(20--Me，s)，1．87，2．03，2．15和 2．2l(各s，4×OAc)；”C NMR ：86．3 

(d，C一1)，31．7 (t，C一2)，75．4(d，C一3)，36．1(s，C一4)，49．5 (d，C一5)，78．5 

(d，C一6)，79．0(d，C一7)，50．6(s，C一 8)，49．8(d，C一9)，48．8(s，C一1。)，68．0 

(d，C— l】)，39．3 (t，C一 12)，37．7 (d，C一 13)，33．8 (t，C一1 4)，206．9 (s，C一 

1 5)，15O．7(s，C一16)，107．1 (t，C一17)，26．2(q，C一1 8)，22．3(q，C—l9)，l4．4 

(q，C一20)，4×OAc：l70．9，17O．4，l 69．8和 l 69．5(各 s)，21．7，21．6，21．4和 2O．4 

(各 q)． 

2，无色针状晶体，C26H 3‘0g， 呻：298～300 C；uV (MeOH) ⋯̂ ：231 am (1g￡ 

4．07)}IR ／em-。：3 470，l 743，1 724，1 643，1 257，1 034；MS(FAB)：491([M 

+1] )，43l，389，371，329，31l； HNMR ：5．3O(1 —H，dd．L，=4．8，l1．2Hz)． 

3．36(3 —H，t，L，=2．4 Hz)，3．69(50一H，s)．4．80 (礼 一H，S)，2．57 (9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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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5．53(I】d～H，d，J一4，2Hz)，3．03(1 3口一H，m)，5．79和 5．20(17一Ha和 1 7 

一 Hb，各 br．5)，0．83(18一Me，S)，1．24(1 9一Me，s)，1．21(20--Me，S)，2·22，2-OO 

和 1．78 (each S，3×OAc)； 。CNMR ：78．5(d，C—1)，31．5(t，C--2)，75．2(d，C 

一 3)，36．1(s，C一4)，50．5(d，C一5)，201．3(s，C一6)，79．7(d，C一7)，52．6(s， 

C一8)，54．3(d．C一9)，49．1(s，C一1O)，68．3 (d，C一11)，37．7 (t，C-- l2)，35．7 

(d，C一1 3)，33．6(t，C一14)，205．7 (s，C一1 5)，149．3 (s，C一16)，ll3 9(t，C一 

17)，26．1(q，C～1 8)，22．2(q，C一19)，15．0(q，C一20)，3xOAe：1 70．4，169．7和 

169．2(各 S)，21．6，21．1和 21．0(各 q)． 

致 谢 感谢昆明植物研究所分类室李锡文教授代为鉴定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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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ituents of Diterpenoids of Isodon adenantha 

W ang Yanhong Chen Yaozu Sun Handong Lin Zhong'wen 

Abstract Two 一kaurene diterpenoids have been isolated from the whole plant of Isodon 

nd n th口．Theif struetures have been elucidated on the basis of spectral analysis．One ot 

them (caleicolin A)has not been found in this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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