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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了探明新鸟檀化学成分，寻找新药目标分子或先导化合物。方法 利用现代分离方法和 H．” 

CNMR、El—MS等分析方法研究新鸟檀(N．griffithii melt)化学成分。结果 从新鸟檀(N．griffithii men")枝干部分分 

离得到23个化合物，鉴定其中4个化合物结构，分别为：苯甲酰胺、苯丙烯酰胺、原儿茶酸、东茛菪亭内酯。结论 

以上 4个化物均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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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component of neonauclea griffithill mer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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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hemical component of Neonauclea griflhhill melt．To search components of new reed— 

ieine and lead compounds．Methods Study compounds of Neonauclea flhhill by modem separation and H一”CNMR、EI— 

MS etc methods．Results Twen~一three compounds alto found from it limbs．Four compounds alto identified．They are 

benzoylamine。13-phenylpmpeneamide，3。4一dihydroxybenzoie acid，scopoletin．Conclusions They are found from Neonau— 

clca is fir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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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檀属与新乌檀属植物属于茜草科，随着分类学 

的发展，由Adina这一统称中分划为新乌檀属(Neo- 

nauclea)和乌檀属(Nauclea) J。它们是一类常绿乔 

木，分布于热带、亚热带雨林，其枝干、皮可人药，其药 

性苦、寒，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之功效。常用于治 

疗感冒发热、急性扁桃体炎、咽喉炎、支气管炎、泌尿 

系统感染、肠炎、痢疾及胆囊炎I夕 用治疗痈疖脓肿。 

自20世纪50年代起，国外对乌檀属及新乌檀属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碱部分，先后从皮、枝干、叶、 

花、果实中分离出近30种生物碱_2 ；据报道抑菌活性 

显著【4 ；我国学者林茂、李守珍等曾对乌檀(Nauclea 

officinalis Pierre ex．Pitard)的生物碱部分进行了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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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乌檀(N．griffithii melT)产于我国云南西双版 

纳，其化学成分研究迄今为止未见报道。为了探明新 

乌檀化学成分，寻找新药目标分子或先导化合物，我 

们展开了对新乌檀化学成分的研究工作。利用现代 

分离、分析方法和手段，从其酸提碱沉部分(2)得到 

12个化合物；乙酸乙酯部分(1)分离得到 11个单体， 

鉴定了其中4个化合物，它们分别为：苯甲酰胺 

(NGCL )、苯丙烯酰胺(NGCL2)、原儿茶酸(NGL1)、 

东莨菪亭内酯(N )。以上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属 

植物中分离得到。 

1 仪器和材料 

HP．GC．Ms5973型质谱仪，INVOA-400MHz型核 

磁共振仪(溶剂 CDCI 、内标si(CH ) )，BUCHI Wa- 

terbath B-480型旋转蒸发仪，zF．I型三用紫外分析 

仪，葡聚糖凝胶 LH-20(Sephadex)，硅胶 GF254、硅胶 

H、柱层析用硅胶(200-300)为青岛海洋化工有限公 

司生产，甲酸、二乙胺(分析纯)天津化学试剂厂，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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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铋钾、H：S0 等显色剂均为自配。 

样品：新乌檀(Neonauclea griffithii merr)采自中 

国云南西双版纳。 

2 提取与分离 

新乌檀枝干13．5kg，用 95％乙醇热提3次(3h、 

2h、1h)将提取液减压浓缩后合并，依次用石油醚、乙 

酸乙酯、正丁醇萃取(见图 1)，得到各段提取物。将 

乙酸乙酯部分(1)及酸提碱沉部分(2)分别再进行中 

压柱、常压柱、加压柱、减压柱柱层析，所得组分再经 

葡聚糖凝胶 LH-20(Sephadex)柱或制备薄层层析 

(PTLC)，分离得到一系列化合物。 

样品 (粉碎)13．5Kg 

I95％EtOH．3、2、lhour 
减压浓缩j直合并 

上I％HCl，pH=2 
f_—————— —]  残渣 

水 层 

⋯  
油醚萃取 

己酸乙酯萃取 r_————上=——二_l_‘ ● + 

水层 石油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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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酸 乙 
H H~O pH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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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丁醇革取 

r— —1  
正丁醇层 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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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l 各段提取物 

3 结果与讨论 

苯甲酰胺(NGCL4)：白色结晶， HNMR显示在低 

场7．OO一8．00ppm处有5个 H，此为苯环H质子，7． 

82ppm处H发生裂分形成 dd峰，偶合常数为J=7． 

65、1．25Hz。可判断为芳环相邻和对位偶合。7． 

42ppm处 H裂分为三熏峰，偶合常数为J=7．60Hz， 

发生了邻位偶合。7．53ppm、7．54ppm的裂分与7． 

42ppm处相同，都为邻位偶合，由此确定芳环发生单 

环取代。 CNMR显示，169．78ppm处有 C=O存在， 

133．35ppm由于C=O的去屏蔽效应而向低场移动， 

dept谱中显示有 5个 CH-存在；EMS显示为 121 

[M] ，105[M—NH2] ，77[M-NH2-CO] 由此可以确 

定结构为： 
3 、’ CONH2 

，

l『
。 

5 

苯丙烯酰胺(NGCL2)：白色无定形粉末， HNMR 

显示在低场7．OO一8．00ppm处有6个 H存在，初步 

判定为芳环，7．52ppm处H裂分为峰J=5．26Hz。7． 

38ppm处多重裂分，偶合常数均为 J=5．24Hz，可以 

判定为芳环上的单取代。6．54ppm处H裂分为d峰， 

J=15．63Hz，7．64ppm处 H为 d峰 ，J=15．68Hz。可 

判定为相互偶合烯烃氢55．00ppm处2个 H的存在 

是酰胺的典型峰。同 NGCL4的”CNMR 比较一致 

134。21ppm1 128。97ppm 127j 95ppm、130．05ppm 

127．94ppm、128．91ppm，C归属于芳环。167．95ppm 

处为典型-C=C-峰存在。1 19．36ppm、142．72ppm处 

可以归属于-C=C-。EI-MS m／z：147[M] 、131[M- 

NH ] 、103、77，可确定结构为： 

原儿茶酸(NGL )：黄色簇状结晶，EI-MS m／z： 

154[M] 、137[M-OH] 、109[M—OH CO] ，在标准 

图谱库中与原茶儿酸完全吻合，再调其 HNMR和  ̈

CNMR与原茶儿酸的 H． CNMR对照一致。则结构 

为： 

llO
、13 cooH 

HO ／  V ／ 

东莨菪亭内酯(NGL )：为黄色晶体，EI-MS m／z： 

192[M] 、177、164、149，并与标准图谱库中莨菪亭， 

其 H 13CNMR一致。故结构为： 

、 、 n 

} I J 

(IIJO ．1IlI 
5 4 

4 光谱数据 

NGCL4： HNMRB(ppm)：7．82(dd，J=7．65Hz，1． 

25HzH-2)；7．42(t，J=7．60Hz，H-3)，7．53(t，J=7． 

60Hz，H-40)，7．42(t，J=7．60Hz，H-5)，7．82(dd。J= 

7．65，1．25Hz，H-6)； CNMR 8(ppm)：133．35；(s，C- 

1)，128．64(d，C-2)，127．37(d，C·3)，132．01(d，C- 

4)，127．38(d，C-5)，128．64(d，C-6)，169．78(S，C- 

7)；EI．MS m／z：121[M] ，105[M-NH2] 。77[M- 

NH2-CO] 。 

NGCL2： HNMRB(ppm)：7．52(d，J=5．26Hz，H- 

2)，7．38；(t，J=5．24Hz，H-3)，7．38(t，J=5．24Hz。H- 

4)，7．38(t，J=5．24Hz，H-5)7．38(t，J=5．24Hz，H- 

6)，6．45(d，J=15．67Hz，H-7)，7．64(d，J=15．67Hz， 

H-7)；13CNMRB(ppm)：134．25(s。C-1)128．91(d，C· 
·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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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7．94；(d，C-3)，130．00(d，C_4)，127．94(d，C- 

5)，128．91(d。C-6)，119．37(d，C-7)，142．75(d，C一 

8)，162．93(s，C-9)；EI—MS m／z：147[M] 、131[M— 

NH2] 、103[M-NH2一CO] 、77。 

NGLl： HNMRB(ppm)：7．51(d，J=2．0Hz，H一2) 

6．88；(d，J=8．0Hz，H-5)，7．45(dd，J=8．0，2．0Hz， 

H-6)；13CNMRB(ppm)：122．94(s，C一1)，115．67(d， 

C-2)。150．71($，C一3)，145．52(s，C-4)，117．36(d，C一 

5)，123．54(d，C_I5)，167．82(s，C-7)；EI—MS m／z：154 

[M] 、137[M—OH] 、109[M—OH—CO] 、97[M-20H— 

co] ；NGL2： HNMR8(ppm)；7．83(d，J=9．23Hz，H一 

3)，6．16；(d，J=9．22Hz，H_4)，7．19(s，H一5)，6．78 

(d。H一8)；13CNMRB(ppm)：161．32(8，C-2)，112．07 

(d，C-3)，45．84(d，C一4)，113．26(d，C一5)144．65(s， 

C )，151．67(8，C-7)，103．62(d，C-8)，151．02(8，C一 

9)，109．84(s，C10)；EI—MSm／z：192[M] 、177、164、 

149、13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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