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 物 学 报 �夕� �
,

 。 ‘ ! ∀ #卯一 ∃ #

盛‘%& 压
, %&∋ ()& ∗( 月(+ &

, , , 之 , , 巴二二二二 , 冲治目注结理

牙节中的两个

邱明华 李奇勋

− 一甲基双糖贰

聂瑞麟 周 俊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摘 要

牙节 了/ 0 “1 +− 2& �“ 城�( ‘3
·

! 价 ∋% 4夕系萝孽科南山藤属植物
,

从其根的甲醇提取处理后所

得粗试水解物
,

分离到两个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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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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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节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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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Δ 。 我们对云南德宏产的该植物的根进行化

学成分的研究
,

从甲醇提取物酸水解后的氯仿抽提部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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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提取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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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的二乙酞化物 .666!

666
,

5 经无水毗咤
一

醋醉常法乙酞化得到
。

无色针晶 .Φ + ∃ Ε !
。

Φ Θ. Ι Ξ
+ ,

丰度.多! ! ∀

Α # ∃ .Φ
十 ,

# !
,  : ∃ .Φ

Ο 一
Ε Μ ⎯ ) , # !

,

 , < .Φ
Ο

一 Μ + Ε
、

一 Ε & + Ε
, ,

6 6 !
,

# Α �
,

6 6:
,

6∃ 6 , Υ �
,

< Α , �;
,

Α  .基峰
,

6 ∃ ∃ !
, ‘
Ε Γ Φ Η 占.Π/ Π 6

 

! ∀ �
9

∃ < .5Ε
,

Κ
,

Ω Τ ;
9

&Ε Ρ ,

Π , ·

一 Ε !
,

Α
9

<  .5Ε
,

刁Κ
,

Ω 一  
9

ΜΕ
Ρ ,

Ω 一 6
9

ΘΕ Ρ ,

Π ,

一 Ε !
,

Α
9

�; .5Ε
,

Κ Κ
, 9

6 Τ ;
9

∃ Ε ∀ ,

Ω 一  
9

ΜΕ
Ρ ,

Π β ‘

一 Ε !
,

Α
9

∃ Υ .5Ε
,

Ι
,

Π
∀ ,

一 Ε !
,  

9

; Α .5Ε
,

Κ Κ
, Ω 一  ∃ Ε

Ρ ,

Ω 一 #
9

ΘΕ Ρ , Π  ,

一 Ε !
,

 
9

: Α .5Ε
,

Ι ,

Π
‘

一 Ε !
,  

9

6; .5Ε
,

Ι
,

ΠΑ 一 Ε !
,

#
9

6; .5Ε
,

Ι
,

Π 咨

一 Ε − !
,

6
9

� �.5Ε
,

Ι
, Π β

一 Ε + !
,

6
9

# : . Ε
,

Κ
,

Ω Τ :
9

ΜΕ
Ρ ,

Π ,

一 + Ε
,

!
,

Ν
9

β 5. Ε
,

Κ
,

Ω 一 :
9

&Ε
Ρ , Π Θ ,

一 + Ε
 

!
,

 
9

Α < . Ε
, ∗ ,

Π , ,

一 Μ + Ε
 

!
,

 
9

Α ∃ . Ε
, ∗ , Π  

一 Μ + Ε
,

!
,  

9

# ; . Ε
, ∗ ,

Π ,

一 Μ + Ε
。

!
,

#
9

6 6 .: Ε
, ∗ ,

Π , , ,

Μ

αα
场

,

一 Π + Ε
 

!
&

Α
9
− 一

甲基牙节双糖贰.66!

66 ,

无色针晶 .Φ + Μ Ε !
,

元素分析
∀ 分子式 Π

, >

Ε
β、& ∀ > 实测值 .多!∀ Π �#

9

#  
,

Ε Θ
,

# # ∀

计算值 .多!
∀ Π � #

9

6 <
,

Ε Υ
9

∃ <。 5Η , 盖彗孟∀   < ∃
,

6 Α Α  
,

6Α 6;
,

6  < �
,

6 # : Υ
,

6 # 6 Υ
,

6 6: Υ
,

6 6# <
,

6∃ : & ) Ι
一 , 。

Φ ∗ .Ι Ξ
+ ,

丰度.务!! ∀  # # .Φ
十 ,

 !
,

# ; 6.Φ
十

一 Μ + Ε
 , 6 � !

,

# <  .Φ
Ο

一 Μ + Ε
χ

一

Ε
∀ Μ

,

6# !
,

# � Υ
,

# Α :
,

#  #
,

# # #
,

6 �;
,

6 Α �
,

6Α 6
,

6# Υ
,

; �
,

Υ <
,

Υ �
,

< Α .基峰
,

6∃ ∃ !
,

� ; 。 ‘
Ε Γ Φ Η

省.Π / Π 6 ! ∀ Α
9

<  .5Ε
,

Κ Κ , Ω Τ Α
9

ΜΕ
Ρ ,

Ω Τ �
9

ΘΕ Ρ ,

Π
, 一

Ε !
,

Α
9

� � .5Ε
,

Κ
,

Ω Τ Υ
9

ΜΕ Ρ ,

Π α , 一
Ε !

,

 
9

< ; .5Ε
,

Κ Κ
,

Ω 一  
9

ΜΕ
Ρ ,

Ω 一  
9

ΜΕ
Ρ ,

Π , , 一
Ε !

,

 
9

气!∃.5Ε
,

Κ Κ
,

Ω 一 ;
9

ΜΕ
Ρ ,

Ω Τ ;
9

ΜΕ
Ρ , Π Α 一

Ε !
,

#
9

# # .5Ε
,

Ι
,

Π ,

一 Ε −
!

,

6
9

: ∃ .5Ε
,

Ι
,

Π 。一
Ε + !

,

6
9

子 . Ε
,

Κ
,

Ω , :
9

ΜΕ
Ρ ,

Π厂+ Ε
 

!
,

6
9

 6 . Ε
,

Κ
,

Ω 一 :
9

ΘΕ Ρ ,

Π , 一 + Ε
。

!
,

 
9

: Υ. Ε
, ∗ ,

Π 、, 一Μ + Ε
,

!
,

 
9

 6. Ε
, ∗ ,

Π �一Μ + Ε
 

!
。 ‘, Π Γ Φ Η 数据

见表 �&

Θ
‘

_ 的三乙酞化物 .5[ !

δ
,

由 66 经无水毗咤
一

醋酚常法乙酞化得到
。

无色颗粒状结晶 .Φ + Μ Ε !
。

Φ Θ. Ι Ξ + ,

丰度 .务!! ∀ Α Α Υ .Φ
Ο ,

# !
,

 Υ Υ .Φ
Ο

一 Ε Μ ⎯ + ,

# !
,

 � <.Φ
Ο

一 & + Ε
,

一 Ε Μ ⎯ + ,

  !
,

# Υ Υ
,

6 Υ <
,

6# <
,

6 6 :
,

Υ �
,

< Α
,

弓;
,

Α  .基峰
,

6 ∃ ∃ !
。 ’

Ε Γ Φ Η 占.Π / Π 5 ! ∀ �
9

# � .5Ε
,

Κ Κ Κ
,

Ω 一 6 6
9

ΜΕ Ρ ,

Ω 一 ;
9

ΜΕ
∀ ,

Ω Τ ∗ 苏Ε
Ρ ,

Π
一

Ε !
,

Α
9

Υ : .ΝΕ
,

Κ
,

Ω 一 Υ
9

ΜΕ
Ρ ,

Π 5 , 一
Ε !

,

Α
9

: ; .5Ε
,

Κ Κ , Ω 一 Α
9

ΜΕ
Ρ ,

Ω Τ 6
9

ΘΕ
Ρ ,

Π , 一
Ε !

,

Α
9

� � . 5Ε
,

Ι
, Π >一Ε !

,

 
9

; Α.5Ε
,

Κ &�
,

了一  
9

&Ε Ρ , Ω 一  
9

ΜΕ
Ρ , Π , , 一

Ε !
,

 
9

: Α .5Ε
,

Ι
,

Π 厂Ε !
,

 
9

# #.5Ε
,

Κ Κ
,

Ω Τ ;
9

ΘΕ Ρ ,

Ω 一 Υ
9

ΘΕ
Ρ ,

Π
> 一

Ε !
,

#
9

 ∃ .5Ε
,

Ι
,

Π β一
Ε − !

,

6
9

: <.5Ε
,

Ι
,

Π β一
Ε 、!

,

#
9

 6 . Ε
,

Κ , Ω 一 :
9

ΘΕ Ρ ,

Π
、一 Π Ε

,

!
,

6
9

6 < . Ε
,

Κ
,

Ω Τ :
9

ΜΕ Ρ , Π , , 一 + Ε
,

!
,



 期 邱明华等 ∀ 牙节中的两个
。 一

甲基双糖式  ∃ 6

Τ 7

一
一一

≅
9

一

一
一一≅

一≅ ≅
Τ

一一
9

一一
一

‘一≅ Τ 一
Τ

一
Τ

—
Μ

 
9

Α <. Ε

Μ

εΣ
Π

, 一 Π Π Ε

, ∗ ,

Π ,
,
一。Π Ε

,

!
,

 
9

 。.∀ 。
, ∗ ,

。, 一。Π Ε
、

!
,

#
9

6。

.
:。

, Θ ,

Π >
9 ∀ , 一

兰
+ Ε

,

!
,

#
、

。 . Ε
, Θ ,

!
。

:
9

6
,

66 的甲醇解及气相色谱分析

6 一 βΙ 1�
, 66 样品置于微型小试管中

,

用 6 #
9

6 外干燥 Ε Π5
一
Φ +. , Ε 溶液在 <∃ ℃ 下保

持约 � 小时
,

反应混合液用 ⎯ 1 厂 ∃ 中和至中性
。

过滤
,

滤液用空气吹干
。

残余物干燥

后
,

滴入少许三甲基硅醚哇
,

约 Α∃ ℃ 左右保温 6� 分钟
,

然后水解过量的试剂
。

正己烷提

取
,

进行气相色谱分析
。

色谱条件
∀ 用 Θ4( Ι − Κ

Ρ 8 φ Π 一 1 ⎯ 气相色谱仪分析
,

∗ γ 一

抖 石英

毛细管柱  ∃ Ι η ∃9 #Υ Ι Ι
,

柱温 Υ ∃一 �阳℃
,

线性程序升温  ℃ Ξ分钟
,

载气 Γ 刁 ,

柱前压 6
9

�

] 1 Ξ )耐
,

分流比 #∃ ∀ �。 分析结果 ∀ 6 和 ∋ 中 价甲基
一  一 Μ 一

甲基
一 : 一去氧

一 /
一

阿洛糖贰硅醚

化物的保留时间分别为 Υ
9

Α# 和 Υ
9

刊 分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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