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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系唇形科夏枯草属植 物
。

该 植 物 具清

肝
,

散结等功效
,

在民间广泛作为夏枯草的代 用品
,

其化学成分未见报道
。

本文报道从

大理州采集的硬毛夏枯草的乙醚提取物中分离到的四个化学成分
.

日
一
谷 留酸 〔; 〕

,

白

桦醋酸 〔< 〕
,

熊果酸 〔= 〕和夏枯草酸 〔;〕
。

经光谱分析和化学方法证明
,

〔> 〕

的结构为 >
, ∋ 一? ! 一 9%6 ≅9 Α # Β ≅ 4 Α 7 # 5%3 ! 3 %9

,

系一新的三菇化合物
。

化合物 〔; 〕为无色精细结晶
,

Χ Δ ∋ ∋ ∋一 ∋ ∋ 0#

&
,

对Ε %3Φ 3 Α Χ ! ∃
反应显紫红色

,

证明

为三菇类化合物〔> 〕,

其质谱裂解出现的基峰为Χ Γ3 ∋ , Η ,

并有丰度较大的 碎 片 离子峰

Χ Ι
3

∋/ 0
, > Η (

, >00
,

这一系列的碎片离子是五环三菇 > ∋ 一烯
一
∋Η

一
乌苏酸和 > ∋一烯

一 ∋ Η 一齐

墩果酸类型化合物经反 ϑ %5 37 重排以及继续裂解后的特征碎片峰
,

示化合物 〔;〕为 > ∋ Κ

烯五环三菇类型化合物
,

并且在 ϑ ?Λ环上除& 一
∋Η 狡基外

,

不存在其它取代基 因
。

观察

〔;〕的核磁共振氢谱
,

在 乙∋
:

Μ /有偶合常数 Ν Ο ∃ Π Θ 的双重峰出现
,

这是 >∋ 一
烯

一
乌

苏酸型化合物& . . 一Π 的共振信号
,

也是与 > ∋ 一烯
一
齐墩果酸型化合物的主要判别 依 据之

一
,

说明化合物 〔;〕为 >∋ 一
烯

一
乌苏酸的衍生物

。

〔;〕的红外光谱在0 , , # � Χ
一 ’
有经基

的吸收
,

经乙酸化后得三乙酸醋 〔Ρ 〕
。

〔Ρ 〕的红外光谱中经基吸收峰消失
,

其核磁

共振谱在 乙 >
:

()
, ∋

:

/Η
, ∋

:

> ∋
,

有三个 乙酞基信号
,

且 同碳质子的共振信号分别出现在

乙,
:

∋ ) +;Π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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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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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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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同碳质子信号的峰形及偶合常数分析
,

即可

确定〔;〕中的三个经基处于� 环上的&
, ,

& .
和 &

0

位
,

并且其结构为 5! , ?! 和0日经基
。

根据 以上数据
,

证明化合物 〔; 〕为 > , ∋ 一? ! Υ 9 %6 ≅ 9 Α # Β ≅ 盯 7#5 %� !� %9
,

命名为夏枯草

酸
,

系一新的天然存在的三菇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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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标准品卜谷街醇的红外光谱及薄层层析对照均一致
,

故定为 日
一谷街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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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以上数据
,

与文献一致
,

定为白桦醋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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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标准品

熊果酸的红外光谱及薄层层析
、 ‘Π Ψ Ζ Ω对照均完全一致

,

故定为熊果酸〔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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