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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现和寻找对人类本身无害
、

对 自然环境无污染的新一代杀虫剂的

过程中
,

我们对云南产筋骨草属 #∋2 13 ∗% 植物中的昆虫拒食和杀虫活性化

学成分进行 了系统研究
。

从云 南 曲靖地 区产散疲草 #∋2 13 ∗ Ψ∗− )∗) Π∗

> ∗ − Υ 一8 ∗Τ Τ% 中分离到了一些二菇化合物 #另报%
,

其中含量较高的成分

之一是对些麻黄峡蝶 #≅∗Ξ (5 ∗ , (Ρ )∗% 显示 拒食活性的已知二菇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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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我们对各项波谱数据的测定
,

文献【Ζ」中所

定结构是正确的
!

但分子 中大多数非等价亚甲基质子处于高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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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子相

互重叠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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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 : 个非等价亚甲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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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位移进行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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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确定了分子结构中非等价亚甲基碳的归属
。

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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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难于一一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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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甲基碳的归属就得以确定#表 ∃%
。

另外
,

从分子结构 的 6Χ ΑΧ 6 谱的低场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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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Ψ Ψ 4 %与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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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

6Χ Α Χ 6 技术可作为确定该类二菇结构中非等价亚甲基碳的归

属和酞基取代位置的简便
、

有效方法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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