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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茎泽兰的化学成分 

摘要 从紫茎泽兰忸upatorium adenophorum Spren 中分离得刊 8个化合物，其中3一(2L 一O一吡 

喃葡萄糖)一苯基一2一反式丙烯酸为一新化合物，其余为槲皮万寿菊素一7一 一O一葡萄糖甙，6一甲氧基 

山奈酚一7一甲基醚一3一 一O一吡喃葡萄糖甙，槲皮万寿菊素一4，一甲基醚一7一 一O一葡萄糖甙，6一羟基 

山奈酚一7一 一O一葡萄糖甙．6一甲氧基芜花素，伞形花内酯及正三十二醇。 

关键词 紫茎泽兰，3一(2L 一O一吡喃葡萄糖)一苯基一2一反式丙烯酸，黄酮，香豆素 I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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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a'act The examination of the aerial parts of Eupatorium adeno砷or／／~ Spreng resulted in the 

isolation of eigth compounds．They were identified by spectra ariaI is and included five 

7一 一O—glucoside， 6-methoxykaempferol 7-metby1 ether 3一 一O一 

uc0s de． quercemgetin 一methy lether 7一 一O—glucoside， 6-hydroxykaempferol一7一 一O— 

glucoside and 6-methoxygenkwanin；one coumarin—umhelliferone；one nw  phenyl Oucos~e一 

3一( 一 一0一pyranoglaucoside)一phenyl一2一trans—propcnoic acid and dotriacontano1． 

Key words Eupatoritan adeno砷orum 3- 一 —O—pyranoglucoside)一phenyl一2一trans—propcnoic 

acid，Flavonoid，Coumarin 

紫茎泽兰忸upatorium adeno坤OFHP?／Spren 为多年生草奉植物。原产墨西哥，50年代自边境传人我国 

云南省，由于其生长繁殖彘力极强．现在云南省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且不断向北延伸。由于它对生志环境 

的破坏，给农林牧副业造成了极大危害。Boidoloi等 (1985)曾经从中分离得刊具有昆虫拒食话性的倍半 

萜化台物，许云龙等 (1988)从紫茎泽兰中分离得到 一答甾醇，豆甾醇，蒲公英甾醇棕帼酸酯及蒲公英 

甾醇乙酸酯等化合物。 

"／k五”期间我们在进行植物农药的筛选过程中发现，紫茎泽兰提取物对茶叶小绿叶蝉有一定的杀灭活 

性。为了有效的防治这一恶性杂草，我们拟通过对其化学成分的研究，从中寻找出具有生理话性的化学成 

分，为利用逸一有害杂草，变害为宝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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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茎泽兰的地上部分中除分离得刊 口一各埘醇及正三十二烷外，我们还得到了其它8个化台物，其 

中3一(2L 一O一吡喃葡萄糖)一荤基一2一反式丙烯酸 (1)，6一甲氧基山奈酚一7一甲基醚一3一声一O一吡喃葡萄糖 

甙 (2)，檐I皮万寿菊素 5一卢一0一葡萄糖甙 (3)，6-羟基山奈酚一7一声 0一葡萄糖甙 (4)，斟皮万寿菊素 

一 4L甲基醚一7一卢一0一葡萄糖甙 (5)，6一甲氧基芜花素 (6)，伞形花内酯 (7)及正三十二醇 (8)。 

化合物1 白色羽状结晶。FAB—MS 325([M一1D，CtsH160R． H 

COOi'I 37．0 1

吼

(t, 6 H

螂

z), 7

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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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J=16．2Hz)表明与荤环共扼的反式双键的存在。结合 H 1HCOSY 谱． 

C一 HCOSY 谱．1的各个 H及 C的化学位移值归属见表 1。将 1用 

10％H2SO4一H2O进行酸水解，得到甙元及葡萄糖。比较甙及甙元的”C NMR数据，发现 2，C的化学位移 

向低场移动了 4．1∞ 123 7一l27 )。表明 一OH被甙化。1的结构被确定为 3一 一卢一O一吡喃葡萄糖)一苯 

基一2一反式丙烯酸。 

裹 1 化合糟 1的 HNMR。 CNMR的 2DNMR 

Tab1e 1 H and ℃ NMR spect~l data for l(in DMSO) 

实验部分 

熔点用Kofler显微熔点仪测定，温度计未较正。 H及 C NMR用 Bruker AM一400超导棱碰共振仪 

测定．TMS内标：MS由 VG—Autospec一3000质谱仪潮定：红外光谱使用 Perkin—Elmer 577红外光谱仪测 

定，KBr压片：紫外光谱用uv一210紫外光谱仪测定。 

紫茎泽兰地上部分(12．2 kg)晾干，粉碎后于室温下经甲醇摄泡 3次，回收甲醇得褐色浸膏620g，依次用 

石油醚(6o～904)，乙酸乙酯，正丁醇苹取。经反复硅胶柱层析，从石油醚部分得化台物 8(26rag； 

0．OOOl5％)，从乙酸乙酯部分得化台物 1(185mg；0．OOl5％)，20．8 g，0-0】5％)，6(7mg；0．000091％)；7(18rag； 

0．00015％)，从正丁醇部分得化台物 2，3(890 n1g；0．0073％)，4(120 mg；0．00098％)及5(105 rag；0．00086％)。 

化合袖 1 白色羽状结晶(丙酮)，mp 245～247"(7。CtsH1日O日_h君 65．24)(c 0．0048，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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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v⋯KBrcm ：3480--3060(br)，1695(s)，1640，1580，1480，1270，1090；EI MS(m／z】：164(M’)，146(100)， 

131，118，103；FAB—MS(m／z)：325([M一1 r)，311，295，203，189，171，163，153，119。 

化合物 1的酸化反应：持 1(20rag)溶于甲醇 中，在 H 2SO4-H2O(1：10)溶液 中回擅 3 h。反应产物用 

CHC1 萃取。CHCI 层水洗后，再用无水硅酸钠干燥，回收溶剂燕干，重结晶得甙元(6m 。NMR数据见 

表 1。确认为 3一( 一O 吡哺葡萄糖)苯基一2反式丙烯酸。 

化合物 2 黄色针晶(甲醇)．mp 214--216~C。IRvmg m ： 3500--3100(br)，1710，1620，1610，1550， 

1500 1370，1205，1190；EI MS(m／z)：33o(M ，100)，315，312，301，287；FAB—MS(m／z)：491【M—lr(1OO)， 

328。 

化音物 2的酸化反应：2(50 mg)*e HC1一H 2O(10％)溶液中回流 12 h，滤去未反应的黄色粉来，滤液经聚 

酰胺柱层析幢toH—H，O，5％～40％)进行纯化，重结晶得甙元(21 mg)。 H NMR数据见表 2，”C NMR数 

据见表 3，UV数据见表 4。井参考文 (Hattori et a1．1992)确定其结构为 6-甲氧基山奈酚一7一甲基醚 

一 3 8 O一葡萄糖甙。 

寰 2 化台物 2～6的’HNMR的化学位移 

Table 2 HNMR slx~traldatafor 2～6(inDMSO) 

化台物3黄色针晶(甲醇)，mp 218--220℃。IRv： m。。：3600--3100(br)，1670，1600，1540，1480， 

1100．EI—MS(m／z)：318(M ，lOO)，302，289，261，245，218，169；FAB—MS(m／z)：479[M一1~(100)，317， 

189。 H NMR数据见表2，”C NMR数据见表 3，uv数据见表 4。其NMR数据与文献(Ramachandran， 

t口f，1995)相符、证实化合物3为槲皮万寿菊素 7一卢一O 葡萄糖甙。 

化合物 4 黄色针晶(甲醇)，mp 239～240℃。IRv 锄  ：3500--3200(br)，1700( ，1610，1560，1500， 

1400．1300，1200；EI MS(m／z)：302(M~,100)，273，245，169，147；FAB—MS(m／z)：463[M一1F(100)，301， 

283．255。 HNMR数据见表 2，”CNMR数据见表 3，uv数据见表 4。其 HNMR及 uV数据与文献 

(Kerreta1．1981：Baconetal，1978)相符，为6一羟基山奈酚 7一口一O一葡萄糖甙。 

化合物 5 黄色针 晶(甲醇)，mp 240～242℃。IRv K̈Brcm ： 3500~3100(br)，1650，1600，1590，1550， 

1380．1070，1020；EI MS(m／z)：332(M ，lOO)，317，302，289，261，169，FAB—MS(m／z)：493(M 1 r(1oo)， 

463．331，315．301。1HNMR数据见表 2， CNMR数据见表 3，uv数据见表 4，为槲皮万寿菊素-4L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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醛一7一 一O 葡萄糖甙。 

化 台 物 6 黄 色 针 晶(甲醇 )，mp 2田～ 26o℃。 IRv “Brcm ：3500~ 3200(br)，1650
， 1050，1000 ； 

EI—MS(m／z)：314(M十’10o)，299，285，239，181，153。 H NMR数据见表2， 3c NMR教据见表 3，uv教 

据见表4a井参考文献(Wagner et at,1976)，确定为6-甲氧基芜花素。 

裹 3 化台袖 2～6的”CNMR的化学位蒋 

Table 3 CNMR spectraldatafor 2～6‰ DMSO) 

裹4 化台韵2～6的 UV数据 

Table 4 UV spectral data for 2N6(k (nm) 

化台 物 7 无色 针 晶(丙 J1)。 IRvⅢK虹Brcm一 ：1710，1650，1590
， 1460，1060；EI—MS(m／z)：162(M+)． 

134(100)，119，106，92，91，78，77； H NMR(c 5N)；7．69(4一H，d，7．5Hz)，7．42(5一H，d，8．1Hz)，7
．04(6一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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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8．0Hz，2．32Hz)，7．05(s，8 H)，6．26(3一H，d，7．5Hz)； C NMR(C5D5N)：161．5(2一c)，1 12．2(3一c)， 

144．4(4一c)，130．1(5一O，114．1(6一c)，163．1(7一O，103．4(8一c)，156．9(9一c)，l121(10一c)，与文 献 (Sojka， 

1975)报道一致。从而确认化台物 7为伞形花内南。 

化合物 8 白色粉末(丙酮)，mp 76～77℃。EI MS(m／z)：466(M )，为正三十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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