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薄层色谱 

取 奉品 粉 末 Ig，加 甲 醇 

25rid，超声处理 15分钟 ，滤过， 

滤液挥干，残渣加乙醇 0．5-n】溶 

解作为供i式品溶液；另股天麻粉 

束 0 5g加甲醇 lOnfl超声处理 15 

分钟，滤过．滤液挥干。残渣加 

乙醇 0．5ml溶解作 为对照 品溶液 

I：另取天麻素对照品加乙醇配 

ll 一 “ 

制成 lml含 1mg的溶液作为对照 

溶液 U．分别吸取 j二述三种溶 

液各 l0”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预制 板 卜- 氯仿 ：甲醇 

(5：2)为展开剂．展 开．取出， 

晾干，先在紫外灯 (365nm)下 

观察 ，然后再喷 以 10％磷 钼酸 

乙醇液在 105~C烘约 5分钟 根 

据斑点的显色及对应位置分别定 

小饭团的化学成 分 

位 结果供试品色谱中无天麻索 

对应斑点 ，帆与天麻对照液色谱 

有 4个相同颜色的对应班点．表 

明其中禽有与天麻类似的成分 

(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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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易 ；天奔珲酸 

自从五昧子科南五味子属植 

物菠萝香藤 (Kadsura atlaaosma) 

中分离鉴定了三个新的对映桉烷 

硬配糖体 【l 后 ，我们 叉对同属 

植物小饭团 (Kadsura h,e．terocli~) 

进行了研究，从中分离鉴定了 4 

个化学成分。 

晒干的小饭团茎粉经乙醇提 

取 ，提取物经硅胶拄层析，以氯 

仿洗脱．得到无色针晶 (I)，进 
一 步用氯仿～甲醇 (9：1～8：2) 

洗脱得到化合物 (2)、 (3)和 

(4) 

化合物 (I)分 子式 为 c∞ 

H360 通过光谱 (IRU,~CM～： 

1637．16I5，1590，1495)两 ，r 

芳环质子 (a 6 4-,-1，6．8O)可以 

看出分子含双苯基，从核磁共振 

氢谱可看出化合物 (2)有 4个 

甲 基 (6 3． ， 3 74． 3．89， 

3．93)和 1个亚 甲基 (8 5．90， 

5．91)，这些基团应与两个芳环 

连接，进一步分析核磁谱发现化 

合物 (1)有 一个典型的联苯环 

t14 

辛二烯木脂素的骨架．有一个仲 

甲基 (6 1．25)，一个叔甲基 (a 

1 35)，一个与连有 当归酰氧基 

(a 1．39，1．86，6．130)的碳相连 

的质子 (8 5．67) 比较化合物 

(2)与五味子灵的光谱数据与熔 

点 发现二者完全一致。 

化合物 (2)是一 个黄色的 

结晶．光谱 (UVk～：206，256， 

35】Flm)显示这是 个黄酮化合 

物 核磁共振氢谱与碳谱显求分 

子中有一个鼠李糖残基，因此化 

合物 (2)是一 个鼠李糖甙。综 

合分析 f2)的光谱数据可以推 

出化合物 (2)为槲皮甙 

化合物 (3)分子式为 c7 H_0 

0 红外光谱显示 (3)有羟基 

羧基及双键，从碳谱可以发现分 

子 中有 互 个仲 羟基 (8 6,7．15， 

CH；68．o7， CH：72 73， (瑚 )． 

这些数据表明这是一个环已烯羧 

酸．分析其光谱 数据 可以推 出 

(3)是莽草酸。 

化合物 (4)通过薄层层析 

⋯  

用两种不同展开剂展开与胡萝 h 

甙相比较 ，二者 Rf值完全一样、 

而且红外光谱也相重合 因此化 

合物 (4)是胡萝 h甙 

实验部分 

熔点用显微熔点仪 (未经校 

正)测定 ，紫外光谱用 L ～21O 

测定 ．红外光谱用岛津 IR～450 

测定 ，核 磁共振 氢谱 和碳谱用 

Bruke J AM--400测定 ，以 TMS为 

内标，质谱用 Finnigan--45]0测 

定。 

植物原料，小饭团茎采用云 

南普洱，经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陶国达教授鉴定 

提取与分离，空气于燥的植 

物原料 lkg用乙醇提取 提取物 

减压浓缩得到 380g浸膏，将浸 

膏进行柱层析分离，以氯仿、氯 

仿一甲醇洗脱，逐渐增大洗脱剂 

中的甲醇比例 (至 8：2)所得馏 

分进一步重复拄层析分离，直至 

得到纯品。从氯仿洗脱部分得到 

五味子灵，氯仿一甲醇洗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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耋 

得到槲 皮甙 、莽草 酸和胡 萝 

廿I= 

五味子 是 (】)，无 色针 晶， 

惦 ：255～256~c．红外光谱 I_一 

Ill~lx．。一 ： 3550． 1720， 1643， 

1620．1600，1585，15C0~质 谱 

~,lSnv"z：572，512，412；核磁共 

振 氧谱 。HNMIt(CDC11)：日1．25 

(3H．d，J：7．1 ． 1．35 【3H， 

s) 1．39 (3H，d，J= 1．1 ， 

1．59 【3}{．S)，1．86 (3H．dd， 

J= 7 2Hz， 】．4Hz． 2 13 (1H， 

q，J：7 1Hz．2 14 (1H， br S． 

OH )． 3．62 (3H， S)。 3．74 

(3H，S)，3 89 (3H，S)，3．93 

(3H．s)．5．66．5 67 (eat、h1H， 

s)．5．90，5 91(each 1H．S)， 

6 0o l 1H， brⅡ， J= 7．2Hz)， 

6 44(1H．S)．6．80 (1H．S)； 

碳谱。 CNMR (CDC1 )：8 15．67 

l CH )． 17．O8 【CH )． 19∞ 

(CH1)， 20．48 (CH3)， 43．17 

(CH )． 55．99 (CH3)。 59．05 

(C )． 60．36 (CH )， 60．52 

【CH )． 73．99 (C )． 83．55 

((：H)， 84 8l (CH)． 100．99 

(CH)， 102．07 (CH)。 】10 20 

(CH )． 120．51 (C)． 121．95 

(C)．127．09 (C)．130．t1(C)． 

132 72 (C )． 135．68 (C )， 

I 39．74 【CH )， 140 93 (C)． 

』J ～ I 

本 

141．16 (C )． 148．79 (C )， 

l51．25 (C )， 151 95 (C )， 

165．71(C)，168．82【C)。 

槲皮甙 (2)．黄色结晶，熔 

点 ：250 ～252 ，紫 外 光 谱 

0V nm：206． 256． 351；核 

磁 共 振 氢 谱 。HNI~'IR (c DD)： 

∞ 95(3H，d，J：6Hz，C H1)， 

3．32 (1H．m)．3．44 (IH，m)， 

3．76 (1H dd J ： 9．3 和 

1 8tfz)．4．24 (1H．dd，J=3．4 

和 1．8Hz)，5．35 (1H，d．J= 

1．6Hz 1， 6．20 (IH， d． J ： 

2．2Hz)． 6．36 (1H， d， J ： 

2．2Hz)．6．91(IH，J：8．3 )， 

7．31 (Il1． dd． J ： 8 3 和 

2 0Hz)． 7．34 (1H， d． J = 

2．0Hz)；核磁 共振 碳 谱”CNMR 

(CD3OD)： 17．62 (CH1)．71馆7 

【CH )， 71 95 (CH )， 72 l8 

(CH )， 73．32 (CH )， 94 46 

(CH )． 99．84 (CH )， 1o3．49 

(CH )． 105．97 (CH )． 116．38 

【CH1． 117．04 【CH )， 122．89 

【CH)， 123 05 (CH)， 136．25 

(CH)， 148．30 (C)． 149 68 

(C)，l58．48(C)．159．26 (C)， 

163．11 (C )， 165．71 (C )， 

179 62 【C)。 

莽草酸 ，无色块 晶，熔点： 

189～ 19loc．红 外 光 谱 IRu— 

CM～ ： 3430， 3365． 3310， 

2935， 2860， 2680， 2440， 1715． 

1685， l650， 1440， 123o． 1185， 

l160：质 谱 MSm／z：174，156， 

138；核 磁 共 振 氢 谱‘HNMIt 

(C OD)：a 2．19 (1H，dd，J= 

18．2和 5．6Hz)，2．70 (1H．dd， 

J=l8．2和 4．91tz)，3．68 (1H， 

dd．J= 7．4 和 4．21tz)，3 99 

(1H．dd，J： 7 3和 5．3Hz)， 

4 37 【lH，t．J：4．OHz)，4．95 

【3H，br S，OH)，6馆0 【lH，d． 

J：4．0Hz)：核 磁共振碳 谱 CN． 

MR 【CD3OD)：船l 68 【CH2)， 

67．15 (CH )． 68．07 (CH )． 

72．73 (CH )， l 3{)．73 【C )． 

138．44 (CH)． 169．93 【C)。 

葫萝 h甙 ，熔点： >360~C， 

薄层层析 ：石油醚：丙硐 ：6：4， 

Rf值为 0．37，红外光谱 IRI2⋯ 

CM-。： 3400。 296o， ，93O． 

2860， 1460． 1375， l360， l160， 

l1617， l【)75， l【)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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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医对大黄的认识与应用 
／ 

内蒙古蒙医学院 (028041) 海忠乃 宝音图 赵百岁 

1 大黄的文献记载 

大黄 ，蒙医叫 “格西古 讷” 

或称 “朱母萨”、 “西母行”．是 

常用蒙药之一 蒙医用其治病 已 

2000多年：据 目前 所知 ，蒙 药 

大黄的记载．最早出现于 《医药 

中同民族 间医药杂志 1999年总 37期 

月帝》 其中载，大黄具有泻下 

作用，并广泛应用于白喉、炭 

疽、瘰疬、疮疡、瘟疫 、水肿、 

肝病等。⋯可见包括蒙古族在内 

的游牧民族早在汉代就用大黄治 

病 ．并专用作攻逐 、泻下药。 

；2 7 7 

定z l／2 

自古以来上乘的大黄都产 自 

游牧 民族 地 区。东汉 ·吴普云 ： 

“大黄生蜀郡北部或陇西。” 《名 

医别录》云： “大黄生河西山谷 

及陇西。”0 这些地区从古至今都 

是游牧民族集居地区 这里的少 

】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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