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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全缘叶绿绒蒿的化学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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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藏药全缘叶绿绒蒿(Meconopsis integrifolia(Maxim．)Franch)全草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六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普托品碱(protopine，1)、马齿苋酰胺E(Oleracin E，2)、木犀草素(1uteolin，3)、二氢槲皮素(dihydro— 

quereetin，4)、洋芹素(apigenin，5)和小麦黄素(triein，6)，其中，化合物2—6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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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x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Meconopsis integrifolia(Maxim．)Franeh．Through spectral methods，they 

were identified as protopine(1)，oleracein E(2)，luteolin(3)，dihydroquereetin(4)，apigenin(5)and tficin(6)．Among 

them，compounds 2-6 were isolated from this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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罂粟科 Papaveraceae绿绒蒿属Meconopsis spe— 

cies植物约49种，其中38种在我国有分布，而青藏 

高原是该属植物的分布中心，共有 32种，其中7种 

为特有种⋯。全缘叶绿绒蒿 Meconopsis integrifolia 

(Maxim．)Franch产于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主要生 

长在海拔 3200—3800 m的高山草甸和灌丛中。该 

植物和其它几种同属植物作为经典藏药“吾 巴拉” 

使用，具有清热解毒、消炎止痛等功效，用于治疗肺 

炎、肝炎、头痛、水肿等病症_2』。 

目前，关于全缘叶绿绒蒿化学成分的报道较 

少 剖。作者对其化学成分进行研究，从中分离得到 

6个化合物，通过波谱分析将他们分别鉴定为：普托 

品碱(protopine，1)、马齿苋酰胺E(oleracein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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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犀草素(1uteolin，3)、二氢槲皮素(dihydroquerce一 

曲，4)、洋芹素(apigenin，5)和tricin(6)。化合物2 
— 6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 

1 仪器与材料 

XRC一1型显微熔点仪，温度计未校正；Finnigan 

LCQ 质谱仪；Bruker AV-600核磁共振仪，TMS为 

内标；Sephadex LH-20凝胶(Pharmacia公司)；薄层 

层析(GF 5 )和柱层析硅胶(160—200和200～300 

目)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 

植物全草2006年8月采自青海果洛，由西北高 

原生物研究所杨尚武研究员鉴定为全缘叶绿绒蒿 

Meconopsis integrifolia(Maxim．)Franch。 

2 提取与分离 

阴干的全草7．5 粉碎后用 85％乙醇热回流 

提取3次，合并提取液后减压浓缩得浸膏 150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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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膏分散于水中后过滤，滤液依次用石油醚、乙酸乙 

酯和正丁醇萃取 ，分别得到石油醚萃取物(180 g)、 

乙酸乙酯萃取物(100 g)和正丁醇萃取物(220 g)。 

萃取后的水相用浓氨水调 pH 9—10左右，用氯仿萃 

取得氯仿萃取物(8 g)。乙酸乙酯萃取部分 100 g 

经 MCI脱叶绿素后上硅胶柱层析，以氯仿一丙酮(50 

：1～1：1)梯度洗脱得到 A～G部分，各部分反复进 

行硅胶柱层析分离并用 LH-20凝胶柱层析纯化，得 

化合物2(22 mg)、3(2 g)、4(30 mg)、5(23 mg)和6 

(18 mg)，氯仿萃取物经硅胶柱层析，并用薄层制备 

得化合物1(19 mg)。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 白色粉末，mp．206—208 oC，C：0H 9 

NO ，紫外下有吸收，Dragendorff试剂显色为阳性， 

提示为生物碱；ESI—MS m／z：354[M+H] 。 H NMR 

(CDC13) ：1．92(3H，s，N—CH3)，5．92(2H，s，一 

OCH2-)，5．95(2H，s，-OCH20一)，6．78(1H，d，J=7．5 

Hz，H一11)，6．70(1H，s，H-4)，6．65(1H，d，J=7．5 

Hz，H一12)，6．90(1H，s，H．1)。以上数据与文献 J 

报道的普托品碱(protopine)一致。 

化合物2 粉红色固体，c。 H。3NO3；ESI—MS m／ 

：220[M+H] ，242[M+Na] oIH NMR(DMSO一 

) ：8．79(1H，s，OH一8)，8．76(1H，s，OH一9)，6．49 

(1H，s，H一10)，6．48(1H，s，H-7)，4．55(1H，t，J= 

8．0 Hz，H一10b)，3．96(1H，m，H-5a)，2．92(1H，in， 

H-Sb)，2．60(3H，Ill，H2-6，H-1b)，2．41(1H，m，H一 

2a)，2．22(1H，m，H-2b)，1．59(1H，rn，H—la)；”C 

NMR(DMSO—d6) ：27．8(C一1)，31．7(C-2)，172．6 

(C一3)，37．1(C-5)，27．7(C-6)，124．2(C-6a)，115．8 

(C-7)，144．4(C一8)，144．6(C'9)，112．1(C-10)， 

128．9(C．10a)，56．0(C一10b)。以上数据与文献 7J 

报道马齿苋酰胺 E(oleracein E)一致。 

化合物 3 黄色粉末 ，mp．323—325℃，C 5H 。 

0 ，TLC紫外灯(254 nm)下黄色，硫酸乙醇显黄色； 

ESI—MS m／z：285[M—H]‘，571[2M—H] 。 H NMR 

(DMSO—d6) ：12．93(1H，s，OH一5)，7．39(1H，dd，J 

= 8．4，2．0 Hz，H-5 )，7．37(1H，d，J=2．0 Hz，H一 

2 )，6．87(1H，d，J=8．4 Hz，H-6 )，6．64(1H，s，H一 

3)，6．43(1H，d，J=1．7 Hz，H一8)，6．17(1H，d，J= 

1．7 Hz，H一6)；”C NMR(DMSO—d6) ：164．4(C-2)， 

103．3(C-3)，182．1(C4)，161．9(C一5)，99．3(C-6)， 

164．6(C-7)，94．3(C一8)，157．8(C-9)，104．1(c一 

10)，122．0(C一1 )，113．8(C-2 )，146．2(C一3 )， 

150．9(C_4 )，116．5(C-5 )，119．4(C-6 )。以上数 

据与文献 报道的木犀草素(1uteolin)一致。 

化合物4 黄色粉末，mp．225—227 oC，C 5H 

0，，TLC紫外灯(254 nm)下黄色，硫酸乙醇显黄色； 

ESI-MS m／z：303[M-H]。，607[2M-H]。。 H NMR 

(DMSO—d6)6：11．93(1H，s，OH-5)，6．93(1H，s，H一 

2 )，6．80(1H，J=8．1 Hz，H-5 )，6．79(1H，d，J= 

8．1 Hz，H-6 )，5．96(1H，d，J=2．1 Hz，H-6)，5．91 

(1H，d，J=2．1 Hz，H一8)，5．82(1H，d，J=6．0 Hz，H一 

2)4．57(1H，d，J=11．5 Hz，H一3)； C NMR(DMSO— 

d6)6：83．5(C-2)，72．0(c-3)，198．1(c4)，163．8 

(C-5)，96．4(C-6)，167．2(C-7)，95．4(c一8)，163．0 

(C-9)，100．9(C—l0)，128．5(C一1 )，115．8(C一2 )， 

145．4(C一3 )，146．2(C4 )，115．6(C-5 )，l19．9(C一 

6 )。以上数据与文献[】。‘̈ 报道的二氢槲皮素(di_ 

hydroquercetin)一致。 

化合物 5 黄色针晶，mp．341—343℃，C 5H 。 

0 ，TLC紫外灯(254nm)下黄色，硫酸乙醇显黄色； 

ESI—MS m／z：269[M—H]’。 H NMR(DMSO—d6) ： 

l2．94(1H，s，OH-5)，6．76(1H，s，H一3)，6．18(1H， 

d，J=2．2 Hz，H-6)，6．47(1H，d，J=1．9 Hz，H一8)， 

7．91(2II，d，J=9．2 Hz，H一2 ，6 )，6．92(2H，d，J= 

9．0 Hz，H-3 ，5 )；”C NMR(DMSO—d6)6：164．2(C一 

2)，103．3(C-3)，182．2(c4)，161．6(C一5)，99．3(c一 

6)，164．6(C-7)，94．4(C一8)，157．8(C一9)，104．2(C— 

lo)，121．6(C一1 )，128．9(C_2 ，6 )，116．4(C一3 ， 

5 )，161．9(C4 )。以上数据与文献【8 报道的洋芹 

素(apigenin)一致。 

化合物 6 黄色针晶，mp．265～267℃，C。 H 

0 ，TLC紫外灯(254nm)下黄色，硫酸乙醇显黄色； 

ESI．MS m／z：329[M—H]。，659[2M—H]。。 H NMR 

(DMSO-d6) ：l2．93(1H，d，J：1．9 Hz，OH-5)，6．95 

(1H，s，H一3)，6．18(1H，d，J=1．9 Hz，H-6)，6．54 

(1H，d，J=1．9 Hz，H-8)，7．3O(2H，s，H-2 ，6 )， 

3．88(6H，s，2×OCH3)； 3 C NMR(DMSO—d6)6： 

164．6(C-2)，104．2(C-3)，182．2(C4)，157．8(C一 

5)，99．3(C-6)，164．1(C-7)，94．7(C一8)，161．9(C一 

9)，104．1(C一10)，120．9(C-1 )，104．9(C-2 ，6 )， 

148．7(C．3 ，5 )，140．4(C4 )。以上数据与文献 

报道的tricin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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