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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斑唇马先蒿的化学成分研究 

张 琳 ，邵 赞 ，赵晓辉 ，岳会兰 ，陈 晨 ，陶燕铎 ，梅丽娟 ，周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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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硅胶柱、大孔树脂柱、Sephadex LH-20柱、反相c 柱等柱层析手段，对斑唇马先蒿的化学成分进行 

了系统的分离纯化，得到了7个化合物，其 H NMR和”C NMR鉴定结果为木犀草素(1uteolin，1)、芹菜素(apige 

nin，2)、金圣草黄素(chrysoeriol，3)、3，5，7-三羟基--3，5 ．二甲氧基黄酮 (3，5，7-trihydroxy-3 ，5 ．dimethoxyl fla- 

vone，4)、毛蕊花苷(verbascoside，5)、异毛蕊花苷(isoverbascoside，6)、木犀草素4'-0-／3-D．葡萄糖苷(1uteolin-4'-O． 

·D-glucoside，7)。这7个化合物均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为藏药斑唇马先蒿的深人研究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 ：斑唇马先蒿；化学成分 ；结构鉴定 

中图分类号 ：R284．1 文献标识码：A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Pedicularis longiflora Rudolph．var． 

tubiformis(Klotz)．Tso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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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lica-gel column，macroporous resin column，Sephadex LH-20 Column and reversed phase C18 column were 

used to separate and pufi~ehemie~constituents of Pedicularis longiflora Rudolph．var．tub 肌 (Klotz)．Tsoong．Sev— 

en compounds were obtained．They were identified as luteolin(1)，apigenin(2)，chrysoeriol(3)，3，5，7-trihydroxy一3 ， 

5 一dimethoxyl flavone(4)，verbascoside(5)，isoverbascoside(6)and luteolin-4 -O -D-glucoside(7)using H NMR 

and”C NMR．These 7 compounds were separated from Pedicularis longiflora Rudolph．var．tub／form／,(Klotz)．Tsoong 

for the first time．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be used for further researches of this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Key words：Pedieularis longiflora Rudolph．var．tubiform~(Klotz)．Tsoong；chemical constituents；structural identifica— 

tion 

玄参科马先蒿属(Pedicularis)植物在全球约有 

500余种⋯，我国已知的有300余种，广泛分布于我 

国西北和西南地区的高山上口J，其药用种类达到 50 

余种-3 J。其民间应用历史悠久，疗效明显，享有盛 

誉⋯。其中以根、根茎人药者如太白参、藓生马先 

蒿、互叶凤尾参等2O余种，多有滋阴补肾、补中益 

气、健脾和胃等功能；以花或全草人药者如斑唇马先 

蒿、阿拉善马先蒿、聚花马先蒿、长花马先蒿等近 3O 

种，多具有清热解毒、利尿、保肝等作用-3 J。近年 

来，关于该属药用植物化学成分的研究已经越来越 

引起学者的重视。目前已经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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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化学成分，如苯丙素苷类、黄酮类、生物碱类、环 

烯醚萜类化合物，其中苯丙素苷类和环烯醚萜类是 

该属植物的特征性化合物 引。 

斑唇马先蒿[Pedicularis Zo~iflora Rudolph．var． 

tub 丌n (Klotz)．Tsoong]，作为马先蒿属中的一 

种，是藏药中的一种传统药材，主产于西藏等地，分 

布于青海、云南西北部、四川西部、甘肃部 分地 

区 J。生于海拔 2700—5300 in的高山草甸、沼泽、 

湖边、河谷及溪流两旁、云杉林缘。具有清热解毒、 

强筋利水、固精等功效。可全草人药，用于风热症、 

肉食中毒、高烧神昏谵语、水肿、遗精等症 ，具有 

较高的药用价值。然而，对斑唇马先蒿化学成分的 

研究的报道少之又少，据文献报道，只有 Ting—Fu 

Jiang等利用毛细管电泳的方法从斑唇马先蒿中分 

离并鉴定出了四种苯丙素苷类物质：echinoco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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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ascoside、pediculafioside M、pediculafioside A[ 
。 

本研究对斑唇马先蒿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系统的分离 

纯化，可以为藏药斑唇马先蒿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与材料 

Bruker AV-400型核磁共振仪；Agilent 1200型 

高效液相色谱仪；薄层、柱层析硅胶(青岛海洋化工 

工厂生产)；Sephadex LH-20(Pharmaeia生产)；D101 

型大孔树脂(天津波鸿树脂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反 

相 c 。柱(成都科谱生物有限公司)。 

斑唇马先蒿全草采自青海省刚察县，经中国科 

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梅丽娟鉴定为 

斑唇马先蒿。 

1．2 提取与分离 

斑唇马先蒿全草阴干后，取 2 kg粉碎，70％酒 

精热回流提取 3次，每次2小时，提取液减压浓缩得 

浸膏，然后使浸膏悬浮于适量纯水中，依次用石油 

醚、乙酸乙酯、正丁醇萃取，减压浓缩，得到石油醚部 

分 18 g、乙酸乙酯部分83 g、正丁醇部分52 g。其中 

乙酸乙酯部分反复过硅胶柱、Sephadex LH-20柱、反 

相 C 柱 ，分离得到化合物 1(62 mg)、2(41 mg)、3 

(24 mg)、4(32 mg)。正丁醇部分经过大孔树脂 

D101粗分离后反复上反相 C 。柱，分离得到化合物 

5(149 mg)、6(46 mg)、7(76 mg)。 

2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黄色针晶。 H NMR(DMSO—d6，400 

MHz) ：12．99(1H，s，5-OH)，7．41(1H，d，J=8．3 

Hz，H_6 )，7．40(1H，s，H-2 )，6．88(1H，d，J = 

8．3 Hz，H-5 )，6．68(1H，s，H一8)，6．44(1H，s，H一 

3)，6．19(1H，s，H-6)；"C NMR (DMSO—d6，100 

MHz) ：182．3(C4)，165．0(C-2)，164．6(C-7)， 

162．1(C_5)，158．0(C-9)，150．5(C4 )，146．4 

(C一3 )，122．1(C一1 )，118．6(C一6 )，116．7(C一 

5 )，l14．0(C-2 )，104．3(C一1O)，103．5 (C一3)， 

99．5(C-6)，94．5(C一8)。以上核磁数据与参考文 

献-9 中报道的木犀草素(1uteolin)的核磁数据基本 
一 致，因此确定该化合物为木犀草素(1uteolin)。其 

结构如图 1所示。 

化合物 2：黄色针晶。 H NMR(DMSO一以，400 

MHz)6：12．98(1H，s，5一OH)，10．61(1H，s，7- 

OH)，7．93(2H，d，J = 8．4 Hz，H-2 ，6 )，6．94 

(2H，d，J=8．8 Hz，H-3 ，5 )，6．79(1H，s，H一3)， 

6．49(1H，d，J=2．I Hz，H一8)，6．20(1H，d，J= 

2．1 Hz，H-6)； C NMR (DMSO—d6，100 MHz)6： 

181．7(C_4)，164．1(C-2)，163．7(C-7)，161．4(C一 

5)，161．1(C_‘4 )，157．3(C-9)，128．4 (C-2 )， 

128．4(C．15 )，121．2(C一1 )，115．9(C-3 )，115．9 

(C-5 )，103．7(C-l0)，102．8(C-3)，98．8(c-6)， 

93．9(c．8)。这与参考文献 叫中报道的芹菜素 

(apigenin)的核磁数据基本一致，因此确定该化合物 

为芹菜素(apigenin)。其结构如图1所示。 

化合物 3：黄色针晶。 H NMR(DMSO—d6，400 

MHZ) ：7．55(1H，d，J = 8．4．Hz，H-6 )，7．54 

(1H，s，H一2 )，6．93(1H，d，J = 8．4 Hz，H-5 )， 

6．87(1H，s，H-3)，6．48(1H，s，H-8)，6．17(1H，s， 

H-6)，3．81(3H，s，H—OCH3)； C NMR(DMSO-d6， 

100 MHz)6：181．5(C4)，166．2(C-2)，163．4(C一 

7)，161．4(C-5)，157．4(C-9)，150．9(C一3 )，148．0 

(C_4 )，121．3(C一1 )，120．3(C-6 )，115．8(C一 

5 )，110．1(C-2 )，103．3(C一1O)，103．0(C-3)， 

99．1(C-6)，94．1(C一8)，55．8(C—OMe)。以上核 

磁数据与参考文献 中报道的金圣草黄素(chrysoe— 

rio1)的核磁数据基本一致，因此确定该化合物为金 

圣草黄素(chrysoerio1)。其结构如图1所示。 

化合物 4：黄色粉末。 H NMR(DMSO—d6，400 

MHz) ：12．95(s，1H)，1O．9O(s，lH)，9．37(s， 

1H)，7．30(s，2H)，6．92(s，1H)，6．56(d，1H，J= 

2．0 Uz)，6．21(d，1H，J=l_6 Hz)，3．87(s，6H)， 

3．14(s，3H)； C NMR (DMSO—d6，100 MHz) ： 

181．9(C4)，164．1(C一7)，163．8(C．3 )，163．8 

(C_5 )，161．2(C_5)，157．5(C-9)，148．3(C-2)， 

139．8(C-3)，120．6(C一1 )，104．5(C-2 )，104．5 

(C-6 )，104．4(C一10)，103．8(C4 )，98．9(C-6)， 

94．4(C一8)，56．5(C—OMe)。以上核磁数据与参考 

文献⋯ 中报道的 3，5，7一三羟基一3 ，5 一二甲氧基黄 

酮 (3，5，7-trihydroxy-3 ，5 一dimethoxyl flavone)的核 

磁数据基本一致，因此确定该化合物为 3，5，7一三羟 

基-3 ，5 一二甲氧基黄酮(3，5，7-tfihydroxy一3 ，5 一dim— 

ethoxyl flavone)。其结构如图1所示。 

化合物 5：无色针晶。 H NMR(DMSO-d6，400 

MHz) ：7．44(d，1H，J=16．0 Hz)，7．02(d，1H，J 

=1．6 Hz)，6．97(dd，1H，J=1．6，8．4 Hz)，6．75 

(d，1H，J=8．0 Hz)，6．63(d，1H，J=1．6 Hz)， 

6．61(d，1H，J=8．0 Hz)，6．48(dd，1H，J=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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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J=8．0 Hz)，6．19(d，1H，J=16．0 Hz)，5．o0 

(s，1H)，4．70(t，1H，J=9．2 Hz)，4．34(d，lH， 
= 7．6 Hz)，3．86(ITI，1H)，3．77(in，lH)，3．73 

(nl，2H)，3．56(m，1H)，3．46(In，1H)，3．36(ITI， 

1H)，3．3O(In，1H)，3．26(m，1H)，3．17(m，1H)， 

3．O9(t，1H，J：9．6 Hz)，2．67(ill，2H)，1．02(d， 

3H，J=6．0 nz)； C NMR(DMSO—d6，100 MHz) ： 

165．9(C-9 )，148．5(C4 )，145．8(C-7 )，145．6 

(C-3 )，145．0(C_3)，143．6(C4)，129．3(C-1)， 

125．6(C一1 )，121．7(C-6 )，l19．8(C-l5)，116．4 

(C_2)，115．9(C-5 )，115．6(C-5)，ll4．7(C-2 )， 

113．7(C一8 )，102，4(gle-1)，101．4(rham一1)，79．2 

(glc一3)，74．6(gle-2)，71．7(gle-5)，71．6(rham一 

4)，70．6(rham-2)，70．5(C-8)，70．4(rham一5)， 

69．2(glc4)，68．9(rham一3)，60．8(glc-6)，35．1 

(C-7)，18．3(rham-6)。通过与参考文献 副̈中的毛 

蕊花苷(verbaseoside)的核磁数据比对后，确定该化 

合物为毛蕊花苷(verbascoside)。其结构如图1所 

示。 

化合物 6：白色无定型粉末。 H NMR(DMS0- 

d6，400 MHz)6：7．45(d，IH，．，=16．0 Hz)，7．o4 

(d，1H，J=1．6 Hz)，6．95(dd，1H，J=2．0 Hz，J 

= 8．4 Hz)，6．74(d，1H，8．O Hz)，6．59(d，1H，J 

=1．6 nz)，6．56(d，1H，J=8．O Hz)，6．44(dd， 

1H，J=1．6 Hz，J =8．0 Hz)，6．30(d，1H，J= 

15．6 Hz)，5．02(s，1H)，4．35(d，1H，J= 10．8 

Sz)，4．26(d，1H，J：7．6 Hz)，4．18(In，lH)， 

3．88(nl，lH)，3．74(m，1H)，3．65(Ill，1H)，3．57 

(1TI，1H)，3．50(in，2H)，3．46(nl，1H)，3．40(In， 

1H)，3．19(in，1H)，3．1O(m，1H)，2．65(ITI，2H)， 

1．07(d，3H，J=6．0 Hz)；”C NMR(DMSO-d6，100 

MHz) ：166．7(C-9 )，148．4(C4 )，145．5(C一 

7 )，145．4 (C一3 )，144．9(C_3)，143．4 (C-4)， 

129．3(C一1)，125．5(C-1 )，121．6(C-6 )，119．6 

(C-6)，1l6．3(C-2)，115．8(C-5 )，115．5(C-5)， 

1l4．8(C一2 )，113．9(C一8 )，102．7(gk一1)，100．7 

(rham一1)，8O．9(gle-3)，74．1(glc-2)，73．8(glc一 

5)，72．1(rham-4)，70．6(rham-2)，70．5(C一8)， 

70．4(rham-5)，68．5(gle-4)，68．2(rham一3)，63．5 

(gle-6)，35．2(C-7)，17．9(rham-6)。这与参考文 

献[1 】中报道的异毛蕊花苷(isoverbascoside)的核磁 

数据是一致的，因此确定该化合物为异毛蕊花苷 

(isoverbascoside)。其结构如图 l所示。 

化合物7：黄色粉末。 H NMR(DMSO—d ，400 

MHz) ：7．43(d，1H，J=8．0 Hz)，7．41(s，1H)， 

6．89(d，1H，J =8．0Hz)，6．78(d，1H，J = 1．6 

Hz)，6．74(s，1H)，6．43(d，1H，J=2．0 Hz)，4．06 

(1H，d，J =7．6 Hz)，3．69(In，1H)，3．48—3．44 

(m，3H，)3．25(In，1H)，3．18(ill，1H)；”C NMR 

(DMSO-d6，100 MHz) ：181．9(C4)，164．5(C一 

2)，163．0(C-7)，161．0(C-5)，157．1(C-9)，149．9 

(C-3 )，145．7(C_4 )，121．5 (C—I )，119．3(C一 

6 )，116．0(C_5 )，113．5 (C-2 )，105．4 (C一3)， 

103．3(C一10)，99．9(C-6)，99．6( c一1)，94．9(C一 

8)，77．2(glc-5)，76．3( c-3)，73．1( c一2)，69．5 

(glc-4)，60．6(glc-6)。这与文献  ̈中报道的木犀 

草素_4 ．D -D一葡 萄 糖苷 (1uteolin-4'-0-~一D—gluco— 

side)核磁数据一致，因此确定该化合物为木犀草素一 

4'-0 一D一葡萄糖苷 (1uteolin-4 一0 一D—glucoside)。 

其结构如图1所示。 

H II 9 0 ：1 S'0H“ I 
9 0 1' 

~1' 

．黼i釜鬈 ：三 。。 

rbam 

erb=~NId· " (L lJ】 

图 1 化合物化学结构 

Fig．1 Chemical structures of the purified compounds 

3 结果与讨论 

藏药斑唇马先蒿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然而对 

其化学成分研究极少，这严重限制了其深入研究和 

开发利用。本研究利用多种柱层析色谱技术从斑唇 

马先蒿中分离出了 7个化合物：木犀草素(1uteo- 

lin)、芹菜素(qpigenin)、金圣草黄素(chrysoerio1)、 

3，5，7．三羟基-3 ，5 一二甲氧基黄酮 (3，5，7-trihy— 

droxy-3 。5 ．dimethoxyl flavone)，毛蕊花苷(verba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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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异毛蕊花苷(isoverbascoside)，木犀草素_4 一D· 
一D一葡萄糖苷(1uteolin-4'-0-3一D—glucoside)，且均为 

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出，为对藏药斑唇马先蒿的深 

入研究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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