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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岷山毛建草 Dracocephalum purdomii W1W1Smith

是唇形科毛建草属中的一种 ,产我国四川北部 (松

潘)和甘肃南部 (岷山) 等地 ,生于海拔 2 250～3 300

m的高山谷地多石处[1 ,2 ] 。全草可清热消炎、凉血

止血 ,主治外感风热、头痛寒热、喉痛咳嗽、黄疸肝炎

等[2 ] ,民间以之蒸后代茶饮。该植物的化学成分还

未见文献报道 ,为了探索其活性成分 ,本实验对该种

植物进行了化学成分的研究 ,从氯仿、正丁醇部分分

离得到 7 个化合物。经理化性质、光谱分析等方法

鉴定了结构 ,分别为硬脂酸 ,β2谷甾醇 ,熊果酸 ,咖啡

酸 ,木犀草素272O2β2D2葡萄糖苷 ,β2胡萝卜苷和 3 ,72
二甲氧基2槲皮素 ,以上化合物均为首次从岷山毛建

草中分离得到。

1 　材料和仪器

本实验所用的岷山毛建草全草于 2000 年 9 月

采自甘肃漳县 ,该植物经兰州医学院张永红博士鉴

定。柱色谱硅胶 (200～300 目) ,薄层色谱硅胶 H 和

G以及 GF254 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显色剂为

5 %的浓硫酸乙醇溶液。

红外光谱用 IFS - 120HR 型红外光谱仪 (德国)

测定。熔点用显微熔点仪测定 ,温度计未校正。质

谱用 Bruker FT - MS - APXII高分辨质谱仪测定。核

磁共振谱用 Varian INOVA - 400 NMR 超导核磁共振

仪测定。

2 　提取与分离

岷山毛建草全草 5 kg ,粉碎后用工业乙醇冷浸

提取 ,将提取液在真空下蒸发浓缩 ,残渣分散于水

中 ,依次用石油醚、氯仿、用水饱和的正丁醇萃取。

将氯仿部分 70 g 硅胶柱色谱 ,石油醚2醋酸乙酯 (50∶

1～1∶1) 梯度洗脱 ,得到化合物 Ⅰ(10 mg) , Ⅱ(300

mg) , Ⅲ(100 mg) , Ⅳ(70 mg) ,将正丁醇部分 100 g 硅

胶柱色谱 ,氯仿2甲醇 (50∶1～1∶1) 梯度洗脱 ,所得各

部分反复纯化 ,得到化合物 Ⅴ(532 mg) , Ⅵ(60 mg) ,

Ⅶ(40 mg) 。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Ⅰ　白色片状晶体 ,mp 68～71 ℃。1H2
NMR( C5D5N) δ: 0187 (3H) ,1128 (28H) ,1180 (2H) ,

2151(2H) ,羧酸羟基氢因为溶剂影响未出峰。13 C2
NMR(C5D5N) δ:1317 (CH3 ,C218) ,22138 (CH2 ,C217) ,

25109 ( CH2 , C23) , 29106 ( CH2 ) , 29117 ( CH2 ) , 29127

(CH2) ,29136 (CH2) ,29143 (CH2) 分别为 4～15 位 C ,

31 ,57 (CH ,C216) ,34133 (C22) ,175139 (C21) 。EI2MS

m/ z ( %) : 284 (M+ , 18) , 241 ( 1414) , 285 ( 22) , 129

(51) ,115 (16) ,101 (13) ,85 (38) ,73 (100) ,60 (100) ,44

(33) ,40 (95) 。以上数据与文献 [3 ]一致。故确认其

结构为硬脂酸。

化合物 Ⅱ　无色鳞片状结晶 ,mp 138～139 ℃

(丙酮) 。IR ( KBr) cm - 1 : 3 400 (OH) ,2 950 ,2 920 ,

2 870 ( CH) , 1 640 , 1 374 , 1 070 , 800。EI2MS m/ z

( %) :414 (M) + ,396 (M+ - H2O) ,381 (M+ - H2O -

Me) ,314 ,255 ,231 ,213 ,159 ,107。对照文献[4 ] ,鉴定

该化合物为β2谷甾醇。

　　化合物 Ⅲ　白色固体 , mp 2 3 3 ℃。分子式

C30H48O3。在紫外灯下 (254 nm) 不显色 ,硫酸显蓝

色。IR( KBr) cm - 1 :3 400 ,3 200～2 500 ,1 687 ,1 250 ,

1 050 ,1 040 ,1 000 ,810 ; EI2MS m/ z : 456 , 248 , 219 ,

207 ,203 ;1H2NMR ( CDCl3) δ: 0164 ,0167 ,0182 ,0188 ,

0199 (3H) ,0176 (3 H ,d ,J = 612 Hz) ,0187 (3H ,d ,J =

612 Hz) ,2109 (1H ,d , J = 1112 Hz) ,3112 ( H ,dd , J =

1017 ,514 Hz) ,5114 (1H ,t , J = 316 Hz) 。与文献 [ 5 ]

报道的熊果酸数据一致 ,所以鉴定该化合物为熊果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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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Ⅳ　棕黄色粉末 ,FeCl3 反应呈阳性 , 说

明含有酚羟基 , IR( KBr) cm - 1 : 3 432 ( - OH) ,1 646 ,

1 619 ,1 522 (苯环) ,1 450 ,1 354 ,1 011 ,973 ,935。1H2
NMRδ: 6195 (1H , d , J = 212 Hz) , 6187 (1H , d , J =

816) ,6198 (1H ,dd , J = 211 ,814 Hz) ,7162 ,6130 (2H ,

d ,J = 1518 Hz) ,参照文献[6 ]可知为咖啡酸。

化合物 Ⅴ　淡黄色固体 ,mp 253～254 ℃。IR

( KBr) cm - 1 : 3 450 ,3 200 ,2 500 ,1 660 ,1 600 ,1 500 ,

1 095 ,1 075 ,1 028。1H2NMR (DMSO2d6) δ:13109 (1H ,

s ,52OH) ,10114 (1H , s ,4′2OH) ,9106 (1H , s ,3′2OH) ,

7157(1H ,dd ,J = 812 ,115 Hz ,6′2H) ,7156 (1H ,d ,J =

115 Hz ,2′2H) , 7101 (1H , d , J = 812 Hz , 5′2H) , 6188

(1H ,s ,32H) ,6189 ,6154 (1H ,d , J = 116 Hz , H28 ,6) ,

5101 (1H ,d ,J = 710 Hz ,1″2H) ,FAB2MS m/ z ( %) :447

[ (M - H) - ,87 ] ,285 (78) ,107 (100) 。与文献 [ 7 ,8 ]

对照 ,进一步证实其为木犀草素272O2β2D2葡萄糖

苷。

化合物 Ⅵ　白色固体 ,mp 297～298 ℃。TLC 遇

H2SO4显紫红色。IR( KBr) cm - 1 : 3 400 ,2 956 ,2 871 ,

1 464 ,1 378 ,1 160 ,1 075 ,1 028。FAB2MSm/ z :583[M

+ Li ] + ,1H2NMR 和13C2NMR 与胡萝卜苷标准图谱一

致 ,与对照品混合熔点不下降 ,故将该化合物鉴定为

β2胡萝卜苷。

化合物 Ⅶ　黄色针状结晶 ,mp 232～235 ℃。IR

( KBr) cm - 1 : 3 341 ,3 184 ,1 663 ,1 595 ,1 498 ,1 435 ,

1 313 ,1 113 ,918 ,808。EI2MS m/ z : 330 (M) + ,312 ,

301 ,287 ,271 ;1H2NMR (DMSO2 d6 , TMS ,400 MHz) δ:

12169(1H ,s ,52OH) ,9183 (1H ,s ,3′2OH) ,9143 (1H ,s ,

4′2OH) ,7148 (1H , d , J = 2 Hz ,6′2H) ,6136 (1H , s ,82
H) ,13C2NMR(DMSO2d6 ,TMS ,100 MHz) δ:17810 (C =

O ,C24) , 16510 ( C27) , 16019 ( C25) , 15612 ( C29 , C) ,

15519 (C22 ,C) ,13718 ( C23 , C) ,9717 ( CH , C26) ,9212

(C28 ,CH) ,10511 (C210 ,C) ,12016 (C21′,C) ,11515 (C2
2′,CH) ,14512 (C23′,C) ,14818 (C24′,C) ,11517 (C25′,

CH) ,12016 (C26′,CH) ,5917 (OCH3 ,C23) ,5610 (OH3 ,

C27) 。与文献[9 ]对照 ,鉴定该化合物为 3 ,72二甲氧

基2槲皮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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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花果叶为桑科榕属植物无花果 Ficus carica

L1 的干燥叶片 ,文献报道其挥发油具有明显的抗肿

瘤活性[1 ,2 ] 。作者在对其挥发油进行研究时 ,发现

其有较好的治疗白癜风的作用 ,为了明确无花果叶

挥发油的有效成分 ,作者应用水蒸气蒸馏、乙醚超声

2 种提取方法 ,分别进行了 GC2MS 分析 ,从乙醚超声

提取物中鉴定了 37 个组分的分子结构 ,从水蒸气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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