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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茎獐牙菜岫酮成分分离与鉴定
者

丁经业樊淑芬 胡伯林 孙洪发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抱茎猝牙来 (彻″砌 r`口″拓
'F口`,'H,smith)系

龙胆科獠牙菜属植物。分布于西藏、

青海、四川及甘肃等地。为藏族民间常用的一种草药,截名
’
蒂达

“
,也泛称

“
备茵陈

’
。本

品性凉味苦,有清热解毒,利胆退黄之功能,民间药用全草治疗肝胆系统疾病 ,·但其化学成

分未见报道。本文报道其 7种ⅡtL酮类成分的分离与鉴定。

化合物 I在氲仿提取物中得到,熔点 271℃ ,C"H1006,EM+2741。 光谱分析证明其

与 Markham(1964)报道的 1,5,8一三羟基一3-甲氧基岫酮数据一致。

化合物Ⅱ在氯仿提取物中分得,熔点 210℃ ,Cd1(0。,h矿3021。 光谱分析证明其

与 Gho迹 (1974)报道的 8一羟基一1,3,5一三甲氧基岫酮数据一致。
.化合物Ⅲ 亦在氯仿提取物中分得,熔点为 185℃ ,Cd△%,EM十3021。 光谱分析证

明其与 stout(1969)和杨雁宾 (1980)报 道的 1-羟基一2,3;5一三甲氧基岫酮数据一致。

化合物 IV在石油醚提取物中分得,熔点 190℃ ,C‘H1206,n广 2881。 光谱分析证明

其与富森 毅等 (1974)报 道的 I,8一二羟基一3,7一二甲氧基llh酮 (Mctbykw"h谥 )数据

一致。

化合物V在石油醚提取物中分得,熔点 186℃ ,C:肛1206,IM+2881。 光谱分析证明其与

富森 毅等 (1974)报道的1,8一二羟基一3,5-二甲氧基Ⅱ11围 (Metbylbch‘△‘:olin)数 据一致。

化合物 VI在石油醚提取物中分得,熔点 173℃ ,C1|罚1205光谱分析证明其与 Godi由

(1966)报道的 1一羟基一3,5一二甲氧基汕溷数据一致。      ·

,化 合物 VⅡ 在石油醚提取物中分得,熔点 195℃ ,|%芦“06,EM· 3021。 光谱数据与标

准品 1一羟基一3,7,8一三甲氧基nlL辞
一致。

实 验 部 分

实验仪器:熔点,Mcdσ FP-5型 ,经校正;紫外光谱,pEK~402型 ;红外光谱,IR·

450型 ;核磁共振谱,Fx-100型,TMs为 内标。         i
实验植物系 1980年 9月采自青海省化隆县,物候期为花后期和初果期。

1.提取与分架

将原料粉碎,以 5倍量甲醇迥流提取 3次 ,每次 6小时 ,合并提取液 ,回收甲醇至稠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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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添加约 4倍量水,加热近沸,室温静置 】昼夜,滤去上漂浮物(大部为叶绿素)。 水溶液

以石油醚提取数次,至石油醚层基本无色后,再以氯仿提取至氯仿层基本无色止。

氯仿提取物以95%乙醇洗涤数次,将黄色不溶物滤出,95%乙醇热溶,重结晶,得

I。

滤出 1的氯仿提取物,行硅胶柱层析,氯仿洗脱,硅胶G薄层检查各流分纯度[展开

剂:甲苯一甲酸乙酯一甲酸 (5:4:1)],合 并相同部分,得化合物 II,Ⅱ 1。

将石油醚提取物如上行硅胶柱层检 ,得 IV,V,VI,VII。

⒉ 结构分析

1,5,8一三羟基一3一甲氧基日山酮95%乙醇中得棕黄色针状结晶。 元素分析: C"H:。

o‘。理论值%:C,6⒈ 31;H,3.64。 实验值%:C,6⒈ 29;H,3.90。 FCla反应(+),To△ cn‘

反应 (十 ),Gibb‘ 反应 (+)。  紫外光谱 础夕H(nm):254,278,334● 395。 红外光谱

瑶:I(cm-1):3460(oH);3100-2400(弱、宽峰,螯合OH);1656,1630(共轭C;=o);

1610,1594,1503(芳 环)。
1H核磁共振谱 [(CD;λ⒑D:11.82,11,01,9.65(各 1H,各

s,Cl、 C:、 CrOH);7.21(1H,d,J-8.8CPs,C‘ H);6.58(1H,d,J-8.8Cps, C7-H);

6,50(1H, d, J=2.2CPs, C4-H); 6.28(lH,d,J-2.2CPs,C2-H); 3.84(3H,s,

oCH,)。

8一羟基一1,3,5一三甲氧基口dl酮 99%乙醇中得淡黄色针状结晶。元素分析:CI‘H】 40‘。

理论值%:C,63,58;H,4.64。 实验值%:C,63.65;H,4.72。 FcC13反 应(+),Toucn‘

反应(一 ),cibb‘ 反应(一 )。 紫外光谱凡论PH(nm):223,233-240(肩 ),251,274,329,

380。 红外光谱 v帮￡(cm^l):3100-2600(弱 、宽峰,螯合OH);1665(共 轭c=o);1615,

1583,1490(芳 环)。
】H核磁共振谱(CDCb)a:13.12(1H,s,c疒 0H);7.19(1H,d,J-

9CPs,C疒 H);6.72(1H,d,J=9CPs,C7-H);6.48(1H,d,J-2.5CPs, C广 H);6· 33

(lH,d,J÷ 2·5CPS,C厂 H);3· 97(6H,s,2× oCHa); 3.88(3H,s,ocH3)。

1一羟基一2,3,5一三甲氧基1L酮 ,甲 醇中得淡黄色针状晶。元素分析:c16H1406。 理论

值%:C,63.58;H,4,64。 实验值%:C,63.60;H,4.72。 紫外光谱 础￡H(nm):221,

243,253,263(肩 ),272,305,360。 红外光谱 vm(cm-l):3100-2400(弱、宽峰,螯合

OH);1657(共轭C=o);1610,1585,1495(芳 环)1H核磁共振谱 (CDα :》 :12.76(1H,

s,Cl-OH);7.83(1H,q,c:H);7.29(2H,m,c‘ 、C厂H);6· 62(1H,s,C4-H);4.03,

3.97,3.93(各 3H,均 s,3× oCH;)。

l,8一二羟基一3,7一二甲.氧基灿酮95%乙醇中得黄色针状晶。 元素分析:C”H⒓06。

理论值%:c,‘2.50;H,4.17。 实验值%: C,62.46;H,4.2‘ 。FCCl;反 应(+),Gibb‘

反应(+),Tollcn恣 反应(一 )。 紫外光谱 无话PH(nm):238,263,312,331。  红外光谱
v眼(cm^I):3260,3200(螫 合°H);1665,1635(共 轭c=o);1602,1570,15oo(芳环)。

:H核
磁 共 振 谱 (CDC13》 :12.08,1⒈ 94(各 1H,均 s,cn c疒 0H);7.25(1H,d,J=

9CPs,CrH);6.82(1H,d,J-9cPs,CF-H);6.36(1H,d,J-2.5CPs,C4-H);6.29

(1H,d,J-2.5CPs,CrH);3.94,3.89(各 3H,均 s,2× oCH3)。

1,8-二羟基一3,5一二甲氧基咄酮 95%乙醇中得黄色针状结晶。元素分析:C”H1206。

理论值%: C,6250;H,4.17。 实验值%: C,62.49,H,4.27。 FcCb反应(+),G1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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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 紫外光谱 凡论♀H(nm》 253,277,333,395。 红外光谱 v甜I(cm^)3150-2500
(弱、宽峰,螯合0H);1669,1639(共 轭 C=0);1609,1580,1490(芳 环)。

!H核磁共振

谱 (CDCI3)a:11.20,l1.75(各 1H,均 s,C‘ 、C:-OH);7.32(1H,d,J-9CPs,(crH);

6.70(1H,d,J=9CPs,C7-H);6.53(1H,d,J-2.5Cps,CrH);6· 35(1H,d,J=

2,5CPS,CrH);3· 95,3·90(各 3H,均 s,2× oCH))。

1一羟基一3,5一二甲氧基灿酮 95%乙醇中得淡黄色长针晶。 元素分析:C‘H】 ,0,。 理

论值%:c,66,17;H,4.41。 实验值%:c,6⒌ 92;H,4.62。 FcCb反应(十 ),Gibb‘ 反

应(+)。 紫外光谱腑:PH(nm):245,260(肩 ),270(肩 ),307,353。 红外光谱”捃:(cm^1):

3100-2500(螯合°H);1662(共轭 C=o);1610,1573,1492(芳环)。
:H核磁共振谱

(CDCb)ε :12.76(1H,s,cl-oH);7.81(1H,q,J-6.2、 3.3CPs,CrH);7.29-7.2o

(2H,m,c6、 C厂H);6· 55(1H,d,J-2,5CPs,C4-H);6.36(1H,d,J-2.5CPs,C厂

H);4.03,3.90(各 3H,均 s,2× oCHa)o

1一羟基一3,7,8一三甲氧基岫酮 95%乙醇中得淡黄色针状结晶。元素分析:Cl‘H“0‘。

理论值%: C,63.58;H,4.64。 实验值%:C,63.60;H,4,70。 紫外光谱 础:PH(nm):

239,259,312,374。 红外光谱 v掖(cm^1):3050-2600(弱 、宽峰,螯合。H);1658(共 轭

c=o);1601,1570(芳环)。
lH核磁共振谱 (CDCh)a:13.3(1H,s,crOH);7.32(1H,

d,J=9CPs,CrH);7.13(1H,d,J-9CPs,C厂 H);6.30(1H,d,J=2,5CPS,Cr

H);6.25(1H,d,J-2.5CPs,CrH);3.99,3.92,3.86(各 3H,均 s,3× oCH,)。



1sOLAT10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XANTHONE
CONsTITUENTS FROM sWERTI^,FR^jVCHErr^`Ⅳ

^H.sMITH

E)i△lg Jinye  Fan shufen  I· Iu∶Beling  sun IIongFa

(iV(″ thtε9召 s寸 P7G扌召αz rms切f%‘召。r3·m泅口v,zccd跏私 s切切c)

The present paper reports seven xanthones From 81tcrr忱  rro%o无 e扌切,t@ Ⅱ.smitll

(FaInily, Gentiallaceae), q|hey are identified as 1,5,8~trihydroxy~3-m,ethox∶ 师【anthone

(I); 8ˉ hydroxyˉ 1,8,5ˉ triynethoxyxanthoe(II);1-hydr。 xy-2,3,5~tril△ ethoxyxantlloe(III);

1,8ˉ dihydroxy-3,7ˉ ameth。 xy区anthone(IV);1,8ˉ dihydr0区y-8,5-dimethoxyxanthoⅡ e(V);

1~hydroxy-8,5-〈 liⅡlothoxyxaⅡtholle(VI) and 1-hydroxy-3,7,8ˉ tim.ethoxyxmlt△ o】1e(VII)

on the basis of IIt., P.△ ER.,lIs. and chel匹 lical m.ethod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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