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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蜀杜鹃二新亚种及其化学成分
米

王生新 伊甫申 纪兰菊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陇蜀杜鹃 (R乃o`o`c`,'ron PrBσ ″
'`‘

和 Maxm1,)是 C.J.maxmOwIcz发表于 1877

年,模式标本原产于青海省东部。 本种由于叶片下面的毛被变化很大,加之花与同亚组
(sub鸵ct,Ta△cnsia)的其他种类非常相似 ,因而,在本种的鉴定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混

乱现象。近年来,我们在上述地区进行了多次采集,并通过不同季节的反复观察,发现除

陇蜀杜鹃外,还有几种杜鹃植物与它很相似,但也有许多明显的差异,而且各个差异的性

状都是稳定的。因此,我们把这几种杜鹃植物归属为它的亚种。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种归

属的可靠性,我们对其化学成分采用柱层分离和薄层层析与已知成分对照分析的方法进

行了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它们的化学成分大部分是相同的,能说明亲缘关系的相近性。

但是,一些微量成分,却又存在着显著差别,说明亚种间仍有一定的差异性。据上述形态

特征和化学成分分析的结果,除已发表的大坂山杜鹃 (R.Przc″
``‘

u subsp·
`汤

印而
`″
″‘口

(Fang ct s.x.Wang)Fatlg ct s.X.Wang)外 ,现又报道 2个新亚种— 金背杜鹃(R,

p厂zc″
'J‘

t,‘ subsp,c加严。P勿彻 ″ Fang ct s.X,WaIlg)和 互 助 杜 鹃 (R.″ zc″
``‘

天::subsp.

彻助″口
`,re Fa:lg ct s.X.Wang,).

植 物 形 态 特 征

1.佥背杜鹃 新亚种(图 4)

R.乃刀dode勿drom pr″ eno@:s无 说 1raxim.subsp,c九 r留sop无 viJ够″o Fiang et s.∶ X,Wang,subsp.

lloV.

(sul於ect. Ta△eI:ma (Tagg) sleluller)

Δ gubgp.Fze功 @Js腕 recedit la血 nis ba茁 late cuneatig vd subr()tmdmg sllbtm

cinereoˉ tom.en.tosis et cilulamomeoˉ ferruginosove-et noocos。 ~birtdig,Oorollig L1fun~

difonnib1B.

Qinghai:Ⅱu曲u Xian,in sylvegtribus】 nontium,alt.2700m.11.VI.1971,P.C.Kuo
9041 (Typus汕 .Herb.In晚.Bio1,Plan.Excels,Borroccid.Acad.sln.co∶ 〖lgervatur);

ibid. loc.,△ n betl△lis, alt. 2700111. 31. V. 1980,s. X.Wang 80— —2;IJedu X宝 an,in betul∶io,

alt.2800【l1.22.V.1981,s.X.Wang 81-11.                              I

本亚种与陇蜀杜鹃的区别在于叶片基部呈阔楔形或近圆形,背面被有棕褐色或铁锈

出本文得到四川大学方文培教授和我所郸本兆副所长的热情指导,宁 汝连同志协助绘制植物图,特 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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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丛卷状短硬毛,花冠漏斗形。

青海互助县北山林场阴坡山沟,海拔2700米 ,1971年 6月 11日 郭本兆9041(模式

标本存中屈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标本室);同地,大坂山阴坡桦木桥下,海拔 2700

米,1980年 5月 31日 王生新 80-2;乐都县引胜公社桦木林下,海拔 2800米,1981年 5

月 22日 王生新 81-ll。

2· 互助杜鹃 新亚种 (图 5)

R.无 DJoacotdr。% pr刀口2vσJs无切 subsp. J11‘″
`tt‘

emse iFallg et s,X,Wa11g,subsp. nov.

(subsect IPaliensla(Tagg)sleumer)

A subsp.c】 rgsop无钞JJo Fang et s.X.Wang fo△ .is subtus tan.tunl Cinereo-vel cin~

namollle(》 toinentosls,a subsp.pr″ e化9(l治括钅 la nnnis basl late culleatig vel subrotu11datis

corymboso~racem诋 8-9ˉ￡loriferis corollis infllIldiformibus (nec campaalulatis) 2,5-3

cn1.lollgig rece(△ .t.

Qmgb田。:Huzhu Xian,in betulis,alt,2710m.31.V.1980,s,X.· Wang 8⒍-1
(Typus ln Herb.I∶ 11st.Bio1.PlaL Excels.Borroccid.Acad.sil1.conservatur);ibid.loc.

i△l dum.osi.s alpinis,alt.31. V. 1980, s.iX.Wallg 80— —7.

本亚种与金背杜鹃的区别在于叶背面仅具灰白色或肉桂色长绒毛,与陇蜀杜鹃的区

别在于叶片基部里阔楔形或近圆形,伞房状总状花序具 8-10朵花,花冠漏斗形而非钟

状 ,长 2.5-3厘米。

青海互助县北山林场阴坡桦木林下,海拔 2700米 ,1980年 5月 31日 王生新 80-1

(模式标本存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同地,大坂山高山阴坡灌丛,海拔 3100

米 ,王生新 80-7。

陇蜀杜鹃亚种检索表

1,叶片基部呈心形,花冠钟状

陇 蜀 杜 鹛 (R prz四 ″汕氵;8ubBP.prz四 d酿 t)

1.叶片基部呈阔楔形或近圆形,花冠潺斗形 ⋯⋯⋯⋯⋯⋯⋯⋯⋯⋯⋯·⋯

2.叶片背面光滑 ⋯⋯⋯⋯⋯⋯⋯⋯⋯⋯⋯⋯·大坂山杜鹃 (R· ″ze“订曲 j Bubsp.d铷砒品c”c)

(Fang ct s· x.、⒎ang)Fnag et s.X. W′ ang)

2.叶片背面有厚的毛被

全 背 杜 鹃 (R Przer曰 J″F3obsp.c加 ,`Jo″″ 】m Fang ct s.X,Wang)

3.毛被为灰白色或肉桂色长绒毛

································互 助 杜 鹃 (R· Prze已改J法iF Bubsp,洫 z几口叨 Je rang et s.X, `Vang)

化 学 成 分 分 析

1.3种杜鹃化学成分的比较

(取 1980年 5-6月 采集的互助杜鹃、金背杜鹃和陇蜀杜鹃叶各 5克 ,分别用 60%的
乙醇迥馏提取 4小时过滤,滤液浓缩后,先用石油醚各萃取 3次 ,萃取液在硅胶G薄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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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溶剂系统展开后,在紫外灯下观察 (图 1)。 然后用氨仿各萃取 3次 ,萃取液在硅胶

G-硝酸银薄层上用B溶剂系统展开,喷三氨化锑饱和的氯仿溶液,并在 100° 左右烘烤
5分钟,即显出粉红色斑点 (图 2)。 将以上被萃取后的水液浓缩,在聚酰胺蒋层上用C

溶剂系统展开,在紫外灯下显出多种色点 (图 3)。 石油醚萃取部分 (图 1),互助杜鹃的 3

个黄色和 1个蓝色色点不同于其他2种杜鹃,金背杜鹃的 2个红色和 1个桔红色色点又

与其他2种有别,而陇蜀杜鹃薄层的下部却少2个色点。显然,石油醚萃取部分3种杜鹃

之间的化学成分有明显地不同。在氯仿萃取部分 (图 2),互助杜鹃和金背杜鹃的色点相

同,而陇蜀杜鹃多了3个桔红色色点。水液部分 (图 3),3种杜鹃的化学成分大部分是

相同的,只有陇蜀杜鹃的天蓝色、黄褐色和淡黄色 3个色点显然与前 2种不同。根据以上

分析证明,尽管 3种杜鹃中大部分化学成分基本相同,但是一些微量成分却具有明显差

另刂。                                 ^         .

⒉ 互助杜鹃和全背杜鹃主要化学成分分析

取 1981年 2月采集的互助杜鹃和金背杜鹃各 20克 ,80℃ 烘干、粉碎,分别用 50呖

乙醇提取 2次 ,每次 2小时,提取液分别合并、浓缩,各上聚酰胺层析柱,用水和不同浓度

的乙醇洗脱,每 50毫升为 1馏分,各收集 60分 ,即互 1-60和金 1-60。 然后,与相近种

大坂山杜鹃 (王生新等,1981;杨 海荣等,1978)中 分离到的几种已知成分进行对照分

析。对其中分析的成分选择一种最佳薄层分别在 3种不同溶剂系统中展开,若 R`值、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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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石油醚萃取部分

Fig, 1 The part of extraction of

petroleu】n ethcr.

(1)——互助杜鹃

(R· p`宏c″召:‘天
`i subsp. 

乃“好乃“c″‘r)

0— 淋 毒素 1

标搠 色的点一 特殊色点

The points 、vriting co1。 ur_special
colotIr poi:】 ts

(1) (2) (3)



色和萤光与已知成分都相同,则证明为同一成分。

(1)桦木苷的分析 两种杜鹃的 1-4分水洗脱液,浓缩后均析出粗晶,滤出,用稀乙

醇重结晶3次 ,得白色棱柱状晶体。熔点 189.1° (文献值,桦木苷熔点 190.0° ),与已知桦

木苷混合后的熔点未下降。用硅胶G薄层(100° 活化 1小时)将得到的晶体与桦木苷标准

品同时进行对比层析,用 B、 D、 E3种溶剂系统展开,2%Fccl;乙醇一2%KFc(CN)‘

水溶液 (1:1)显 色,结果与已知桦木苷的颜色完全相同,R`基本一致。(表 1),红外光谱

完全相同。因此,证明2种杜鹃都含有桦木苷,但是,金背杜鹃的收得率 (⒈9%)比互助

杜鹃 (0,6%)约高 3倍。

(2)浸木毒素 I、 II、 IV的分析 经蒋层层析检查将 2种杜鹃滤除桦木苷结晶后

的母液,分别与5-7号合并,拌人少量硅胶,上硅胶层析柱,用氯仿一甲醇一丙酮 (4:1:5)

洗脱,每 10毫升为1馏分,各收集 8分 ,即互 1-8,金 1-8。 各取 (1)、 (3)、 (5)分与

已知 3种授木毒素在硅胶 C△硝酸银薄层上同时进行层析,分别用 B、 D、 F3种溶剂系

统展开,层析后无色,亦无萤光,用三氯化锑氯仿饱和溶液显色后,在 100℃ 左右烘烤 5

分钟,则浸木毒素成分显出粉红色斑点,紫外灯下呈玫瑰红色或桔红色薰光。结果证明这

两种杜鹃中均含有浸木毒素 I、 1I、 IV(表 2)。

0】  粹I本 古 的 0△ 分 析

table 1  △
·
hinˉ layer chroinatography of bctu1oside

RI值
vatuc

样 品

Cample

`、

全
指 1-4

展开剂
dcveloper

o.59

0.30

o,55

梯 木 苷

betulosidc

D

o.29

o,55

o.59

0,54

0,57

七互一 互助杜鹃 (R.p/″″
'`攻

;i subsp.乃“拐″″‘r)
中中全———佥背杜鹃 (R.p`zr〃。J砍氵|subsp· r乃

`”
op”″″

`99)

02 0.木 △.t助 中 县 分 析

table 2  Thin-layer chromatog· faphy of g.rayanotoxin,

尺

`

值
valuc

样品
sample

授木毒紊 I】

grayanotoxin I1

浸木毒素 lv

grayanotoxin IV

标准品

standard
sam.plc

标准品

standard
sanlple

展开剂
′

`.
devcloper′

·′
``` 2豇

·(3) 全格(3) 2:匚
◆(5) 全 △̌(5)

`心

D

o.31 o.31

0.25

0.31 0.53 0.53

F

o.50

o.39

0.23 o.37 o.37 0.38

(2· p`z‘锣
'`‘

欠jj subsp.乃 “z乃“‘″‘r)
(R· prz召″

'`砍

ji subsp.r乃
`yJop匆

JJ“
`,1)

o.60

0.50 0.24

全(ly●互△(1)

0.49

0.40

0.61

授木毒素 】

grayanotoXin I

标准 品

standard
sai lple

0,41 o.04

·互— 互助榍
辟

全— 全背榍

·230·

o.03 o.03 0.13 0.15

E

互扌1-4

o.30

0.60 o.53

o.14



(3)4种黄酮化合物的分析 备取2种杜鹃的 37,39分 (50%乙醇洗脱)和 45,48

分(75%乙醇洗脱),与黄芪苷、金丝桃苷、槲皮素“一阿拉伯糖苷的标准品在聚酰胺薄膜

上及槲皮素标准品在硅胶G薄层上进行对比层析,用 C,G,H和 I,J,K6种 溶剂系

统分别展开,则各对比试样中的成分与4种 已知黄酮化合物的Rf值一致,三氯化铝显色

前后的颜色和萤光也完全相同 (表 3)。 因此,证明互助杜鹃和金背杜鹃都含有上述4种

黄酮化合物。

衣 0 四种△曰炎化合白”备△分析

Table 3  1· hin-laycr chrornatography of four kinds of flavoiloids.

灭

`值

样品
samplO

黄 芪 苷

astrag.alin

槲 皮 紊

quercetlil
value

展开剂 卫正△37 全产
·37 2=046

dcveloper

C

()

H

J o.95

K

中 互一 互 助拉鹃 (R,″z锣″攻II subsp.乃“扔 ″ ″‘c)
△△全一 全背杜鹃 (R.p`召‘物似 |J subsp.c乃

`'fo`”
″“′’j)

实 验 条 件

分析样品 陇蜀杜鹃,1980年 6月 20日 采于青海昂欠县乩扎林场阴山坡,海拔 4100

米。 互助杜鹃和金背杜鹃,1980年 5月 31日 和 1981年 2月 17日 采于青海互助北山林

场阴坡桦木林中,海拔2710米 ,这 2种的生境、海拔完全相同。标准样品:黄芪苷由北京

药物所从同属植物照山白杜鹃中得到并提供,其余由大坂山杜鹃中获得。

仪器与材料 柱层析聚酰胺是用冰酷酸法自制。 硅胶由天津市化学试剂三厂生产。

薄层层析用浙江临海县河头化工厂生产的硅胶 G。 聚酰胺层析薄膜由浙江黄岩化学试剂

厂生产。熔点测定仪是 Mct“ FP5。 紫外萤光灯为 Manaslu-light 365o°A。

几种展开剂系统 A:苯一甲醇 (9:I);B:氯仿一甲醇 (8,815);c:氨 仿-甲 醇一甲

乙酮-乙酰丙围 (16:10:5:1);D:氯 仿一丙围-甲 醇 (4:5:1);E:乙 醇-乙酸乙脂 (1:

6);F:氯仿一丙酮 (1:1);· G:水一甲醇一丁酮一乙酰丙酮 (8:3:3:1);

H:苯一甲醇一丁酮一乙酰丙酮 (6:4:2:1);

1:甲苯一甲酸乙酯一甲酸 (5:4:1);

J:乙酸乙酯一丁酮一甲酸一水 (5:3:1:1);

K:乙酸乙酯一甲醇一甲酸一水 (15:2:3:2);

标准品

staildard

saniplc

标 准 品

standard
sanple

全丝桃苷

hyperin

槲皮素 3̄ˉ 阿拉伯搪苷
quercetinˉ 3-
arabinoside

标准品

standard
sainPle

2=039 39

o.55 o.54 0.42 o.42

o,36 o,37 o.23 o,23

标准 品

standard
saillPle

王E△45 全△
(4

o,44

o.34

o.16

o.34

0.46

0.33

o,29 o.250.29 o.21

o.73 0.74

o.96

o.94

o.55

0.29

0.38

o.42

o.21

o.23

o.21 o.24

o.95

o.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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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背杜鹃

Fig.4 (R乃 odo2`″
`/o″

p`:'`‘
```攻

|′ subsp,

C乃
`,‘

op乃 y`J:‘
`,2 Fang et s.X,Wailg,)

标本号 (Typus)郭 本兆 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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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互助杜鹃

Fig.5 (R乃°
`° `'″``o力

p″召″
'7F知

|subsp.

″z‘z乃“‘″‘c Fang et s.X.Wan多 ),

The pregent paper repor·k.on tw.o△ 1eW subgpeCies oF 】B】oJoJe%Jro% przeoo伍 :s】访

△Iaxin.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n.stics of plants and cheIllical cO【 n.ponents.  irbey are

illldentifiea ag R△ .oJode仍‘:r。叼 pr″口.”伍△活讶心ubsp,△切刀△亿emse Ilang et s,X.Wang,gubsp.

nov.and n.pr″ 矽功口:s腕讠gubgp,c△ r留sop】留J;oo吼 pn.lg et s.X,·Wang,gubgp.nov. IPhese

tw.o subspeCies both contain betulosiae, gray· anotoxin I, grayallotoxin II, gray· anoto区in

IV,hyperin,quercehⅡ ,querCetin~8-arabinogide and astragal血 ,but are由fferent only

nlicrochelmlica11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