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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 叶 扁 蕾 的 化 学 成 分

张 晓峰  丁经业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龙胆科植物卵叶 扁蕾 (ce`,而″opi‘

`口 `'′

or口 (Munr。 )Ma var.ov″ 0-拓′
`oj`印

(Burk,)Ma)系 青藏高原一特有种,分布于青海及西藏等地的沟坡、河滩地或林缘。藏

药名称
“
机合斗

”
。性苦、寒。有消炎愈创功能 ,用于治疗流行性感冒及胆病引起之发烧。

其化学成分尚未见报道。现将分离、鉴定的化学成分报道如下。

卵叶扁蕾全草甲醇提取 ,提取物的氯仿溶液部分经硅胶柱层析分离 ,依次得到 4个黄

色针状结晶与 1个 白色针状结晶。根据熔点、紫外光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谱及质谱证

明它们的结构分别为: 1,8一 二羟基一3,7一 二甲氧基岫酮 (I);1一羟基一3,7,8一三甲氧基

灿酮 (II);1,7一二羟基一3,8一 二甲氧基n山酮 (III);1,7,8一三羟基一3一 甲氧基岫酮 (IV);

齐墩果酸 (olCanolic acid)(V)。 I-V与文献报道数据一致 (Riva111e et a1.1969;丁

经业等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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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o

oR‘   0  0H

I:R3ˉ H;R1-R2=· CH:

II:R1-R2-R3-CII,

III: R2-H;R‘ ·-R5-CII3

IV: R厂=R△
一

iH;R1·=CH3

湿生扁蕾 (Cc励口
`:。

P,′
sP口 J″′o‘口(Munr。 )Ma)制剂

“
扁蕾冲剂

”
用于治疗腹泻(病

毒性腹泻)。其有效成分:1一羟基一3,7,8-三 甲氧基9ul酮 ;1,7一二羟基一3,8一 二甲氧基岫

酮。而卵叶扁蕾成分中 1一羟基一3,7,8一三甲氧基岫酮与 1,7一二羟基一3,8一二甲氧基岫酮

的含量约占4个
"山

酮成分的 80%以 上。这对于扩大
“
扁蕾冲剂

”
的药源及卵叶扁蕾植物

资源的开发利用无疑是有意义的。

实 验 部 分

实验植物于 1984年 8月 采自青海省互助北山林场 ,物侯期为花期。熔点用 Mcttlcr

o

本文 1987年 3月 17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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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5型熔点测定仪测定 ;紫外光谱用 PEK-40~2型 ;红外光谱用 IR-450型 ;核磁共振谱

用 FT-80A型 ,TMs为内标 ;质谱用 JMs-D300型。

晶 I-V的提取分离:卵叶扁蕾全草粉碎后用甲醇迥流提取 ,每次 4小时 ,提取 3次。

合并提取液 ,回 收溶剂。加水溶解后再以氯仿淬取。氯仿部位上硅胶柱 ,石油醚一醋酸乙酯

(9:1-4:6)展开和洗脱,分部收集。收集液用硅胶G板检查【石油醚一醋酸乙酯 (7:3)展

开l,合 并相同部分。回收溶剂 ,重结晶 ,得结晶 I-V。

晶 I(1,8-dihydroxy-3,7-dimethoxyxanthone)在 95%乙醇中重结晶为黄色针状 ,

mp.190℃。元素分析:C‘H⒓0‘ ,M+288。 计算值(%)C62.50;H4.17。 实验值(%)

C62.46;H4.26。 UV:a￥:PH nm(1og e)238(4.31),263(4.35), 314(3.98),330(4· 03)。

IR:v配i cm-13260,3200(螯合 0H);1665,1635(共轭 c:=o);1602,1570,1500

(芳环 )。 H′ -NMR:a[DMso11⒉ 08,11.94(各 1H,s,Ch C旷 0H);7.25(1H9d,J-9

CPs,C‘ -H); 6,82(1H,d,J=9CPs,C,-H); 6.36(1H,d, J.-2.5CPS,C4-H); 6· 29

(IH,d,J-2.5CPs,C2-H);3.94,3.89(各 3H,s,C;、 C`-ocHa)。

晶 II(1-hydroxy-3,798-timcthoxyxanthonc)在 95%乙醇中重结晶得淡黄色针

状,mp,159℃。元素分析:C“H‘ 0。 ,M+302。 计算值(%)C6358;H4,64。 实验

值(%)C63.60;H4.70。  UV:凡洗gn nm(log e)238(4.66),262(4.76),311(4.38)·

378(3.93)。 IR:v配i cm-13050-2600(弱 宽峰,螯合 0H);1658(C=o);1601,1570
(芳环 )。 H′ —NMR:a[DMso1 13.3(1H,s,Cl-0H);7.32(1H,d,J-9 CPS,C‘ -H);

7,13(1H,d,J=· 9 Cps,C,~H); 6.30(1H,d,J-2.5 CPs,C4-H); 6,25(1H,d,J=

2.5 CPS,C2-H); 3.99,3.92,3,86(各 3H,s,C:、 C]、 CroCHs)。

晶 III(1,7-dihydroxy-3,8-dimcthoxyxanthone)在 95%乙醇中重结晶得淡黄色

针状 ,mp,192-193℃ 。元素分析:C” H⒓ 0‘ ,M十 288。 计算值(%)C62,43;H4.17。

实验值(%)C6250;H4.20。 UV:a浩 P。 nm(1og e)238(4.66),262(4· 76),311(4· 38),

378(3.93)。  IR: v配;cm-13360(螯合 0H);1657(C=o); 1612,1587,1573,
1506(芳 环 )。  H′ -NMR:丬 DMso]13,159.47(各 1H,s,Ch C7-0H);7.31(1H,d,
J=· 9 CPS,C‘ -H);7.15(1H,d,J-9 CPs,C,-H);6.41(1H,d,J-2.5 CPS,C(-

H); 6.26(1H,d,J=2.5CPs,C2-H); 3.88,3.82(各 3H.s,C:、 C3-0CH,)。

晶 IV(l,7,8-“ ihydroxy-3-methoxyxanthone)在 80%乙醇中重结晶得黄色针状 ,

mp.226℃。元素分析:C"HnO‘ ,M+274。 计算值(%)C61.31;H3.65。 实验值(%)
C61.38;H3.72。  UV: 九￥:?H nm(l。 ge) 239(4.37), 268(4.48), 312(4.17), 327

(4,17),400(359)。  IR:vWi omˉ 3450(oH);3100-2700(弱 ,宽峰,螯合 0H);

1660,1650(共轭 C=o);1608,1580,1500(芳 环 )。  H′ —NMR: a[DMso]11.81,

l1,57,9.36(各 1H,s,C】 、Ch CrOH);7.28(1H,d,J-9 CPs,C‘ -H);6.85(1H,d,

J-9 CPS,CJ-H);6.51(1H,d,J-2.5 Cps,c。 ~H);6,32(1H,d,J-2.5 CPS,C2-

H); 3.87(3H,s,C3-oCH;)。

晶 V(olean° lic acid)在 80%乙醇中重结晶得白色针状 ,mp,308-309℃ 。IR:v甜三
cmˉ 13430,2925,1690,1460,1385,1260,1120,990。  与对照品齐墩果酸的红外吸收

光谱完全重叠。与已知齐墩果酸测混合熔点不下降。硅胶G薄层:甲苯一醋酸乙酯一乙酸
(4:1:05)展开,5%磷钼酸乙醇液喷雾,110℃ 烘 3-5分钟显蓝色。RI值为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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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COMPOUNDs
FROMi CEⅣ rr^Ⅳopsfs p^LI`DOs^

oˇ
^ro~DELTOrDE^

zhang iXiaofcng   Ding JinyC

(Ⅳ
.o`汤 ″召‘:P`。 ;co″ J″‘fi:“ ;co/Bヵ′ogy' 'ro`e″ ;口 si刀icc)

Abstract-FrOIIl thc wholc plant of Ce`:历V刀op” fp口J臼

'o‘

口 (Munro)Ma var· ov。
`Ⅱ

J0′

`oi`四
(Burk· )Ma five coilstitucnts havc becn obtaincd. They are identified as 1,8tihydroxy-3,7-

dimethoxyxanthone;1七 ydrαy-3,7,8opim哎 hoxy antbone;1,7妃 ihydroxy-3,8犭 imethoxyxanthone;

1,7,8△ rihydroxy-3-mcthoxyxanthone and olcanolic acid on thc basis of spcct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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