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扪  要

从龙胆科植物卵叶扁苗巾继而分离得到 5种单体成分。β-谷 甾酿(I);熊 果酸 〈II);胡 萝

卜苷 (III);】 -0-(β -D-吡喃木掩-(106)-β -D一 吡喃葡萄糖)-7一 羟基。3,8-二 甲氧基h1围 (1V);

木樨草素一7-0-β -D一葡萄撩苷 (V)。

关△词:卵叶扁莆,Ⅱ山酮苷,黄酮苷

龙胆科植物 卵叶扁 蕾 (Ce″″仰op‘打 P口 J″

`o‘

口(Munro)Ma var.o`″ oˉ洳′′of`印

(Burk.)Ma)的化学成分我们已作初步报道。之后,对同一样品又进ˉ步分离,得到

5种单体成分。经化学、光诸与已知品对照等方法鉴定为:β -谷甾醇(I);熊果酸(n),

胡萝 卜苷 (β -谷甾醇-葡萄撩苷)(III),1-0-Eβ -D一吡喃木糖一(1-6)一β-D-吡喃葡萄糖〕

-7一羟基一3,8-二甲氧基哂自(lV),木樨草素一7-0-β -D-葡萄搐苷 (V)。 I-V与 王乃利

竿 (1989);陈燕等(1900)报道数据一致。

化合物 lV在稀盐酸中易被水解,为氧键糖苷。水解糖经纸层析检查 为 D一木糖 和

D-葡萄搪,Rf值与标准品一致,糖部分的
13CNMR谱与β-吡喃搐和β-吡喃葡萄糖的数

据一致。用光谙分析和已知化合物对照的方法,分别对其水解苷原进行了鉴定。结果表

明,化合物 lV苷原与 1,7一二羟基~3,8一 二甲氧基9山自 IR谱和
lHNMR谱完全一致。

其 Uv光谱显示1山酮类化合物的特征吸收,为 1,3,7,8四氧代类型,从 lsCNMR谱

来分析,氧代9山围 C】 和 C:均 有羟基取代时,羰基出现在 185ppm左右,当 C】 或 C:有

一羟基,另一位为甲氧基或氧糖基时,或未被取代时,羰基出现在 180ppm左右,当 Cl和

C:均无羟基取代时, 羰基碳出现在 175ppm左右。化合物 lV的羰基碳比其苗原 向高

场位移 4-5ppm左 右,苷原 8位是甲氧基,所以糖基只能位于 C1位。13CNMR数据与

】HNRR所得结论一致。化合物 lV与对照品 1-0-(β -D一吡喃木 椅-(1-6)-β -D一 吡喃

葡萄搪〕-7一羟基一3,8-二 甲氧基灿酮光谐数据一致。

化合物V的紫外光谱显示黄酮化合物的特征吸收峰,其光谱数据与对照品木樨草素

本文 1990年 6月 27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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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β -D一葡萄柑△一致。

实 验 部 分

(-)提取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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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石油醚-酷酸

乙葫洗脱,依次得:β一谷甾醇〈β-“tosterol)(I)和熊果酸 (Urs。lic acid)(II);氯仿与

水层间不溶部分经硅胶柱层析,氯仿-甲醇洗脱得:胡萝 卜苷《dnucostcrin)(III),提 取

物的正丁醇溶解部分经硅胶柱层析,氯仿一甲醇洗脱得:1-0-〔 β-D一 吡喃木糖一(106)-β

-D-吡喃葡萄糖)-7一 羟基-3,8一二甲氧基1Ⅱ|酮 (IV)和木樨草紊一7-0-β -D一 葡萄糖苷 (V)。

(二 )结构鉴定

化合物 I无色片状结晶 (95%乙醇重绪品),m.p.136-137° C。 酣肝一浓硫酸反应呈

紫红色。IR:v凳 弘 (厘米
^1)3在 00,2948,170o,1465。 与对照品 β-谷 甾醇混合熔点

不下降,红外图谱完全一致。故化合物鉴定为 β一谷甾醇。

化合物 II白 色针状结晶 (80%乙醇重结晶〉,m.p.286-29o° C。 酷酐-浓硫酸反应阳

性 。 Ms:私 /z156(M+),CmH“ 03。 IR:,架 t(厘 米
^1)3400,2900,1685,1犭

55,1385,

1375。 与对照品熊果酸混合熔点不下降,红外光谱完全一致。 故化合物 II为熊果酸。

化合物 III 白色无定形粉末 (80%乙醇重结晶),inp,285-290° C。 Molish反 应

阳性。Ms:`,,/t599(M+Na)+437(M+Na葡 萄 糖 )+。 GO.HmO6· 2H2o。 IR:,盖 :王

(厘米 )̄3350,2875,1455,1365,1160,1o55。 5%盐酸水解后苷原红外光谱与

β-谷 甾醇红外光谱 -· 玫。与对照品β一谷甾醇一3-0-β -D一 葡萄糖苷混合熔点不下降,红外

图谱完全一致。故化合物 III鉴定为胡萝 卜苷。

化合物 IV  黄色针状结晶 (稀乙醇结晶)。 Gibbs反应阳性, 与α-萘酚呈阳性反

应。C"H跏 O15。 UV:λ普⒔n(纳
米)238,250,3o3,360。 IR:γ甜 I(厘米

^l)3350(强

0H),2920,1620(共 轭 C=o),1582, 1犭 89(苯环 C-C),1310,1206,1163,
1100, l O80, 1062, 895(β -吡喃 糖 基 ),810。 lHNMR: CDMso-d〕

δ(ppm)9.33
(1H, s, C7-0H),6.69(1H, d, J=2,5, C2-H〉 , 6,75(1H, d, J=2.5, C4-H),
7,15(1H,d,J=8.5,C5-H),7.33(1H,d,`=8.5,Cc-H), 4,96(1H,In,J=7.5,

C′ ,-H),5,o0-3.o0〈 1H, m, J=7,5, C2′ -H),5.00-3.00(4H,m,C3′ 、 C犭
′
、 C5′ 、

C。 -H),5.00-3.0o(2H,m, J=7.0, C1′ 、 C2〃 -H),5.oo-3.0o(3H, m, Cs″ 、
C‘

″C5″ -H),3.90,3.81(各 3H,s,C3,C:-0CH)。 13CNMR:EDMso-d〕
δ (ppm)

C=0,174.5,C1158,5,C21oo.2,Cs 163.9,c49,1.5,C4a157.5, C(b146,5,C5

112, Ce 122.7, C71`15.2, C:148.5, c:.117, C:1)lO7,d, C(1o3.8,C。
73,5。

C首 76.1,Cf 70,0,C。 76.6,C。 68.6,Cl′′ 1o2.8,C2′′73.5,CO″ 76,1,C‘ ′′69.6,
()5〃  65.7, 20CI-I 61,5 55.5。

化 合 物 IV水解 后 其 苷原 的
:HNMR谱

和
I:CNMR谱

◇
〗HNMR:EDMso-d〕 δ(ppm)

12.819,57(各 1H, s, Cl、 C7-oH),6.26(1H, d, J=2.5, C2-H),6.51(1H, (1,

J=2,5, C4-H),6.85(1H, d, J=8.5, C5-H),7,28(1H,d, J=8.5,C:-H),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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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各 3H,s, C:、 C‘ -oCH)。 13CNM.R: 
〔DMso-d〕δ(ppm)c-0181.4,C】 163.7,

C297.4,C:166.7,C492,5,C加 157.5,C‘ b147,7,C6113.7,Ce 125.1,C,146.4,

C: 150.3, C):3 115.7, C:b104.0, 20CI13 61.556.5。

化合物 V  黄色针状结晶 (稀乙醇结晶),mp.256-258° C。 Molish反应阳性,盐

酸 -镁粉反应红色,Ms:″ /茗 417(M++Na)C^Hz。 0"。 UV:λ螫:9Ⅱ (纳 米)248,256,267。

IR:’卺:王 〈厘米
^l)3350(强 0H),1652(共 轭 C-o),1596,1525,1490(苯 环 C-C),

1258, 1175, 1068。 lHNMR: 〔DMso-d〕 δ(ppm)12,91(1H,s,C5-0H),9,92,

9.33(2H,s,C。 、C。 -0H),7.47,7.40,6.96(3H,m,C。 、C。 、 C。 -H),6,79,

6.52(2H,d,J=3,C:、 Ce-H),6.71(1H, s,C3-H)。 1:CNMR:〔 DMso-d〕 δ(ppm)

C2164,2,C3102.9,C4181.7,C5161,CO 99,2,C7162,8,C:9⒋ 3,C9156.6,

C10105, C( 121.1,C莒 113,4, C。 145.6,C(149,8,C台 115.9● C。 118,C199.8,

C笞 72.7,Cg 76,c169.1,C等 76,9,C。 60.2。 与其对照品本樨草紊-7-0-β -D一葡萄

搪苷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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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sTUDIEs ON CHEmlcAL cONSTITUENTs OF
CE~NTIANOPsIS P.ALL^DOsA VAR.oVATO-D Er,TOrDIc人

zhang iXiaofeng and Ding Jing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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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IIl thc whole plant of C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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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F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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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口 (Munro) Ma var. ot`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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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口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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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y are id.cntificd.as

`-sitostcrol, ursolic acid, daucosterin,1-0-(-D-xylopyranosyl-(1ˉ

0·6)-D-glucopyra-

nosyl)-7-llydroxy-3, 8-d.imethoxyxanthonc, luteolin glucoside on the basis of chcm-

ical methods and spect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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