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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绒嵩属植物生物碱成分研究(一 )

— 五脉绿绒蒿生物碱成分的研究
◆

王恒山 丁经业 杨海荣 月立华

捕  要

从蔽药五脉绿绒蒿(llr跖 0诏Opsis和 ″矽“”″″勋 Rege1)中 分离出4种 化合物,经 0V,nR,

N、IR和
`is光

谱分析鉴定为:anurine(〖 ),O in);hylfhvinaD0△ e(n),8-谷 甾醇 (【II)和

l1· 九碳萨 ‘0(Iv)。

关链词:五脉绿绒嵩,生物碱

绿绒商属 0勿co卿夕sjs)共有49种植物,是罂粟科 (Papaveraceae)的第 2大属 ,

在分类学和植物系统演化的研究方面占有特殊重要地位 (庄璇,1981)。 该属绝大多数

的种分布于我国西南部至喜马拉雅地区, 青藏 高原有30个种,其中半数 以上是药用植

物,藏医用以镇静、止痛、清热、消炎,特别用于治疗骨折,跌打损伤 (罗 达尚 ,1984)。

由此可见,绿绒商属植物是本地区特有资源植物。本属的植物化学研究大多着眼于生物

碱,国外先后从12种植物中分离得到33种生物碱,其中有 2种生物碱同于新的结构类型

-himalayamine型。国内只对 2种植物的化学研究作过报道 (刘松瑜等,1986,王

明安等,1991),其中王明安等从甘肃产五脉绿绒蒿中得到 3个化合 物,即 5,5′ 一双氢

甲基呋喃楼 ,2一羟基乙玩基一呋喃和 1种生物碱 mecambridine。

我们从青海产五脉绿绒蒿中分得 丛种结晶化合物。

(I)为无色针状结晶,紫外光谱显示异喹啉类生物碱的特征吸收。红外光谱有连

续 3个强吸收海在1670,16丛 0和 1615cm^】 ,是结合环己二播曰 系统 (cross-conjogated

cyclohexadienone system)的 特征吸收。核磁共振氢谱表明 它含有 1个NCH3(δ2.48),

1个0CH3(δ 3.85),1个 oCH20(δ 5.95)和 在个芳质子 (δ 6.85,6.62,6.3,6.3),

结合质谱给出的分子量推出分子式 C” H190‘N,再由以上数据进一步判断该生物碱是二

氧取代吗啡二烯酮(morphinandienone)。 从烯酮环上叔碳的化学位移 (δ 129和 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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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西宁,8】0001)



判断此环只有一个莪取代位,而且是在Co位 ,2个 邻接氛取代 碳的叔 碳蜂 (δ 】07.5,
10‘ .8)证明0CH20的取代在C2和 C:位。囚此,(I)应是生物碱amurine。 (I〉 的UV,
1R和 !且NMR数据都与amurine的 文献值(H.R.B.Derek et,1967)一 致。

〈II)为无色针状结晶,从UV,IR和 NMR看 ,它与 (1)结构类型相同,两者差别
仅在于取代基不同, (II)有 3个 oCHe,质谱也表明两者分子量相差16。 囚此,推断
(II)为生物碱 0-methylnavinantine。

(III)为 片状结晶,其红外光谱与β一谷甾醇标准物完全相同。
(IV)为无色针品,其1R与已知物及文献值相同 (罗 士德等,1982)。

实验部分

紫外光谱甩岛津UV965型测定 :红外光谱用日立 IR-260型红外分光光度计测定 ,核

磁共振用FT-80A型 仪器测定;质谱用 zAB Hs型仪器测定。拄层析使用青岛海洋化工

厂分厂出产的100-20o目 硅胶,薄层层析用上海化学试剂采购供应站的200-260目 硅胶
G,莳层层析展开剂用苯-丙酹一甲醇 (6:3:1)。

分析用五脉绿绒蒿于1990年 6月 来自青海省大坂山区,海拔3500米阴坡,物侯期为
·

盛花期。

(一 )提取分日

将8.5公斤楫物干粉在60℃ 的酒精中提取 在次,合并提取液浓缩,加 入 5%的硫酸 ,

将滹出的不溶解部分加入氯仿提取,氯仿浓缩液装入硅胶柱,以氯仿一石油醚 (1:1)和

氯仿洗脱得到结晶 (IV)和 (Ⅲ )。 将上述疏酸溶液用 Na!Co3调 pH到 10, 加氯仿萃
取 ,氯仿浓缩液经硅胶柱层析 ,以氯仿洗脱 ,浓缩后用制各薄层细分 ,在氯仿一甲醇 (1:1)

溶液中重结晶得到 (I)和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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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分析

Ain.urine(I)UVλ max(CHCla):250,283|lln(10ge 4.5,3.4):IIINMR(8oMH.z,

CHCl3)δ (ppm、 : 6.85, 6.62(2K1ˉ I, s, Ct-H, cl-H), 6.3(2H, s, C5-II,

C:-II), 5.95(2H,s,oC.H20), 3.85(3H, s,oCH:), 2.‘ 8 (3H,s,∶NCH3),
1.66-3.8(7H,m,脂肪族贡子簇 ),】 3CN`IR(2o.18``1Hz,CDC13)δ (ppm〉 :178
(C==0), 15o(C6), 115.2(C〕 ), 145(C:), 138(C‘ 1), 12()(C:), 128.5 (CIz), 122
(Cn),118.5(C;〉 ,107.5(Cl),1o4.8(C1),1oo.8(0CH20),6o.5(C9),54(0CH3),
么还(C】 3), 过1。 4(NGH3), 40.8(Ctf), 4o,5(Cl;), 32.5(C】 0), M.S(FAB)nl/z
(%): 326(15, `1∶ ++H),154(13), 136(11),91(dO),77(妮

),68(78),
55(100),IR(KBr压片,cm-1):1670,164o,1615,15o5,1482,1223,1175,
1089, 930, 828, 855, 61o, 520。

0.-methylflavinantine(II)(JVλ nlax(C1·IC1J): 25o,285且rn(loge 4.2,3.o),
lHNMR(8oMHz,CDC13)δ (ppn1): 6.78,6.58,6.33,6.27(4x1II,s,C。 -H,
C‘^H,C厂 H,C8^II), 3.86, 3.82, 3.78 (3x3H,s, 3xOcHe),2.45(3H,s,



NCH3),1,66-3.8(7H,m),】 3CNMR(2o.13MHz,CDα
3)δ (ppm)3180,151,

146,2, 1‘ 6, 134, 128.6, 127, 120, 118.5, 108.2, 106.8, 60.5, 55,8 (lC)3-

0CHa),54.5(C2-0CH3), 53.8(C6-0CH:), 在5,‘ 1.3, 40.8, 40.6,32.5,Ms
(FAB)m/z(%):8从 2(7,M++H),15压 (10),136(12),91(28),77(80),55

(100),IR(KBr压片 cm-1):1670,16厶 0,1620,1522,1450,1355,1268,

1246, 1238, 1223, 117(), 11姓 3, 1102, 1005, 890, 860, 810, 815, 7659 618,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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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ALKALOI【)s OF GENus MEcc)NOpsrs I,

THE ALKALOlDs OF MECONOpsls QuINTUPLiNERVlA REGEL

、Va:lg IIengshan, Ding Jingye, Y·ang IIairong and zhou I,ihua

(No``乃锣纟sf P.`crBB衫 z%s“ r“

`彡

or B0o`og夕 ,

r乃。 C尼 氵仍csc'cc′纟,`l9,。 r scˉ 侈￠ε矽s,Xi,,氵 彳g, 810001)

rr。,n Tibetan 1nedicinal herb ar'c。 ,如∮s万sg`‘ J″‘。·夕Jo,o纟

'。

讠口 Rege1, tow

nlorphinandienonc alkaloids amurine arld o-∶ m.ethy1】 1avina1Itin.e as W· el1.as

tWo other∞ nstituents βsitostem1 and 10-nona∞ sano1 were i∞ lated,theil

structures were identified by UV,IR,NMR and Ms spectr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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