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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Π采用乙醇提取Κ硅胶柱层析和波谱方法鉴定结构Κ从细穗香薷; E lsholtz ia. ian th inaΓ中初步分离鉴定出 5 个

化合物Π二十六烷醇; 1ΓΚ齐墩果酸; 2ΓΚΒ2谷甾醇; 3ΓΚ山柰酚; 4ΓΚ saussureno side; 5ΓΚ这些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

中分离得到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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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ΠF ive compounds w ere iso la ted from the ethano l ex tract of E lsholtz ia ian th ina and iden t if ied as

hexaco sano l; 1ΓΚo leano lic acid ; 2ΓΚ Β2sito stero l; 3ΓΚkaempfero l; 4ΓΚ sau ssu reno side; 5Γ. T heir st ructu res

w ere determ ined on the basis of chem ical evidence and spectra l data. T hese compounds w ere iso la ted from

th is p lan t fo r the first t i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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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薷; E lsholtz ia ian th inaΓ藏语称为齐柔Κ=晶珠

本草Ι记载Π齐柔味辛Κ防伤口感染Κ治肛门虫、胃虫、

阴道虫Κ防虫蝇Λ各地藏医均用唇形科香薷属植物入

药Κ=藏药志Ι记载香薷味辛Μ治培根病、胃病、梅毒性

鼻炎、喉炎及寄生虫病Κ外用治疮疖及皮肤瘙痒Κ青
藏高原的香薷属植物分布众多Κ资源量非常丰富[1 ]Λ
细穗香薷化学成分研究尚未见报到Κ为了揭示青藏

高原香薷属植物药理活性的化学物质基础Κ对其进

行综合开发利用Κ我们对该属 4 种植物的化学成分

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Κ本文主要报道细穗香薷中

的 5 个化合物Κ它们均是首次从该植物中分得Λ

1　仪器和试剂

X24 型显微熔点测定仪Κ; 温度未校正ΓΜIFR 2
120HR 型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KB r 压片Κ德国

B ruke 公司ΓΜH P8453 型紫外光谱仪ΜINOVA 2400

型核磁共振波谱仪;V arian 公司ΓΚTM S 为内标Μ

ZHB 2H S 质谱仪Μ柱色谱硅胶; 1002160 目Κ2002300

目ΓΚ硅胶 H Κ硅胶 GF254 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

品Μ样品采自青海省门源县Κ由本所原植物室鉴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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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形科香薷属植物细穗香薷; E lsholtz ia ian th inaΣΛ

2　提取与分离

2. 6 kg 细穗香薷干燥全草Κ粉碎后用 75% 乙醇

加热回流提取 3 次Κ合并提取液Κ减压浓缩去醇后Κ
得浸膏 180 gΚ然后依次用石油醚、氯仿、乙酸乙酯、

正丁醇进行萃取Κ再分别对这 4 个部分进行柱层析Λ
取石油醚部分上硅胶柱层析Κ石油醚2乙酸乙酯梯

度洗脱得化合物 1Λ取氯仿部分上硅胶柱层析Κ氯仿

2甲醇梯度洗脱得化合物 2、3 和 4Λ 取正丁醇部分上

硅胶柱层析Κ氯仿2甲醇梯度洗脱Κ然后上 Sephadex

L H 220 柱反复柱层析得化合物 5Λ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 　白色片晶Κm. p. 73～ 75℃ΚIR

; KB rΓ呈现 3 325 cm - 1 ;O 2H ΓΚ1 061 cm - 1 ;C2O ΓΚ
715 cm - 1 [ ;CH 2ΓnΚn> 4 ]Κ表明晶 1 是长链高级脂肪

醇ΚM S ;m öz ΓΠ381 ;M 21ΓΚ364 ;M 2H 2O ΓΚ336 ;M 2
H 2O 2C 2H 4 ΓΜ 1H 2NM R ; 400 M H zΚCDC l3 Γ∆Π3. 49

; 2H ΚtΚCH 2OH ΓΚ1. 26< 48H Κ;CH 2Γ21 > 0. 74; 3H Κ

tΚCH 3CH 22ΓΛ13CNM R ; 100 M H ZΚCDC l3Γ光谱显示

62. 3 ; 2CH 2OH ΓΚ 32. 3 ; 2CH 2CH 2OH ΓΚ 31. 8 ; 2
CH 2CH 2CH 2OH ΓΚ29. 5; 2CH 22ΓΚ13. 9; 2CH 2ΓΛ 根据

上述光谱数据及质谱裂解规律Κ可推知化合物 1 为

二十六烷醇Λ
化合物 2　白色粉末 ;M eOH ΓΚm. p. 306～

308℃ΚIR ; KB rΓcm - 1Π3 420;OH ΓΚ1 700;COOH ΓΜ
E I2M S m öz Π456;M + ΓΚ248Κ207Κ203Κ189Κ133Λ13C

NM R ; 100 M H ZΚCDC l3 Γ ∆Π38. 9 ; C1 ΓΚ27. 9 ; C 2 ΓΚ
77. 9 ; C3 ΓΚ39. 2 ; C4 ΓΚ55. 1 ; C5 ΓΚ18. 2 ; C6 ΓΚ33. 7

; C 7ΓΚ39. 1;C 8ΓΚ48. 7;C 9ΓΚ38. 3;C 10ΓΚ23. 7; C 11 ΓΚ
122. 2 ; C 12 ΓΚ143. 7 ; C 13 ΓΚ41. 6 ; C 14 ΓΚ27. 9 ; C 15 ΓΚ
23. 8 ;C 16ΓΚ47. 5; C 17ΓΚ41. 6;C 18ΓΚ46. 3; C 19 ΓΚ30. 5

; C 20ΓΚ34. 5;C 21ΓΚ32. 4;C22ΓΚ27. 9;C 23ΓΚ16. 7;C 24ΓΚ
15. 4;C 25ΓΚ18. 2;C 26ΓΚ26. 7;C 27ΓΚ181. 0;C28ΓΚ33. 7

;C29ΓΚ23. 8;C 30ΓΛ 红外光谱13CNM R 数据均与齐墩

果酸文献[2 ]值一致Κ其薄层层析与齐墩果酸对照品

的R f 值和斑点颜色完全一致Κ因此确定化合物 2 为

齐墩果酸;o leano lic acidΓΛ
化合物 3　白色片状结晶Λ m. p. 137～ 138℃Λ

E I2M S m öz Π414[M Κ100 ]+ Λ IR ; KB rΓcm - 1Π3 938Κ
2 865Κ1 463Κ1 384Κ1 054Κ956Λ1H 2NM R ; 400 M H zΚ
CDC l3Γ ∆Π0. 62Κ0. 81Κ0. 82Κ0. 84Κ0. 90Κ1. 01 ; 各

3H ΚsΚ6×M eΓΚ3. 52; 1H Κm Κ32H ΓΚ5. 35; 1H ΚsΚb r

sΚ62H ΓΛ13C2NM R ; 100 M H zΚCDC l3Γ ∆Π11. 84;C2
18ΓΚ11. 97 ; C229ΓΚ18. 77 ; C221ΓΚ19. 03 ; C227ΓΚ
19. 38 ; C219ΓΚ19. 80 ; C220ΓΚ21. 07 ; C211ΓΚ23. 06

;C228ΓΚ24. 29;C215ΓΚ26. 09;C223ΓΚ28. 23; C216ΓΚ
29. 16;C225ΓΚ31. 65;C22ΓΚ31. 90;C27ΚC28ΓΚ36. 13

; C222ΓΚ36. 49;C210ΓΚ37. 25;C21ΚC226ΓΚ39. 77;C2
12 ΓΚ42. 29 ; C213ΓΚ42. 31 ; C24ΓΚ45. 83 ; C224ΓΚ
50. 13;C29ΓΚ56. 06;C217ΓΚ56. 86; C214ΓΚ71. 79;C2
3ΓΚ121. 70;C26ΓΚ138. 29;C25ΓΛ 以上数据与文献[3 ]

报道一致Κ故化合物 3 为 Β2谷甾醇; Β2sito stero lΓΛ
化合物 4　黄色粉末状结晶;氯仿2甲醇ΓΚm. p.

275～ 277℃Λ盐酸2镁粉反应呈橙红色ΛUV ΚMAX
M eOH

nm Π268Κ289; shΓΚ365Λ IR ; KB rΓcm - 1Π3316;OH ΓΚ
1660 ; ΑΚΒ不饱和酮ΓΚ1 631Κ1 560Κ1 507 ; A rΓΚ
1 439Κ1 382Κ1 303Κ1 253Κ1 225Κ1 175Κ1 008Λ E I2
M S m öz Π286;M + Κ100Γ285;M + 2H Κ20Γ258;M + 2
CO Κ11ΓΚ229; 10. 5ΓΚ153; 5ΓΚ121; 20ΓΚ69; 12ΓΛ1H 2
NM R ; 400 M H zΚ甲醇2d4 Γ∆Π8. 15 ; 2H ΚdΚ J = 9. 0

H zΚH 22öΚ6öΓΚ7. 01 ; 2H ΚdΚ J = 9. 0 H zΚH 23Κ5ΓΚ
6. 35; 1H ΚdΚJ = 1. 8H zΚH 28ΓΚ6. 26; 1H ΚdΚJ = 1. 8

H zΚH 26ΓΚ12. 1; 1H ΚsΚ52OH ΓΚ9. 76; 1H ΚsΚ72OH ΓΚ
9. 50Κ9. 09 ; each1H ΚsΚ3Κ42OH ΓΛ13 C2NM R ; 100

M H zΚM eOH 2d4Γ∆Π147. 0;C22ΓΚ136. 4;C23ΓΚ176. 4

; C24ΓΚ161. 7; C25ΓΚ99. 0;C26ΓΚ165. 0; C27ΓΚ94. 3

; C28ΓΚ157. 5 ; C29ΓΚ103. 8 ; C210ΓΚ122. 9 ; C21ΓΚ
130. 2;C22Κ6ΓΚ116. 1;C23Κ5ΓΚ160. 1;C24ΓΚ以上数

据与文献[4 ]报道一致Κ因此确定化合物 4 为山柰酚

; kaempfero lΓΛ
化合物 5　无色无定形结晶;M eOH ΓΚ高分辨

质谱M + 568. 238 2;计算值 568. 238 8ΓΚ分子式 C 27

O 12H 34;M + 和元素分析ΓΛ IR ; KB rΓcm - 1呈现 1 763

;饱和 Χ2内酯ΓΚ1 591Κ1 515Κ1 462;苯环ΓΛ1H 2NM R

; 400 M H zΚM eOH 2d4Γ∆Π6. 71 [ ; b rsΓΚ6. 87; b rdΓΚJ

= 8. 5H zΚH 22Κ6 ]Κ6. 70 ; dΚJ = 8. 3H zΚH 25ΓΚ6. 75

; b rsΚH 22′ΓΚ7. 06; dΚJ = 8. 2H zΚH 25′ΓΚ6. 68; b rdΚJ

= 8. 3H zΚH 26′ΓΜ13C2NM R ; 100 M H zΚM eOH 2d4 Γ

∆Π133. 06 ; C1 ΓΚ113. 60 ; C 2 ΓΚ150. 02 ; C 3 ΓΚ148. 68

; C4ΓΚ122. 25; C 5ΓΚ112. 99; C 6ΓΚ32. 00 ; C 7ΓΚ44. 44

;C28ΓΚ71. 92; C29ΓΚ 131. 41; C21′ΓΚ115. 67; C22′ΓΚ
150. 08 ; C23′ΓΚ146. 70 ; C24′ΓΚ117. 27 ; C25′ΓΚ
124. 15 ; C26′ΓΚ41. 64 ; C27′ΓΚ77. 47 ; C28′ΓΚ180. 67

;C29′ΓΜglu21H ∆Π4. 88;J = 7. 6H zΓΚ102. 4;C2glu1ΓΚ
77. 5;C2glu2ΓΚ 78. 5;C2glu3ΓΚ 70. 8; C2glu4ΓΚ74. 5

; Cglu5ΓΚ62. 1;Cglu6Γ以上数据与文献[5 ]报道一致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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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确定化合物 5 为 sau ssu reno sideΛ

图 1　化合物 5 结构图

F ig. 1　Chem ical structu re of compou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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