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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萼香茶菜的三萜和黄酮类化学成分

刘洪川，金永生，陈海生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天然药物化学教研室，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目的　对蓝萼香茶菜（Ｒａｂｄｏｓ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的化学成分进行分离及鉴定。方法　利用硅胶色谱、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

２０色谱以及反相高效液相色谱等手段进行分离纯化，应用质谱、磁共振等光谱方法对分得的化合物进行结构鉴定。结

果　共分离并鉴定１０个化合物，其中包括４个三萜：齐墩果酸（ｏｌｅ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１）、熊果酸（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２）、２α羟基熊果酸
（２αｈｙｄｒｏｘｙ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３）、２α，２３二羟基熊果酸（２α，２３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４）；６个黄酮类化合物：槲皮素（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５）、芹

菜素（ａｐｉｇｉｎｉｎ，６）、木犀草素（ｌｕｔｅｏｌｉｎ，７）、芦丁（ｒｕｔｉｎ，８）、异鼠李素（ｉｓｏｒｈａｍｎｅｔｉｎ，９）、小麦黄素 （ｔｒｉｃｉｎ，１０）。结论　化合物９、
１０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　蓝萼香茶菜；三萜类；黄酮类；分离和提纯；结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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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萼香茶菜［Ｒａｂｄｏｓ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Ｂｕｒｍ．ｆ．）

Ｈａｒａｖａｒ．ｇｌａｕｃｏｃａｌｙｘ （Ｍａｘｉｍ．）Ｈａｒａ］为唇形科

香茶菜属植物，又名回菜花、倒根野苏、山苏子等。

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其资源极为

丰富。其全草或叶入药，是我国传统民族用药。其

味苦、性温、无毒，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的功效，

对急性黄疸肝炎的治疗效果显著，并且对各种癌症

初起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１］。关于蓝萼香茶菜的化

学成分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少量研究报道了其含

有贝壳杉烷型二萜、三萜、黄酮及一些其他成分［２６］。

我们的前期研究中，从蓝萼香茶中分离鉴定了７个

二萜类化合物［７］。为了更好地阐明其活性成分，我

们对蓝萼香茶菜中非二萜类化合物进行化学成分研

究，从中分离得到１０个化合物。

１　仪器、试剂和药材

　　天津分析仪器厂ＲＹ２型熔点仪（温度未校正）；

ＢｒｕｋｅｒＤＲＸ６００型核磁共振仪；ＱＴｏｆｍｉｃｒｏ（ＥＳＩ

ＭＳ）质谱仪 ；高效液相色谱仪（ＨＰＬＣ）为岛津ＬＣ

２０１０ＨＴ型；色谱柱：Ｃ１８反相柱（Ｄｉｋｍａ２５０ｍｍ×４．

６ｍｍ，５μｍ）；色谱用硅胶（２００～３００目）以及薄层硅

胶板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为

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公司产品。ＴＬＣ显色剂：２０％ Ｈ２ＳＯ４乙

醇，碘蒸气。提取用溶剂为工业级９０％乙醇，其余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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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均为分析纯，购于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所用植物于２０１１年８月采于辽宁省新宾市，经第二

军医大学药学院生药学教研室张汉明教授鉴定为香

茶菜属植物蓝萼香茶菜［Ｒａｂｄｏｓ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Ｂｕｒｍ．

ｆ．）Ｈａｒａｖａｒ．ｇｌａｕｃｏｃａｌｙｘ（Ｍａｘｉｍ．）Ｈａｒａ］干燥地

上部分。

２　方法和结果

２．１　提取和分离　蓝萼香茶菜干燥地上部分６ｋｇ，

用５０Ｌ９０％乙醇加热回流提取３次，提取液减压浓

缩得浸膏，超声下用水（５Ｌ）分散，后依次用石油醚、

乙酸乙酯、正丁醇萃取（各萃取８次，每次５Ｌ）。乙

酸乙酯萃取部位经正、反相硅胶柱色谱、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柱色谱、制备薄层色谱以及反相 ＨＰＬＣ，分离

得到１０个化合物。

２．２　化合物结构鉴定

２．２．１　化合物１　白色无定型粉末，ｍ．ｐ．２４０～
２４３℃。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５７［Ｍ＋Ｈ］＋。据１ＨＮＭＲ、
１３ＣＮＭＲ及ＤＥＰＴ谱（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推测其分子式

为Ｃ３０Ｈ４８Ｏ３，预测为三萜。１ＨＮＭＲ：５．２９（１Ｈ，ｂｒｓ，

Ｈ１２），３．２３（１Ｈ，ｄｄ，Ｊ＝１１．４，４．２Ｈｚ，Ｈ３），２．８３
（１Ｈ，ｄｄ，Ｊ＝１３．２，４．２Ｈｚ，Ｈ１８），１．１４（３Ｈ，ｓ，

Ｈ２７），１．００（３Ｈ，ｓ，Ｈ２３），０．９４（３Ｈ，ｓ，Ｈ２５），

０．９２（３Ｈ，ｓ，Ｈ２９），０．９１（３Ｈ，ｓ，Ｈ３０），０．７８
（３Ｈ，ｓ，Ｈ２４），０．７６（３Ｈ，ｓ，Ｈ２６）；１３ＣＮＭＲ：３９．８
（Ｃ１），２９．１（Ｃ２），８０．５（Ｃ３），４０．７（Ｃ４），５６．６
（Ｃ５），１９．７（Ｃ６），３４．０（Ｃ７），４０．２（Ｃ８），４９．１
（Ｃ９），３８．５（Ｃ１０），２４．３（Ｃ１１），１２４．０（Ｃ１２），

１４５．０ （Ｃ１３），４３．０ （Ｃ１４），２８．６ （Ｃ１５），２４．８
（Ｃ１６），４７．９（Ｃ１７），４２．４（Ｃ１８），４７．３（Ｃ１９），

３２．１（Ｃ２０），３５．２（Ｃ２１），３３．８（Ｃ２２），２９．５（Ｃ

２３），１６．９（Ｃ２４），１６．７（Ｃ２５），１８．６（Ｃ２６），２７．３
（Ｃ２７），１８５．０（Ｃ２８），３４．５（Ｃ２９），２５．０（Ｃ３０）。

以上数据与文献［８］比对，确定该化合物为齐墩果酸

（ｏｌｅ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

２．２．２　化合物２　白色粉末，ｍ．ｐ．２５９～２６１℃，

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５７ ［Ｍ＋Ｈ］＋，４５５ ［Ｍ－Ｈ］－；根

据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及 ＤＥＰＴ谱（６００ＭＨｚ，ＤＭ

ＳＯｄ６）推测其分子式为 Ｃ３０Ｈ４８Ｏ３。１ＨＮＭＲ：５．１２
（１Ｈ，ｂｒｓ，Ｈ１２），３．００ （１Ｈ，ｍ，Ｈ３），２．１０
（１Ｈ，ｄ，Ｊ＝９．０Ｈｚ，Ｈ１８），１．０４（３Ｈ，ｓ，Ｈ２７），

０．９１（３Ｈ，ｓ，Ｈ２６），０．８９（３Ｈ，ｓ，Ｈ２３），０．８６
（３Ｈ，ｓ，Ｈ２５），０．８１（３Ｈ，ｄ，Ｊ＝６．６Ｈｚ，Ｈ２９），

０．７５ （３Ｈ，ｓ，Ｈ３０），０．６７ （３Ｈ，ｓ，Ｈ２４）；
１３ＣＮＭＲ：３８．９（Ｃ１），２７．４（Ｃ２），７７．２（Ｃ３），

３８．７（Ｃ４），５５．１（Ｃ５），１８．４（Ｃ６），３３．１（Ｃ７），

３９．４（Ｃ８），４７．４（Ｃ９），３６．９（Ｃ１０），２３．２（Ｃ

１１），１２４．９（Ｃ１２），１３８．５（Ｃ１３），４２．０（Ｃ１４），

２７．９（Ｃ１５），２４．２（Ｃ１６），４７．２（Ｃ１７），５２．７（Ｃ

１８），３８．８ （Ｃ１９），３８．６ （Ｃ２０），３０．５ （Ｃ２１），

３６．７（Ｃ２２），２８．６（Ｃ２３），１５．６（Ｃ２４），１６．４（Ｃ

２５），１７．３（Ｃ２６），２３．６（Ｃ２７），１７８．６（Ｃ２８），

１７．４（Ｃ２９），２１．４（Ｃ３０）。以上数据与文献［９１０］比

对，确定该化合物为熊果酸（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

２．２．３　化合物３　白色粉末，ｍ．ｐ．２７２～２７５℃，

ＥＳＩＭＳ ｍ／ｚ：４７３ ［Ｍ ＋ Ｈ］＋；根 据１ＨＮＭＲ、
１３ＣＮＭＲ及ＤＥＰＴ谱（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推测其分

子式为Ｃ３０Ｈ４８Ｏ４。１ＨＮＭＲ：５．２５（１Ｈ，ｂｒｓ，Ｈ１２），

３．９４（１Ｈ，ｄ，Ｊ＝１２．０Ｈｚ，Ｈ２），３．３２（１Ｈ，ｂｒｓ，

Ｈ３），２．２１（１Ｈ，ｄ，Ｊ＝１１．４Ｈｚ，Ｈ１８），１．１５
（３Ｈ，ｓ，Ｈ２７），１．０１（３Ｈ，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Ｈ２３），

１．００（３Ｈ，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Ｈ２６），０．９８（３Ｈ，ｏｖｅｒ

ｌａｐｐｅｄ，Ｈ２５），０．８７ （３Ｈ，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Ｈ２９），

０．８５（３Ｈ，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Ｈ３０），０．８２（３Ｈ，ｏｖｅｒ

ｌａｐｐｅｄ，Ｈ２４）；１３ＣＮＭＲ：４２．６（Ｃ１），６７．２（Ｃ２），

８０．０（Ｃ３），３９．５（Ｃ４），４９．３（Ｃ５），１９．１（Ｃ６），

３４．２（Ｃ７），４０．４（Ｃ８），４８．５（Ｃ９），３９．４（Ｃ

１０），２５．３（Ｃ１１），１２６．８（Ｃ１２），１３９．８（Ｃ１３），

４３．４（Ｃ１４），２９．２（Ｃ１５），２４．４（Ｃ１６），４６．７（Ｃ

１７），５４．４ （Ｃ１８），４０．９ （Ｃ１９），３９．５ （Ｃ２０），

３１．８（Ｃ２１），３８．１（Ｃ２２），２９．２（Ｃ２３），２４．２（Ｃ

２４），１７．０ （Ｃ２５），１７．８ （Ｃ２６），２２．５ （Ｃ２７），

１８１．７（Ｃ２８），１７．６（Ｃ２９），２１．５（Ｃ３０）。以上数

据与文献［９１０］比对，确定该化合物为２α羟基熊果酸

（２αｈｙｄｒｏｘｙ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

２．２．４　化合物４　白色粉末，ｍ．ｐ．２９２～２９４℃，

ＥＳＩＭＳ ｍ／ｚ：４８９ ［Ｍ ＋ Ｈ］＋；根 据１ＨＮＭＲ、
１３ＣＮＭＲ及ＤＥＰＴ谱（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推测其分

子式为Ｃ３０Ｈ４８Ｏ５。１ＨＮＭＲ：５．３７（１Ｈ，ｓ，Ｈ１２），

４．１３（１Ｈ，ｄ，Ｊ＝１２．０Ｈｚ，Ｈ２），３．７９（１Ｈ，ｂｒｓ，

Ｈ３），３．６４（１Ｈ，ｄ，Ｊ＝１１．４Ｈｚ，Ｈ２３α），３．４７
（１Ｈ，ｄ，Ｊ＝１１．４Ｈｚ，Ｈ２３β），２．２３（１Ｈ，ｄ，Ｊ＝

１１．４Ｈｚ，Ｈ１８），１．１３（３Ｈ，ｓ，Ｈ２７），１．０４（３Ｈ，

ｓ，Ｈ２６），０．９５（３Ｈ，ｓ，Ｈ２４），０．９２（３Ｈ，ｓ，Ｈ

２９），０．８３（３Ｈ，ｓ，Ｈ３０），０．８１（３Ｈ，ｓ，Ｈ２５）；
１３ＣＮＭＲ：４２．３（Ｃ１），６６．５（Ｃ２），７９．５（Ｃ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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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８（Ｃ４），４７．２（Ｃ５），１８．２（Ｃ６），３３．２（Ｃ７），

４０．１ （Ｃ８），４８．４ （Ｃ９），３８．４ （Ｃ１０），２３．５
（Ｃ１１），１２６．０ （Ｃ１２），１３９．１ （Ｃ１３），４２．９
（Ｃ１４），２８．５（Ｃ１５），２５．６（Ｃ１６），４８．８（Ｃ１７），

５３．４ （Ｃ１８），３９．９ （Ｃ１９），３９．６ （Ｃ２０），３１．２
（Ｃ２１），３８．０（Ｃ２２），７１．２（Ｃ２３），１４．５（Ｃ２４），

１７．０（Ｃ２５），１８．３（Ｃ２６），２３．４（Ｃ２７），１８０．８
（Ｃ２８），１７．０（Ｃ２９），２１．３（Ｃ３０）。以上数据与文

献［９］比对，确定该化合物为２α，２３二羟基熊果酸

（２α，２３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

２．２．５　化合物５　淡黄色粉末，ｍ．ｐ．３１２～３１５℃，

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０１ ［Ｍ－Ｈ］－，３０３ ［Ｍ＋Ｈ］＋，３２５
［Ｍ＋Ｎａ］＋，据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 及 ＤＥＰＴ 谱 （６００

ＭＨｚ，ＣＤ３ＯＤ）推测其分子式为Ｃ１５Ｈ１０Ｏ７。１ＨＮＭＲ：

６．１８（ｄ，Ｊ＝１．８Ｈｚ，Ｈ６），６．３９（ｄ，Ｊ＝１．８Ｈｚ，

Ｈ８），７．７４（ｄ，Ｊ＝１．８Ｈｚ，Ｈ２′），６．８９（ｄ，Ｊ＝

８．４ Ｈｚ，Ｈ５′），７．６４ （ｄｄ，Ｊ＝８．４，１．８ Ｈｚ，

Ｈ６′）；１３ＣＮＭＲ：１４８．０（Ｃ２），１３７．２（Ｃ３），１７７．３
（Ｃ４），１６２．５（Ｃ５），９９．２（Ｃ６），１６５．６（Ｃ７），

９４．４（Ｃ８），１５８．２（Ｃ９），１０４．５（Ｃ１０），１２４．１
（Ｃ１′），１１６．０（Ｃ２′），１４６．２（Ｃ３′），１４８．７（Ｃ

４′），１１６．２（Ｃ５′），１２１．７（Ｃ６′）。以上数据与文

献［１１］比对，确定该化合物为槲皮素（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２．２．６　化合物６　黄色粉末，ｍ．ｐ．１８５～１８６℃，

ＥＳＩＭＳｍ／ｚ：６３３［Ｍ＋Ｎａ］＋，６１１［Ｍ＋Ｈ］＋，６０９
［Ｍ－Ｈ］－，盐酸镁粉反应阳性，Ｍｏｌｉｓｈ反应呈阳

性，为黄酮苷类化合物。根据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及

ＤＥＰＴ谱（６００ ＭＨｚ，ＣＤ３ＯＤ）推测其分子式为

Ｃ２７Ｈ３０Ｏ１６。１ＨＮＭＲ：５．１９ （１Ｈ，ｓ，Ｈ６），６．９９
（１Ｈ，ｓ，Ｈ８），７．１９（１Ｈ，ｓ，Ｈ２′），６．１４（１Ｈ，ｄ，

Ｊ＝６．０Ｈｚ，Ｈ５′），７．６５（１Ｈ，ｄ，Ｊ＝６．０Ｈｚ，Ｈ

６′）；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７．３（Ｃ２），１３４．２ （Ｃ３），１７８．２
（Ｃ４），１６１．８（Ｃ５），９９．４（Ｃ６），１６２．１（Ｃ７），

９４．３（Ｃ８），１５７．４（Ｃ９），１０４．８（Ｃ１０），１２２．５
（Ｃ１′），１１５．９ （Ｃ２′），１４５．３ （Ｃ３′），１４９．０
（Ｃ４′），１１７．０（Ｃ５′），１２２．１（Ｃ６′），１０２．１（Ｃ

１′），７４．８（Ｃ２′），７７．１（Ｃ３′），７１．２（Ｃ４′），７６．７
（Ｃ５′），６７．８（Ｃ６′），１０１．５（Ｃ１′），７０．７（Ｃ２′），

７１．１ （Ｃ３′），７２．６ （Ｃ４′），６９．０ （Ｃ５′），１８．４
（Ｃ６′）。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２］比对，确定该化合物为芦

丁（ｒｕｔｉｎ）。

２．２．７　化合物７　黄色粉末，ｍ．ｐ．３３０～３３２℃，三

氯化铁反应阳性，ＥＳＩＭＳｍ／ｚ：２８７［Ｍ＋Ｈ］＋，根

据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及 ＤＥＰＴ谱（６００ＭＨｚ，ＤＭ

ＳＯｄ６）推测其分子式为 Ｃ１５Ｈ１０Ｏ６，为黄酮类化合

物。１ＨＮＭＲ：６．６６（１Ｈ，ｓ，Ｈ３）６．１８（ｄ，Ｊ＝２．４

Ｈｚ，Ｈ６），６．４３（ｄ，Ｊ＝２．４Ｈｚ，Ｈ８），７．３９（１Ｈ，

ｄ，Ｊ＝８．４Ｈｚ，Ｈ２′），６．８８（１Ｈ，ｄ，Ｊ＝８．４Ｈｚ，

Ｈ５′），７．４１（１Ｈｄｄ，Ｊ＝８．４，２．４Ｈｚ，Ｈ６′）；
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７．６（Ｃ２），１０４．０（Ｃ３）１８２．０（Ｃ４），

１６４．２ （Ｃ５），９９．２ （Ｃ６），１６４．５ （Ｃ７），９４．２
（Ｃ８），１６１．８（Ｃ９），１０３．２（Ｃ１０），１２１．９（Ｃ１′），

１１３．７（Ｃ２′），１４６．１（Ｃ３′），１５０．０（Ｃ４′），１１６．４
（Ｃ５′），１１９．３（Ｃ６′）。以上数据与文献［１］比对，确

定该化合物为木犀草素（ｌｕｔｅｏｌｉｎ）。

２．２．８　化合物８　黄色粉末，ｍ．ｐ．３５２～３５４℃，三

氯化铁反应阳性，ＥＳＩＭＳｍ／ｚ：２７１［Ｍ＋Ｈ］＋，根

据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 及 ＤＥＰＴ 谱（ＤＭＳＯｄ６，６００

ＭＨｚ）推测其分子式为 Ｃ１５Ｈ１０Ｏ５，为黄酮类化合

物。１ＨＮＭＲ：６．７２（１Ｈ，ｓ，Ｈ３），６．１８（ｄ，Ｊ＝２．４

Ｈｚ，Ｈ６），６．４６（ｄ，Ｊ＝２．４Ｈｚ，Ｈ８），７．８８（１Ｈ，

ｄ，Ｊ＝９．０Ｈｚ，Ｈ２′），６．９１（１Ｈ，ｄ，Ｊ＝９．０Ｈｚ，

Ｈ３′），６．９１（１Ｈ，ｄ，Ｊ＝９．０Ｈｚ，Ｈ５′），７．８９
（１Ｈ，ｄ，Ｊ＝９．０ Ｈｚ，Ｈ６′）；１３ＣＮＭＲ：１６５．７
（Ｃ２），１０４．７（Ｃ３），１８３．５（Ｃ４），１６２．８（Ｃ５），

１００．５ （Ｃ６），１６５．５ （Ｃ７），９５．７ （Ｃ８），１６３．０
（Ｃ９），１０５．５（Ｃ１０），１２３．１（Ｃ１′），１３０．２（Ｃ２′），

１１７．６（Ｃ３′），１５９．２（Ｃ４′），１１７．６（Ｃ５′），１３０．２
（Ｃ６′）。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３］比对，确定该化合物为

芹菜素（ａｐｉｇｉｎｉｎ）。

２．２．９　化合物９　黄色粉末，ｍ．ｐ．３０７～３０９℃，

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１７［Ｍ＋Ｈ］＋，３１５［Ｍ－Ｈ］－，根

据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 及 ＤＥＰＴ 谱（ＤＭＳＯｄ６，６００

ＭＨｚ）推测其分子式为 Ｃ１６Ｈ１２Ｏ７。１ＨＮＭＲ：１２．４２
（１Ｈ，ｓ，５ＯＨ），９．６３（１Ｈ，ｓ，３ＯＨ），６．１８（１Ｈ，

ｄ，Ｊ＝２．０Ｈｚ，Ｈ６），６．４７（１Ｈ，ｄ，Ｊ＝２．０Ｈｚ，

Ｈ８），７．７４ （１Ｈ，ｄ，Ｊ＝２．０ Ｈｚ，Ｈ２′），６．９３
（１Ｈ，ｄ，Ｊ＝８．５Ｈｚ，Ｈ５′），７．６８（１Ｈ，ｄ，Ｊ＝９

Ｈｚ，Ｈ６′），９．５３（１Ｈ，ｓ，４′ＯＨ），３．８０（３Ｈ，ｓ，

３′Ｏ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１４３．７ （Ｃ２），１３５．７ （Ｃ３），

１７５．８（Ｃ４），１６０．６ （Ｃ５），９８．２ （Ｃ６），１６３．９
（Ｃ７），９３．５（Ｃ８），１５６．１（Ｃ９），１０３．０（Ｃ１０），

１２２．０（Ｃ１′），１１１．９（Ｃ２′），１４６．６（Ｃ３′），１４８．８
（Ｃ４′），１１５．５ （Ｃ５′），１２１．７ （Ｃ６′），５５．８
（ＯＣＨ３）。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４］比对，确定该化合物

为异鼠李素（ｉｓｏｒｈａｍｎｅｔ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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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０　化合物１０　淡黄色针晶，ｍ．ｐ．２９３～
２９５℃，盐酸镁粉反应阳性，ＡｌＣｌ３试剂显黄绿色荧

光，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３１［Ｍ＋Ｈ］＋，３２９［Ｍ－Ｈ］－，

根据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及ＤＥＰＴ谱（ＤＭＳＯｄ６，６００

ＭＨｚ）推测其分子式为 Ｃ１７Ｈ１４Ｏ７。１ＨＮＭＲ：１２．９６
（１Ｈ，ｓ，５ＯＨ），６．９９（１Ｈ，ｓ，３ＯＨ），６．１９（１Ｈ，

ｄ，Ｊ＝２．１Ｈｚ，Ｈ６），６．５５（１Ｈ，ｄ，Ｊ＝２．１Ｈｚ，

Ｈ８），７．３２（１Ｈ，ｓ，Ｈ２′），７．３２（１Ｈ，ｓ，Ｈ６′），

３．８７（６Ｈ，ｓ，３′Ｏ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１６３．７（Ｃ２），

１０３．８ （Ｃ３），１８１．８ （Ｃ４），１５７．４ （Ｃ５），９８．８
（Ｃ６），１６４．２（Ｃ７），９４．２（Ｃ８），１６１．４（Ｃ９），

１２０．４（Ｃ１０），１３９．８（Ｃ１′），１０４．４（Ｃ２′），１４８．２
（Ｃ３′），１６４．２ （Ｃ４′），１４８．２ （Ｃ５′），１０３．６
（Ｃ６′），５６．４（ＯＣＨ３），５６．４（ＯＣＨ３）。以上数据与

文献［１５］比对，确定该化合物为小麦黄素（ｔｒｉｃｉｎ）。

　　化合物１～１０的结构式见图１。

图１　化合物１～１０的结构式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１１０

３　讨　论

　　蓝萼香茶菜为唇形科香茶菜属植物，具有抗炎、

抗病毒、抗肿瘤等多种药理作用。贝壳杉二萜类化

合物是其所含有的主要抗肿瘤活性成分。我们在前

期研究工作中分离鉴定了５个具有抗肿瘤活性的二

萜类化合物［７］。近年研究还发现，蓝萼香茶菜中的

黄酮醇类成分对经典途径的补体激活具有不同程度

的抑制作用［１６］。因此对其非二萜化学成分和生物活

性等都值得深入研究。本实验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其非二萜类成分进行分离鉴定，共分得１０
个单体化合物，其中小麦黄素和异鼠李素为首次从本

植物中分离得到。目前相关活性测试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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