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蒺藜中一个新的有机酸成分的分离与鉴定

陈海生3 , 陈前进, 宣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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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蒺藜的水溶性成分。方法: 采用 80% 乙醇提取、硅胶柱层析 (用不同比例二氯甲烷∶甲醇混合溶剂洗脱)

分离和光谱分析鉴定化合物结构。结果和结论: 从蒺藜中分离出 1 种微量水溶性成分, 经UV、IR、1HNM R、13CNM R、D EPT、

2D 2NM R、M S 等光谱分析鉴定为新的有机酸, 分子式为C 4H 6N 4O 3, 相对分子质量为 158, 命名为蒺藜酸 (terrestric acid, 62氨基

242羰基21, 2, 3, 42四氢21, 3, 52三唑222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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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organ ic ac id from Tribu lus ter res tr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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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 igate the w ater so lub le chem ical const ituen t from T ribu lus terrestris L. . M ethods: T he

raw m ateria l w as ex tracted by 80% ethano l and the compound w as iso lated by m eans of ch rom atography on silica gel co lum n.

T he structu re of compound w as elucidated by spectral analysis (UV , IR , 1HNM R , 13CNM R , D EPT , 2D 2NM R ,M 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A w ater so lub le const ituen t has been iso lated from T ribu lus terrestris L. . Based on the spectro scop ic data, it is

iden tified as a new o rgan ic acid nam ed terrestric acid (62am ino242oxo21, 2, 3, 42tetrahydro21, 3, 52t riazine222carboxyl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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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蒺藜 (T ribu lus terrestris L. ) 为一传统中药, 具

有散风、明目、下气和行血之功效。近年来的研究证

明, 该药材所含的皂苷部分具有明显的心血管活

性[ 1～ 4 ]、抗微生物和细胞毒作用[ 5 ]。我们曾对该植物

中的生物碱、皂苷和多糖等成分进行了研究[ 6～ 10 ],

本文报告该植物中一个水溶性成分的分离与鉴定。

1　材料和方法

1. 1　药材、仪器及试剂　蒺藜采自河南省安阳地

区, 经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生药学教研室郑汉臣教

授鉴定为蒺藜科植物蒺藜 (T ribu lus terrestris L. )。

B ruker A C2300 型磁共振仪; JM S2D 300 型质谱仪;

UV 23000 紫外光谱仪; 日立 270250P 红外光谱仪;

层析用硅胶 (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

1. 2　提取、分离和成分鉴定　蒺藜全草 5 kg, 切碎,

用 8 倍量体积的 80% 乙醇热提取 3 次, 每次回流 1

h, 醇提取液减压浓缩至无醇得浓缩液。浓缩液分别再

用石油醚、乙酸乙酯和正丁醇各 800 m l 萃取 3 次, 正

丁醇萃取部分减压回收溶剂后得正丁醇萃取物。将该

提取物上硅胶柱进行层析分离, 用不同比例的二氯甲

烷∶甲醇 (10～ 1∶1) 梯度洗脱, 二氯甲烷∶甲醇

(1∶1)洗脱部分回收溶剂后, 再进行硅胶柱层析分离

纯化得一微量结晶 10 m g (化合物 T 21)。采用UV、

IR、1HNM R、13CNM R、D EPT、2D 2NM R、M S 等光

谱分析方法鉴定化合物 T 21 的化学结构。

2　结果和讨论

化合物 T 21 为无色针状结晶 (甲醇)。E I2M S

(m öz) 上显示分子离子峰为 158, 结合 1HNM R、
13CNM R 和D EPT 分析, 确定分子式为C 4H 6N 4O 3。

UV Κm ax (M eOH , nm ) : 225 (主峰, 说明有一共轭双

键结构) , 280 (弱峰) ; IR (KB r 片, cm - 1 ) : 3 450,

3 350 (N H ) , 3 200 (缔和OH ) , 3 075 (不饱和 H ) ,

1 720 (COOH ) , 1 660 (CO 2N H 2) , 1 540, 1 180;
1HNM R (DM SO 2d6, ∆) : 5. 23 (H , d, J = 7. 1 H z, 12

H , = CH 2) , 5. 77 (2H , s, 2N H 2) , 6. 87 (H , d, J = 7. 1

H z, 62H , 2N H 2) , 8. 01 (H , s, CON H 2) , 10. 51 (H , s,

COOH ) ; 13 CNM R (DM SO 2d6, ∆) : 62. 43 (C1 ) ,

156. 74 (C5) , 157. 38 (C7)和 175. 62 (C3) ; D EPT 证

明 ∆62. 43 为 1 个叔碳 (= CH 2) , 而 ∆156. 74、15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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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75. 62 为 3 个季碳。根据1H 21HCO SY 证明 12H
与 62H 相关, 又根据 COLOC 远程相关谱证明: 12
H、22H , 62H、72H 与 ∆157. 38 (C7) 和 ∆62. 43 (C 1) 相

关, 12H、22H 与 ∆175. 62 (C3) 相关。E I2M S (m öz) :

158 (M
+
. ) , 114 (M 2CO 2 ) , 113 (M 2COOH ) , 130 (M 2

CO ) , 87 (基峰, 1302CO 2)。综合以上光谱数据分析,

确定化合物 T 21 的化学结构如图 1, 该化合物为 1

个新化合物, 命名为蒺藜酸 ( terrest ric acid, 62氨基2
42羰基21, 2, 3, 42四氢21, 3, 52三唑222甲酸)。这种结

构类型为该植物中首次发现, 该化合物的生物活性

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 1　蒺藜酸的化学结构

F ig 1　Chem ica l structure of terrestr ic ac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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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总有效率 (显效+ 有效)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5)。治疗

组止泻、止吐、退热、脱水纠正时间分别为 (3. 814±0. 161)、

( 2. 793±0. 319)、(1. 593±0. 112)、(3. 032±0. 119) d, 而对

照组分别为 (4. 984±0. 380)、(3. 951±0. 350)、(2. 604±

0. 316)、(3. 954±0. 255) d, 治疗组各项时间比对照组明显缩

短 (P < 0. 01)。治疗 72 h 无效的病例治疗组 8 例, 对照组 15

例, 加用其他方法或延长治疗时间至 6 d 后均获治愈。口服免

疫球蛋白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1 个月后随访, 治疗组无 1 例

复发, 对照组 4 例复发。

3　讨　论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环境卫生条件的改善, 在我国病

毒性肠炎的病死率已明显下降。但由于目前尚缺乏特效的抗

轮状病毒疗法, 就本院所处的局部区域尤其是农村, 每年仍

有死亡于并发症如心肌炎、脑炎的病例。因此很有必要寻找

一种有效的抗轮状病毒的方法, 尽快纠正症状, 减少并发症

的发生, 避免死亡。有学者[2 ]对轮状病毒肠炎时机体的体液

免疫和局部免疫进行了研究, 认为 T 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在

轮状病毒肠炎的发病机制中起主要作用, 其机制是 CD 4 中

的辅助 T 细胞可分泌某些细胞因子, 调节肠道免疫型球蛋白

的产生, 阻止疾病发展, 促进疾病恢复。而在轮状病毒感染肠

炎急性期血液中 T 细胞亚群CD 3 及 CD 4 细胞减少, 细胞免

疫受到抑制, 免疫反应低下。有研究表明[3 ], 人血清免疫球蛋

白制剂对 1～ 4 型人轮状病毒中和抗体滴度分别高达 1∶

800、1∶1 600、1∶3 200、1∶1 600。本组病例应用的猪免疫

球蛋白口服液是由猪血清提取的含有轮状病毒特异性中和

抗体的复合免疫球蛋白, 主要成分为 IgA、IgG, 其中 IgA、

IgM 可获分泌片段, 不被消化酶破坏。观察到口服免疫球蛋

白可使患儿临床症状消失加速, 止泻较快, 住院天数缩短, 治

疗中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 并且随访 1 个月未发现轮状病毒

二次感染病例。效果显著, 值得推荐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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