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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蔓荆子为常用中药，来源于马鞭草科植物单叶蔓荆Ｖｉ

ｔｅｘｔｒｉｆｏｌｉａ Ｌｖａｒ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Ｃｈａｍ 或蔓荆Ｖｔｒｉｆｏｌｉａ

Ｌ的干燥成熟果实，具有疏散风热、清利头目的作用。临床

上用于治疗风热感冒头痛，齿龈肿痛，头晕目眩等症，特别是

在治疗以头痛为主的多种疼痛方面疗效显著。现代研究表

明蔓荆子含有挥发油、黄酮和萜类等化学成分，具有解热、镇

痛、抗炎和抗过敏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欧美国家用其同属

植物穗花牡荆ＶｉｔｅｘａｇｎｕｓｃａｓｔｕｓＬ治疗经前期综合征，效

果显著。穗花牡荆在我国没有分布。我们对单叶蔓荆果实

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以期寻找新的具有抗经前期综合征

的药物资源，为蔓荆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材料　ＹＲＴ３熔点仪（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厂），温度未

校正；日立２７５５０型红外分析仪；ＶａｒｉａｎＭＡＴ２１２型质谱

仪；ＢＲＵＫ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核磁共振仪（内标为 ＴＭＳ）；蔓荆

子药材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购于江西新建，经作者鉴定为马鞭草科

单叶蔓荆Ｖｉｔｅｘｔｒｉｆｏｌｉａ Ｌｖａｒ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Ｃｈａｍ 的果

实。

１２　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　取蔓荆子药材干燥粗粉７１０

ｋｇ，用等体积６０％乙醇浸泡过夜，６０％乙醇渗漉至近无色及

黄酮类检定反应呈阴性，减压回收溶剂得浓缩液。再依次以

二氯甲烷、乙酸乙酯、水饱和正丁醇萃取，分别减压浓缩得相

应部位。将二氯甲烷部位和乙酸乙酯部位经反复硅胶柱色

谱，以不同比例的石油醚乙酸乙酯、氯仿甲醇洗脱，并以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反复纯化，从二氯甲烷部位得到化合物１～

６，乙酸乙酯部位得到化合物７～９。正丁醇部位经反复硅胶

柱色谱，洗脱溶剂选择不同比例的乙酸乙酯甲醇及氯仿甲

醇，并以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纯化，得到化合物１０～１３。

２　化合物结构鉴定结果

２１　化合物１　白色粉末（ＣＨＣｌ３），ｍｐ１２０～１２２℃。ＥＩ

ＭＳ（ｍ／ｚ）：３６２（Ｍ＋），３０３［（ＭＣＨ３ＣＯＯＨ）＋１］＋，１６５，１５０，

１３５，９５，８１。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δ：２０５（１Ｈ，ｓ，２’Ｈ），０９４

（６Ｈ，１７Ｈ，１８Ｈ），１００（３Ｈ，１９Ｈ），７３４（１Ｈ，ｓ，１５Ｈ），

７２２（１Ｈ，ｓ，１６Ｈ），６２８（１Ｈ，ｓ，１４Ｈ），５３９（１Ｈ，ｓ，６ａＨ），

２５２（２Ｈ，ｍ，１２Ｈ），１６５（３Ｈ，ｍ，２ａＨ，５Ｈ，７ａＨ），１４７

（３Ｈ，ｍ，１Ｈ，２ｂＨ）。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δ：３３６４（１Ｃ），１８６８
（２Ｃ），４３６９（３Ｃ），３３９５（４Ｃ），４７５２（５Ｃ），７０３０（６Ｃ），

３６１２（７Ｃ），３１８４（８Ｃ），７６９５（９Ｃ），４３７１（１０Ｃ），３４７９
（１１Ｃ），２１５０（１２Ｃ），１２５４５（１３Ｃ），１１０８２（１４Ｃ），１４２９５
（１５Ｃ），１３８５３（１６Ｃ），１６１１（１７Ｃ），３３６１（１８Ｃ），２３７２
（１９Ｃ），１９０２（２０Ｃ），１７０５５（１’Ｃ），２１９４（２’Ｃ）。以上波

谱数据与文献［１］报道一致，鉴定为蔓荆呋喃。

２２　化合物２　黄色结晶（ＭｅＯＨ），ｍｐ１８９～１９０℃，盐酸
镁粉反应阳性。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７４（Ｍ＋）。１ＨＮＭＲ（ＤＭ

ＳＯ）δ：３７５，３８２，３８８，３９３（１２Ｈ，ｓ，ＯＣＨ３×４），６８２（１Ｈ，

ｓ，８Ｈ），７１（１Ｈ，ｄ，Ｊ＝９Ｈｚ，５’Ｈ），７５６（１Ｈ，ｓ，２’Ｈ），

７５９（１Ｈ，ｓ，６’Ｈ）。１３ＣＮＭＲδ：１３７９１（２Ｃ），１３１５９（３Ｃ），

１７８１４（４Ｃ），１５１６３（５Ｃ），１５５４８（６Ｃ），１５８５６（７Ｃ），

９１１４（８Ｃ），１５０２２（９Ｃ），１０５５３（１０Ｃ），１１５０６（１’Ｃ），

１２２２１（２’Ｃ），１４６３１（３’Ｃ），１５１５７（４’Ｃ），１１１８３（５’Ｃ），

１２０２６（６’Ｃ），５９８８（Ｃ７ＯＣＨ３），５９５６（Ｃ６ＯＣＨ３），５６３１

（Ｃ５ＯＣＨ３），５５５８（Ｃ４，ＯＣＨ３）。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２］报

道一致，鉴定为紫花牡荆素。

２３　化合物３　黄色结晶（ＭｅＯＨ），ｍｐ１６２～１６３℃，盐酸
镁粉反应阳性。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８８（Ｍ＋）。１ＨＮＭＲ（ＤＭ

ＳＯ）δ：３８５～３８５（１５Ｈ，ｍ，ＯＣＨ３×５），６９（１Ｈ，Ｓ，８Ｈ），

７１５（１Ｈ，ｄ，Ｊ＝８０Ｈｚ，５’Ｈ），７７１（１Ｈ，ｄｄ，Ｊ＝９Ｈｚ，

２Ｈｚ，６’Ｈ），７６６（１Ｈ，Ｊ＝２Ｈｚ，ｄ，２’Ｈ）。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

δ：１３７９６（２Ｃ），１３１６２（３Ｃ），１７８１２（４Ｃ），１５１６４（５Ｃ），

１５５２９（６Ｃ），１５８５８（７Ｃ），９１３３（８Ｃ），１５１３１（９Ｃ），

１０５５５（１０Ｃ），１１１５９（１’Ｃ），１２２０５（２’Ｃ），１４８４５（３’Ｃ），

１５１５２（４’Ｃ），１１１４８（５’Ｃ），１２１９３（Ｃ），５９８８（Ｃ７

ＯＣＨ３），５９６０（Ｃ６ＯＣＨ３），５６３５（Ｃ３ＯＣＨ３），５５６６（Ｃ４’

ＯＣＨ３），５５５８（Ｃ３’ＯＣＨ３）。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３］报道一

致，鉴定为蒿亭。

２４　化合物４　白色针晶（ＣＨＣｌ３），ｍｐ１４０～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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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ｎ反应阳性。ＥＩＭＳ（ｍ／ｚ）：３９６，３２９，３０１，２７３。１

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δ：５３４（１Ｈ，ｄｄ，６Ｈ），３５１（１Ｈ，ｍ，Ｃ３Ｈ ），

０６８（３Ｈ，Ｃ１８ＣＨ２），１００（３Ｈ，Ｃ１９ＣＨ３），０９５（３Ｈ，２１

ＣＨ３），０８５（３Ｈ，２６ＣＨ３），０８０（３Ｈ，２７ＣＨ３），０８５（３Ｈ，２９

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δ：３７２（１Ｃ），３１６（２Ｃ），７１７（３

Ｃ），４２２（４Ｃ），１４０７（５Ｃ），１２１６（６Ｃ），３１９（７Ｃ），３１９（８

Ｃ），５０１（９Ｃ），３６５（１０Ｃ），２１１（１１Ｃ），３９８（１２Ｃ），４２２
（１３Ｃ），５６７（１４Ｃ），２４３（１５Ｃ），２８２（１６Ｃ），５６１（１７Ｃ），

１１９（１８Ｃ），１９４（１９Ｃ），３６１（２０Ｃ），１９０（２１Ｃ），３３９
（２２Ｃ），２９１（２３Ｃ），５０１（２４Ｃ），２６１（２５Ｃ），１８８（２６Ｃ），

１９８（２７Ｃ），２３０（２８Ｃ），１１８（２９Ｃ）。以上波谱数据与文

献［４］报道一致，根据以上化学性质及波谱数据，鉴定为β谷

甾醇。

２５　化合物５　白色针晶（ＣＨＣｌ３），ｍｐ１６０～１６２℃，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ｎ反应阳性。１Ｈ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δ：５３５（１Ｈ，ｍ，６

Ｈ），５３０（１Ｈ，ｍ，２２Ｈ），５０４（１Ｈ，ｍ，２３Ｈ），３５２（１Ｈ，ｍ，

３Ｈ），０７～２３（ｍ，ＣＨ，ＣＨ２），１０２（３Ｈ，ｄ，２１ＣＨ３），０９７
（３Ｈ，ｓ，１９ＣＨ３），０８５（６Ｈ，ｄ，２６ＣＨ３，２７ＣＨ３），０８２（３Ｈ，

２９ＣＨ３），０７０（３Ｈ，ｓ，１８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δ：３７２７
（１Ｃ），３１６９（２Ｃ），７１８２（３Ｃ），４２３３（２Ｃ），１４０７７（５Ｃ），

１２１７１（６Ｃ），３１８８（７Ｃ），３１９２（８Ｃ），５０１６（９Ｃ），３６１５
（１０Ｃ），２１０９（１１Ｃ），３９７０（１２Ｃ），４２３３（１３Ｃ），５６８８（１４

Ｃ），２４３０（１５Ｃ），２８２４（１６Ｃ），５６７９（１７Ｃ），１２２４（１８Ｃ），

１９８１（１９Ｃ），３９７９（２０Ｃ），２１０９（２１Ｃ），１３８３０（２２Ｃ），

１２９３０（２３Ｃ），５１２４（２４Ｃ），３１９２（２５Ｃ），１９４０（２６Ｃ），

２１０９（２７Ｃ），２５４０（２８Ｃ），１１８６（２９Ｃ）。与豆甾醇标准品

混熔熔点不下降，两者的ＴＬＣＲｆ值及ＩＲ相同。根据以上化

学性质及波谱数据，鉴定为豆甾醇。

２６　化合物６　白色针晶（ＭｅＯＨ），ｍｐ１７８～１８０℃。ＥＳＩ

ＭＳ（ｍ／ｚ）：４２８（Ｍ＋ ）。１ ＨＮＭＲδｍ（ＣＤＣｌ３）：０６８～１００

（１８Ｈ，６×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δ：３７３７（１Ｃ），３６９９（２

Ｃ），２０９０５（３Ｃ），４６６２（４Ｃ），５３５０（５Ｃ），３９９６（６Ｃ），

２１１１８（７Ｃ），３８０３（８Ｃ），５６０３（９Ｃ），４１２４（１０Ｃ），２１６８
（１１Ｃ），３８１１（１２Ｃ），４３０１（１３Ｃ），５７５２（１４Ｃ），２４００（１５

Ｃ），２８０４（１６Ｃ），５６６２（１７Ｃ），１２５５（１８Ｃ），１２０１（１９Ｃ），

３６０４（２０Ｃ），１８６９（２１Ｃ），３３８４（２２Ｃ），２６０８（２３Ｃ），

４５８１（２４Ｃ），１９８０（２６Ｃ），１９０２（２７Ｃ），２３０７（２８Ｃ），

１１９６（２９Ｃ）。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５］报道一致，鉴定为豆

甾３，７二酮（５αｓｔｉｇｍａｎｓｔａｎ３，６ｄｉｏｎｅ）。

２７　化合物７　白色粒晶（ＭｅＯＨ），ｍｐ６９～７０℃。ＥＳＩ

ＭＳ（ｍ／ｚ）：２８４（Ｍ＋），２５５。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δ：０８８（３Ｈ，ｔ，

Ｊ＝７０Ｈｚ，１８Ｈ），１２８（２８Ｈ，ｍ，４Ｈ～１７Ｈ），１６３（２Ｈ，３

Ｈ），２３５（２Ｈ，Ｊ＝７５Ｈｚ，２Ｈ）。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δ：１４１０
（１８Ｃ），１７９７２（１ＣＯＯＨ），３３３９（２Ｃ），３１９２（３Ｃ），

２２６９～２９６９（４Ｃ～１７Ｃ）。与硬脂酸标准品混熔熔点不下

降，两者的ＴＬＣ的Ｒｆ值及ＩＲ相同。根据以上化学性质及波

谱数据，鉴定为硬脂酸。

２８　化合物８　无色粒晶，ｍｐ１８８～１９０℃（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

ｔｈｅｒＥｔ２Ｏ）。ＥＳＩＭＳ（ｍ／ｚ）：１３８（Ｍ＋）。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δ：

７８２（２Ｈ，ｍ，Ｃ２Ｈ，６Ｈ），６８５（２Ｈ，ｍ，３Ｈ，５Ｈ）。１３ＣＮＭＲ

δ：１６７１４（ＣＯＯＨ），１２１４６（１Ｃ），１６１５７（４Ｃ），１３１４９（２

Ｃ，６Ｃ），１１５１２（３Ｃ，５Ｃ）。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２］报道一

致，鉴定为对羟基苯甲酸。

２９　化合物９　无色结晶，ｍｐ１８８～１９２℃。ＥＳＩＭＳ（ｍ／

ｚ）：１６８（Ｍ＋）。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δ：３８７（３Ｈ，ｓ，３ＯＣＨ３），

６８８（１Ｈ，ｄ，Ｊ＝８Ｈｚ，５Ｈ），７５５（２Ｈ，２Ｈ，６Ｈ）。１３ＣＮＭＲ
（ＤＭＳＯ）δ：１７００５（ＣＯＯＨ），１２３２５（１Ｃ），１１４０５（２Ｃ），

１５２６８（３Ｃ），１４８７０（４Ｃ），１１５８８（５Ｃ），１２５３０（６Ｃ）。以

上波谱数据与文献［６］报道一致，鉴定为３甲氧基４羟基苯

甲酸，即香草酸。

２１０　化合物１０　黄色粉末，ｍｐ３２７℃，盐酸镁粉反应阳

性。ＥＳＩＭＳ（ｍ／ｚ）：２８６（Ｍ＋）。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δ：１２９６（５

ＯＨ），７４２（１Ｈ，ｄｄ，Ｊ＝９Ｈｚ，２Ｈｚ，６’Ｈ），７４０（１Ｈ，ｄ，Ｊ＝

２Ｈｚ，２’Ｈ），６９０（１Ｈ，ｄ，Ｊ＝８Ｈｚ，５’Ｈ），６６６（１Ｈ，ｓ，３

Ｈ），６４４（１Ｈ，ｄ，Ｊ＝２Ｈｚ，８Ｈ），６１８（１Ｈ，ｄ，Ｊ＝２Ｈｚ，６

Ｈ）。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δ：１６３８６（２Ｃ），１０２８４（３Ｃ），１８１６１
（４Ｃ），１６１４５（５Ｃ），１１８９４（６Ｃ），１６４１０（７Ｃ），９３８０（８

Ｃ），１５７２５（９Ｃ），１６４１０（７Ｃ），１０３６６（７Ｃ），１２１４８（１’

Ｃ），１１１３４（２’Ｃ），１４５７０（３’Ｃ），１４９６（４’Ｃ），１１５９８（５’

Ｃ），１１８９４（６’Ｃ）。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７］报道一致，鉴定

为木犀草素。

２１１　化合物１１　无色方晶，ｍｐ１９９～２０１０℃（ＣＨＣｌ３

Ｍｅ２ＣＯ）。ＥＳＩＭＳ（ｍ／ｚ）：１５４（Ｍ＋）。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δ：

６７９（１Ｈ，ｄ，Ｊ＝８２Ｈｚ，４Ｈ），７４１（１Ｈ，ｄ，Ｊ＝１９Ｈｚ，２

Ｈ），７０３（１Ｈ，ｄｄ，Ｊ＝１９ Ｈｚ，８２ Ｈｚ，５Ｈ）。１３ＣＮＭＲδ：

１７１５３（ＣＯＯＨ），１２４７０（１Ｃ），１１８０５（２Ｃ），１４６１９（３Ｃ），

１５１３５（４Ｃ），１１５９８（５Ｃ），１２４０４（６Ｃ）。以上波谱数据与

文献［６］报道一致，鉴定为３，４二羟基苯甲酸。

２１２　化合物１２　白色粉末，ｍｐ１４９～１５１℃。ＥＳＩＭＳ

（ｍ／ｚ）：４６６（Ｍ＋）。１ＨＮＭＲδ（ＣＤ３ＯＤ）：６３４（１Ｈ，ｄｄ，Ｊ＝６

Ｈｚ，１Ｈｚ，３Ｈ），５１７（１Ｈ，ｄ，Ｊ＝７Ｈｚ，４Ｈ），５２２（１Ｈ，ｄ，

Ｊ＝３Ｈｚ，１Ｈ），２７０（１Ｈ，５Ｈ），４６０（１Ｈ，ｄ，Ｊ＝２Ｈｚ，６

Ｈ），２９９（１Ｈ，９Ｈ），３２４（１Ｈ，２’Ｈ），３２７３２９（１Ｈ，ｍ，５’

Ｈ），３３１（１Ｈ，４’Ｈ），３３７（１Ｈ，３’Ｈ），３６５（１Ｈ，ｍ，６Ｈ），

３８５（１Ｈ，６Ｈ），４４７（１Ｈ，６Ｈ），４６９（１Ｈ，１’Ｈ），４９１

（１Ｈ，１０Ｈ），４９９（１Ｈ，ｄ，Ｊ＝７０Ｈｚ，１Ｈ），５１０（１Ｈ，１０

Ｈ），５１２（１Ｈ，ｍ，４Ｈ），５８２５８３（１Ｈ，ｍ，７Ｈ），６３４（１Ｈ，

ｄｄ，Ｊ＝６０Ｈｚ，１０，３Ｈ），６８３６８５（２Ｈ，ｍ，３”Ｈ，，５”Ｈ），

７９０７９３（２Ｈ，ｍ，２”Ｈ，６”Ｈ）。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３ＯＤ）δ：９８１０
（１Ｃ），１４１７２（３Ｃ），１０５６０（４Ｃ），４６３１（５Ｃ），８２９２（６Ｃ），

１３２６４（７Ｃ），１４２９０（８Ｃ），４８６９（９Ｃ），６３。６３（１０Ｃ），

１００３７（１’Ｃ），７４９５（２’Ｃ），７８０４（３’Ｃ），７１６９（４’Ｃ），

７８２６（５’Ｃ），６２８５（６’Ｃ），１２２２４（１”Ｃ），１３２６９（２”Ｃ，６”

Ｃ），１１６２８（３”Ｃ，５”Ｃ），１６３６５（４”Ｃ），１６７８９（７”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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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波谱数据与文献［８］报道一致，鉴定为穗花牡荆苷。

２１３　化合物１３　黄色粉末（ＭｅＯＨ），ｍｐ１７２℃（分解）。

盐酸镁粉反应阳性。ＥＳＩＭＳ（ｍ／ｚ）：２８６（Ｍ＋）。ＵＶλｍａｘ
（ＭｅＯＨ）：２５６，２７３（ｓｈ）３５０；ＮａＯＭｅ ：２８９，３２５（ｓｈ），３８４
（ｓｈ）；１ＨＮＭＲ（Ｃ５Ｄ５Ｎ）δ：６７２（２Ｈ，６，８Ｈ），６９０（１Ｈ，ｓ，３

Ｈ），７１７（１Ｈ，ｄ，Ｊ＝８Ｈｚ，３’Ｈ），７５３（１Ｈ，ｄｄ，Ｊ＝８Ｈｚ，２，

４’Ｈ），７５６（１Ｈ，ｓ，３Ｈ），７８９（１Ｈ，ｄ，Ｊ＝２Ｈｚ，６’Ｈ）。
１３ＣＮＭＲ（Ｃ５Ｄ５Ｎ）δ：１６２８２（２Ｃ），１０３６４（３Ｃ），１８２３９（４

Ｃ），１６４４９（５Ｃ），９９５６（６Ｃ），１６５４０（７Ｃ），９４５６（８Ｃ），

１５８１６（９Ｃ），１０４６７（１０Ｃ），１２２６２（１’Ｃ），１５１２７（２’Ｃ），

１１６４９（３’Ｃ），１１９１８（４’Ｃ），１４７３９（５’Ｃ），１１４２８（６’Ｃ）。

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９］报道一致，鉴定为５，７，２’，５’四羟基

黄酮。

３　讨　论

　　现有研究表明，蔓荆子中含有较多的黄酮类、二萜类及

挥发油类成分，前两者因被认为是蔓荆子镇痛、抗炎的活性

成分而受到关注。我们从中分离获得成分也主要为以上成

分。由于部分成分含量较低，投料较少，采用常规方法分离

微量成分困难，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尝试改进。对获得的适宜

进行药理研究的化学成分，进行药理效应研究，对于最终阐

明蔓荆子镇痛、抗炎的物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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