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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莓乙酸乙酯萃取物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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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蛇莓乙酸乙酯萃取物的化学成分。方法：以９５％ 乙醇回流提取，对提取液的乙酸乙酯萃取物采用正相

硅胶、反相硅胶、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柱色谱和高效液相色谱进行分离纯化，并根据理化性质和波谱数据鉴定化合物的化学结构。

结果：分离得到１３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蔷薇酸（１），ａｒｊｕｎｉｃａｃｉｄ（２），对羟基桂皮酸（３），芹菜素（４），山柰酚（５），２α羟基乌苏

酸（６），２α羟基齐墩果酸（７），委陵菜酸（８），刺梨苷（９），翻白叶苷 Ａ（１０），野蔷薇苷（１１），紫云英苷（１２）和异槲皮苷（１３）。结

论：化合物２～５、１０、１２均为首次从蛇莓属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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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莓始载于《别录》，为蔷薇科蛇莓属植物蛇莓
［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ａｉｎｄｉｃａＡｎｄｒ．Ｆｏｃｋｅ］的全草，别名鸡冠
果、地莓、三叶莓、蛇泡草、野杨梅、小草莓等，性味
甘、酸寒，有小毒，具有清热解毒、散瘀消肿、杀虫之
功效［１］。中医常用于多种癌症的治疗，药理研究显
示蛇莓具有显著的抗氧化和抗肿瘤等药理活性［２３］。
但是，蛇莓的药效物质基础并不清楚。因此，继续研
究蛇莓的化学成分，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具有抗肿瘤
活性的成分，对抗癌药物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本
课题组对蛇莓的乙酸乙酯萃取物的化学成分进行了

系统地研究，从中得到了８个黄酮类化合物［４］。本
文报道从蛇莓的乙酸乙酯萃取部分分离得到的１３
个化合物１～１３，结构式见图１。

１　材　料

１．１　仪器和试剂　ＳＧＷ Ｘ４显微熔点测定仪（温
度未校正，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ＱＴＯＦ
ｍｉｃｒｏ质谱仪（ＥＳＩＭＳ）和ＶａｒｉａｎＩＮＯＶＡ４００型核
磁共振仪（Ｂｒｕｃｋｅｒ公司）；Ｗａｔｅｒｓ公司１５２５ＨＰＬＣ
仪，２９９６ＰＤＡ检测器（ＵＶ）；层析用硅胶（２００～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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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烟台芝罘黄务硅胶开发试验厂）；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
２０（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公司）；反相硅胶 Ｃ１８（粒径５０μｍ，

Ｍｅｒｃｋ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上海胜德化工
有限公司）。

１．２　药材　蛇莓于２００５年５月采于江西赣州，经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生药学教研室郑汉臣教授鉴定

为蔷薇科蛇莓属植物蛇莓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ａｉｎｄｉｃａＡｎｄｒ．
Ｆｏｃｋｅ。

２　方法和结果

２．１　提取和分离、纯化　取蛇莓干燥药材（带根全
草）８ｋｇ粉碎，用９５％乙醇回流提取，减压浓缩后再
依次用等体积的石油醚、乙酸乙酯、水饱和正丁醇各
萃取３次，分别减压浓缩得到石油醚部分７０ｇ，乙酸
乙酯部分１００ｇ，正丁醇部分１２０ｇ。对乙酸乙酯部
分进行减压快速柱色谱，用氯仿甲醇（１０００→
３０１→１５１→９１→５１→３１→１１）梯度洗
脱，得到Ｆｒ１～５共５个流分。对Ｆｒ２部分进行减

压快速柱色谱，用石油醚乙酸乙酯（３１→２１→
１１→０１）梯度洗脱，得到４个流分。Ｆｒ２２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凝胶过滤，再经 ＨＰＬＣＣ１８制备色
谱，流动相为甲醇水（８５１５），得到化合物１（２２
ｍｇ）和化合物２（１５ｍｇ）。Ｆｒ２３通过流分Ｓｅｐｈａ
ｄｅｘＬＨ２０凝胶柱色谱，用甲醇洗脱，得化合物３（５０
ｍｇ）、４（６４ｍｇ）和５（１２ｍｇ）。Ｆｒ２４流分经过ＯＤＳ
快速反相柱色谱，得到化合物６（２６ｍｇ）。Ｆｒ３流分
经过减压快速柱色谱，用氯仿甲醇（２０１→１５１
→７１→４１→２１→１１）梯度洗脱，得到４个
流分。Ｆｒ３２和Ｆｒ３４流分分别经过硅胶柱色谱和

ＨＰＬＣＣ１８，得化合物７（３０ｍｇ），８（１５ｍｇ）和９（２１
ｍｇ）。Ｆｒ４流分经减压快速柱色谱，得到２个流分，
再分别经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凝胶色谱及 ＨＰＬＣ制备
分离，得到化合物１０（１８ｍｇ）和１１（５６ｍｇ）。Ｆｒ５
流分经减压快速柱色谱，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凝胶柱色
谱，ＨＰＬＣＣ１８制备分离，得到化合物１２（６ｍｇ）和

１３（１７ｍｇ）。化合物１～１３的结构图见图１。

图１　化合物１～１３的结构式

Ｆｉｇ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１１３

２．２　化合物的结构鉴定

２２１　化合物１的结构鉴定　白色粉末，ｍｐ
２６２～２６４℃，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应阳性，提示
化合物可能为三萜类化合物。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高场区可观察到７个甲基，其中１个甲基峰
裂分成二重峰，这是１９位取代的乌苏烯型的特征。
碳氢 核 磁 共 振 数 据 如 下：１ 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０７９（３Ｈ，ｓ），０８７（３Ｈ，ｓ），０９３（３Ｈ，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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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７２Ｈｚ），０９９（６Ｈ，ｓ），１１９（３Ｈ，ｓ），１３５（３

Ｈ，ｓ），２５０（１Ｈ，ｓ，１８Ｈ），２５８（１Ｈ，ｍ），３３１（１

Ｈ，ｏｖｅｒｌａｐ），３９３（１Ｈ，ｍ，２Ｈ），５２９（１Ｈ，ｂｒｓ，

１２Ｈ）。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４２５（Ｃ１），

６７２（Ｃ２），８０１（Ｃ３），４１３（Ｃ４），４９４（Ｃ５），２４７
（Ｃ６），３４１（Ｃ７），３９４（Ｃ８），４８２（Ｃ９），３９５（Ｃ

１０），２７３（Ｃ１１），１２９４（Ｃ１２），１４０１（Ｃ１３），４２８
（Ｃ１４），２９６（Ｃ１５），２６６（Ｃ１６），４８５（Ｃ１７），５５１
（Ｃ１８），７３６（Ｃ１９），４３１（Ｃ２０），１９３（Ｃ２１），３９０
（Ｃ２２），２９２（Ｃ２３），２２５（Ｃ２４），１７５（Ｃ２５），１６６
（Ｃ２６），２７１（Ｃ２７），１８２３（Ｃ２８），２４９（Ｃ２９），

１６９（Ｃ３０）。以上数据与文献［５］报道的基本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１为蔷薇酸。

２２２　化合物２的结构鉴定　白色粉末，ｍｐ

２８５～２８７℃，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应阳性，提示

化合物可能为三萜类化合物。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高场区可观察到７个甲基质子的信号，由于

都为单峰的甲基信号，推测是齐墩果烷型的母核。

碳氢 核 磁 共 振 数 据 如 下：１ 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１３０（３Ｈ，ｓ），１０１（３Ｈ，ｓ），１００（３Ｈ，

ｓ），０９６（３Ｈ，ｓ），０９３（３Ｈ，ｓ），０８１（３Ｈ，ｓ），０７７
（３Ｈ，ｓ）。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４８０（Ｃ

１），６９５（Ｃ２），８４６（Ｃ３），４０５（Ｃ４），５６８（Ｃ５），

１９７（Ｃ６），３４０（Ｃ７），４０８（Ｃ８），４９３（Ｃ９），３９４
（Ｃ１０），２４９（Ｃ１１），１２４７（Ｃ１２），１４４７（Ｃ１３），

４２７（Ｃ１４），２９５（Ｃ１５），２９４（Ｃ１６），４６７（Ｃ１７），

４５２（Ｃ１８），８２５（Ｃ１９），３６０（Ｃ２０），２８６（Ｃ２１），

３３９（Ｃ２２），２８７（Ｃ２３），１７４（Ｃ２４），１７０（Ｃ２５），

１７８（Ｃ２６），２５１（Ｃ２７），１８２３（Ｃ２８），２９３（Ｃ

２９），２５１（Ｃ３０）。以上数据与文献［６］报道基本一

致，故鉴定为化合物２为ａｒｊｕｎｉｃａｃｉｄ。

２２３　化合物３的结构鉴定　白色针状结晶（丙

酮），ｍｐ２１４～２１６℃。ＥＳＩＭＳ给出相对分子质量

为１６４，结合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 推测其分子式为

Ｃ９Ｈ８Ｏ３。碳氢核磁共振数据如下：１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ＣＤ３ＯＤ）：７６０（１Ｈ，ｄ，Ｊ＝１６２Ｈｚ，Ｈ７），

７４４（２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２，６），６８０（２Ｈ，ｄ，Ｊ＝

８４Ｈｚ，Ｈ３，５），６２８（１Ｈ，ｄ，Ｊ＝１６２Ｈｚ，Ｈ８）。
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 ＭＨｚ，ＣＤ３ＯＤ）：１２７３（Ｃ１），１３１１
（Ｃ２），１１６８（Ｃ３），１６１２（Ｃ４），１１６８（Ｃ５），１３１１
（Ｃ６），１４６６（Ｃ７），１１５７（Ｃ８）。以上数据与文

献［７］报道基本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３为对羟基桂皮

酸。

２２４　化合物４的结构鉴定　黄色粉末，ｍｐ

３３９～３４１℃。盐酸镁粉反应呈阳性，Ｍｏｌｉｓｈ反应呈

阴性，提示该化合物可能为黄酮苷元类的化合物。

碳氢 核 磁 共 振 数 据 如 下：１ 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

Ｃ５Ｄ５Ｎ）：１３７６（１Ｈ，ｓ，Ｈ５），７９１（２Ｈ，ｄ，Ｊ＝８４

Ｈｚ，Ｈ２′，６′），７２０（２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３′，５′），

６９０（１Ｈ，ｓ，Ｈ３），６８０（１Ｈ，ｄ，Ｊ＝１２Ｈｚ，Ｈ８），

６７３（１ Ｈ，ｄ，Ｊ＝１２ Ｈｚ，Ｈ６）。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

ＭＨｚ，Ｃ５Ｄ５Ｎ）δ：１６５９（Ｃ２），１０３９（Ｃ３），１８２８
（Ｃ４），１５８５（Ｃ５），１０００（Ｃ６），１６４５（Ｃ７），９４９
（Ｃ８），１６２７（Ｃ９），１０５０（Ｃ１０），１２２３（Ｃ１′），

１２８９（Ｃ２′），１１６９（Ｃ３′），１６３２（Ｃ４′），１１６９（Ｃ

５′），１２８９（Ｃ６′）。以上数据与文献［８］报道一致，故

鉴定化合物４为芹菜素。

２２５　化合物５的结构鉴定　黄色粉末，ｍｐ

２７８～２８１℃。盐酸镁粉反应呈阳性，Ｍｏｌｉｓｈ反应呈

阴性，提示该化合物可能为黄酮苷元类的化合物。

碳氢 核 磁 共 振 数 据 如 下：１ 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８０４（１Ｈ，ｄ，Ｊ＝７２Ｈｚ，Ｈ２′，６′），６８７
（１Ｈ，ｄ，Ｊ＝７２Ｈｚ，Ｈ３′，５′），６３６（１Ｈ，ｄ，Ｊ＝２４

Ｈｚ，Ｈ８），６１６（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６）。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δ：１５８２（Ｃ２），１３７１（Ｃ３），

１７７３（Ｃ４），１４８０（Ｃ５），９９３（Ｃ６），１６５５（Ｃ７），

９４５（Ｃ８），１６２５（Ｃ９），１０４５（Ｃ１０），１２３７（Ｃ

１′），１３０７（Ｃ２′），１１６３（Ｃ３′），１６０５（Ｃ４′），１１６３
（Ｃ５′），１３０７（Ｃ６′）。以上数据与文献［９］报道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５为山柰酚。

２２６　化合物６ 的结构鉴定　白色粉末，ｍｐ

２５８～２６０℃。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应阳性，提示

该化合物可能为三萜类或甾体类化合物。碳氢核磁

共振数据如下：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Ｈｚ，Ｃ５Ｄ５Ｎ）：０９２（３

Ｈ，ｄ，Ｊ＝６６Ｈｚ），０９６（３Ｈ，ｓ），１０３（３Ｈ，ｓ），

１０６（３Ｈ，ｓ），１１９（３Ｈ，ｓ），１２５（６Ｈ，ｓ），４０８（１

Ｈ，ｍ，Ｈ２），３３８（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３），５４５（１

Ｈ，ｓｌｉｋｅ，１２Ｈ）。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Ｈｚ，Ｃ５Ｄ５Ｎ）：４８０
（Ｃ１），６８６（Ｃ２），８３８（Ｃ３），３９８（Ｃ４），５５９（Ｃ

５），１８８（Ｃ６），３１１（Ｃ７），４００（Ｃ８），４８１（Ｃ９），

３８４（Ｃ１０），２３７（Ｃ１１），１２５６（Ｃ１２），１３９３（Ｃ

１３），４２５（Ｃ１４），２８７（Ｃ１５），２４９（Ｃ１６），４８１（Ｃ

１７），５３５（Ｃ１８），３９５（Ｃ１９），３９４（Ｃ２０），３３５（Ｃ

２１），３７５（Ｃ２２），２９４（Ｃ２３），１７０（Ｃ２４），１７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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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１７５（Ｃ２６），２３９（Ｃ２７），１７７（Ｃ２９），２１４（Ｃ

３０）。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０］报道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６
为２α羟基乌苏酸。

２２７　化合物７ 的结构鉴定　白色粉末，ｍｐ

２８８～２９０℃。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应阳性，提示

该化合物可能为三萜类或甾体类化合物。碳氢核磁

共振数据如下：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Ｈｚ，Ｃ５Ｄ５Ｎ）：０９３（３

Ｈ，ｓ），０９７（３Ｈ，ｓ），０９８（３Ｈ，ｓ），０９９（３Ｈ，ｓ），

１０４（３Ｈ，ｓ），１２５（６Ｈ，ｓ），３２８（１Ｈ，ｄ，Ｊ＝１０８

Ｈｚ，Ｈ１８），３３７（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３），４０８（１

Ｈ，ｍ，Ｈ２），５５４（１Ｈ，ｓ，１２Ｈ）。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Ｈｚ，

Ｃ５Ｄ５Ｎ）：４７７（Ｃ１），６８６（Ｃ２），８３８（Ｃ３），３９８
（Ｃ４），５５９（Ｃ５），１８８（Ｃ６），３１２（Ｃ７），３９８（Ｃ

８），４８１（Ｃ９），３８５（Ｃ１０），２３７（Ｃ１１），１２２４（Ｃ

１２），４２２（Ｃ１４），２８３（Ｃ１５），２３９（Ｃ１６），４６７（Ｃ

１７），４２０（Ｃ１８），４６５（Ｃ１９），３０９（Ｃ２０），３４２（Ｃ

２１），３３２（Ｃ２２），２９３（Ｃ２３），１７６（Ｃ２４），１６８（Ｃ

２５），１７５（Ｃ２６），２６１（Ｃ２７），３３２（Ｃ２９），２３８（Ｃ

３０）。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１］报道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７
为２α羟基齐墩果酸。

２２８　化合物８的结构鉴定　白色粉末，ｍｐ

２７６～２７８℃，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应阳性，提示

该化合物可能为三萜或者甾体类的化合物。碳氢核

磁共振数据如下：１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ＣＤ３ＯＤ）：

１００（３Ｈ，ｓ），１０６（３Ｈ，ｓ），１１０（６Ｈ，ｏｖｅｒｌａｐ），

１２５（６Ｈ，ｓ），１４２（３Ｈ，ｓ），１６９（３Ｈ，ｓ），３３６（１

Ｈ，ｏｖｅｒｌａｐ，２Ｈ），５５７（１Ｈ，ｂｒｓ，１２Ｈ）。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４７９（Ｃ１），６８６（Ｃ２），８３９
（Ｃ３），３９９（Ｃ４），５６０（Ｃ５），１９０（Ｃ６），３３５（Ｃ

７），４０４（Ｃ８），４７８（Ｃ９），３８５（Ｃ１０），２４１（Ｃ

１１），１２７９（Ｃ１２），１４００（Ｃ１３），４２２（Ｃ１４），２９３
（Ｃ１５），２６４（Ｃ１６），４８３（Ｃ１７），５４６（Ｃ１８），７２７
（Ｃ１９），４２４（Ｃ２０），２７０（Ｃ２１），３８５（Ｃ２２），２９３
（Ｃ２３），１６８（Ｃ２４），１６９（Ｃ２５），１７７（Ｃ２６），２４１
（Ｃ２７），１８０７（Ｃ２８），２７１（Ｃ２９），１７３（Ｃ３０）。以

上数据与文献［１２］报道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８为委陵

菜酸。

２２９　化合物９的结构鉴定　白色粉末，ｍｐ

２３６～２３８℃。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应阳性，提示

该化合物可能为三萜类或甾体类化合物。碳氢核磁

共振数据如下：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０７６
（３Ｈ，ｓ），０８６（３Ｈ，ｓ），０９２（３Ｈ，ｄ，Ｊ＝７２Ｈｚ），

０９８（６Ｈ，ｄ），１２０（３Ｈ，ｓ），１３４（３Ｈ，ｓ），２５０（１

Ｈ，ｓ，１８Ｈ），２６０（１Ｈ，ｍ，３Ｈ），５３１（１Ｈ，ｍ，１２

Ｈ），５３１（１Ｈ，ｍ ，ｇｌｃＨ１）。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４２６（Ｃ１），６７２（Ｃ２），８０１（Ｃ３），３９５
（Ｃ４），４９３（Ｃ５），２２５（Ｃ６），３４１（Ｃ７），４１５（Ｃ

８），４８３（Ｃ９），３９４（Ｃ１０），２４８（Ｃ１１），１２９６（Ｃ

１２），１３９７（Ｃ１３），４２８（Ｃ１４），２９７（Ｃ１５），２６５
（Ｃ１６），４８５（Ｃ１７），５５０（Ｃ１８），７３７（Ｃ１９），４３０
（Ｃ２０），２７２（Ｃ２１），３８３（Ｃ２２），２９２（Ｃ２３），１６６
（Ｃ２４），１７０（Ｃ２５），１９３（Ｃ２６），２４８（Ｃ２７），

１７８６（Ｃ２８），２７１（Ｃ２９），１７７（Ｃ３０）；Ｇｌｃ：９５８
（Ｃ１），７３９（Ｃ２），７８６（Ｃ３），７１２（Ｃ４），７８３（Ｃ

５），６２５（Ｃ６）。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１３］一致，故鉴

定化合物９为刺梨苷。

２２１０　 化合物 １０ 的结构鉴定 　 黄色粉末，

ｍｐ２１０～２１３℃。盐酸镁粉反应呈阳性，Ｍｏｌｉｓｈ反

应呈阳性，提示该化合物可能为黄酮苷类的化合物。

碳氢 核 磁 共 振 数 据 如 下：１ 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７９７（２Ｈ，ｄ，Ｊ＝９０Ｈｚ，Ｈ２′，６′），７３９
（１Ｈ，ｄ，Ｊ＝１５０Ｈｚ，ｐＯＨＣｉｒＨ３″），７３０（２Ｈ，ｄ，

ｐＯＨＣｉｎＨ６″，８″），６８１（２Ｈ，ｄ，Ｊ＝９０Ｈｚ，Ｈ３′，

５′），６７９（２Ｈ，ｄ，Ｊ＝８４Ｈｚ，ｐＯＨＣｉｎＨ５″，９″），

６３１（１Ｈ，ｓ，Ｈ８），６１３（１Ｈ，ｓ，Ｈ６），５２３（１Ｈ，

ｄ，Ｊ＝７２Ｈｚ，ｇｌｃＨ１），６０６（１Ｈ，ｄ，Ｊ＝１４Ｈｚ，ｐ

ＯＨＣｉｒＨ２″）。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１５９４
（Ｃ２），１３５２（Ｃ３），１７９５（Ｃ４），１６３０（Ｃ５），１０００
（Ｃ６），１６５９（Ｃ７），９４８（Ｃ８），１５８４（Ｃ９），１０５６
（Ｃ１０），１２２７（Ｃ１′），１３２２（Ｃ２′），１１６８（Ｃ３′），

１６１２（Ｃ４′），１１６８（Ｃ５′），１３２２（Ｃ６′），１０４０（ｇｌ

ｃＣ１），７５７（Ｃ２），７５８（Ｃ３），７１７（Ｃ４），７８０（Ｃ

５），６４３（Ｃ６），１６８８（ｐＯＨＣｉｎＣ１″），１１４７（Ｃ

２″），１４６５（Ｃ３″），１２７１（Ｃ４″），１３１２（Ｃ５″），１１６０
（Ｃ６″），１６１２（Ｃ７″），１１６０（Ｃ８″），１３１２（Ｃ９″）。

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４］报道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１０为

翻白叶苷Ａ。

２２１１　 化合物 １１ 的结构鉴定 　 白色粉末，

ｍｐ２２１～２２３℃，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应阳性，

提示该化合物可能为三萜类或甾体类化合物。碳氢

核磁共振数据如下：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

０７７（３Ｈ，ｓ），０８０（３Ｈ，ｓ），０９２（３Ｈ，ｄ，Ｊ＝６６

Ｈｚ），１００（６Ｈ，ｂｒｓ），１１９（３Ｈ，ｓ），１３２（３Ｈ，ｓ），

２５１（１Ｈ，ｓ，１８Ｈ），２９０（１Ｈ，ｍ，３Ｈ），５３１（１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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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１２Ｈ），５３２（１ Ｈ，ｍ ，ｇｌｃＨ１）。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

ＭＨｚ，ＣＤ３ＯＤ）：４８２（Ｃ１），６９５（Ｃ２），８４６（Ｃ３），

３９２（Ｃ４），５６７（Ｃ５），１９７（Ｃ６），３４１（Ｃ７），４１３
（Ｃ８），４８７（Ｃ９），４０５（Ｃ１０），２４７（Ｃ１１），１２９５
（Ｃ１２），１３９７（Ｃ１３），４２９（Ｃ１４），２９６（Ｃ１５），

２６５（Ｃ１６），４８５（Ｃ１７），５５０（Ｃ１８），７３６（Ｃ１９），

４２７（Ｃ２０），２７２（Ｃ２１），３８３（Ｃ２２），２９３（Ｃ２３），

１７５（Ｃ２４），１７７（Ｃ２５），１７２（Ｃ２６），２４８（Ｃ２７），

１７８５（Ｃ２８），２７１（Ｃ２９），１６６（Ｃ３０）；Ｇｌｃ：９５８
（Ｃ１），７３９（Ｃ２），７８３（Ｃ３），７１２（Ｃ４），７８６（Ｃ

５），６２５（Ｃ６）。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５］报道一致，故鉴

定化合物１１为野蔷薇苷。

２２１２　 化合物 １２ 的结构鉴定 　 黄色粉末，

ｍｐ１７５～１７７℃，盐酸镁粉反应阳性，Ｍｏｌｉｓｈ反应

阳性，提示可能为黄酮苷类的化合物。碳氢核磁共

振数据如下：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１２３８
（１Ｈ，ｂｒｓ，５ＯＨ），８０２（２Ｈ，ｄ，Ｊ＝８７Ｈｚ，Ｈ３′，

Ｈ５′），６８７（２Ｈ，ｄ，Ｊ＝８７Ｈｚ，Ｈ２′，Ｈ６′），６４０
（１Ｈ，ｓ，Ｈ６），６１７（１Ｈ，ｓ，Ｈ８），５４４（１Ｈ，ｄ，Ｊ＝

７２Ｈｚ，ｇｌｃＨ１）。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

１７７３（Ｃ４），１６５０（Ｃ７），１６１２（Ｃ５），１５９９（Ｃ

４′），１５６５（Ｃ２），１５６１（Ｃ９），１３３２（Ｃ３），１３０８
（Ｃ２′），１３０８（Ｃ６′），１２０９（Ｃ１′），１１５１（Ｃ３′），

１１５１（Ｃ５′），１０３７（Ｃ１０），９９０（Ｃ６），９３８（Ｃ８）；

Ｇｌｃ：１０１０（Ｃ１），７７５（Ｃ５），７６４（Ｃ３），７４２（Ｃ

２），６９９（Ｃ４），６０９（Ｃ６）。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６］报

道的紫云英苷的数据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１２为紫云

英苷。

２２１３　 化合物 １３ 的结构鉴定 　 黄色粉末，

ｍｐ１８８～１９０℃。盐酸镁粉反应呈阳性，Ｍｏｌｉｓｈ反

应呈阳性，提示可能为黄酮苷类的化合物。碳氢核

磁共振数据如下：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

１２５４（１Ｈ，ｂｒｓ，５ＯＨ），７５８（２Ｈ，ｍ，Ｈ２′，Ｈ

６′），６８４（１Ｈ，ｄ，Ｊ＝９０Ｈｚ，Ｈ５′），６３８（１Ｈ，ｓ，

Ｈ８），６１９（１Ｈ，ｓ，Ｈ６），５４６（２Ｈ，ｄ，Ｊ＝７２Ｈｚ，

ｇｌｃＨ１）。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１７７４（Ｃ

４），１６４２（Ｃ７），１６１２（Ｃ５），１５６３（Ｃ２），１５６１（Ｃ

９），１４８５（Ｃ４′），１４４８（Ｃ３′），１３３３（Ｃ３），１２１６
（Ｃ６′），１２１１（Ｃ１′），１１６２（Ｃ５′），１１５２（Ｃ２′），

１０３８（Ｃ１０），９８７（Ｃ６），９３５（Ｃ８）；Ｇｌｃ：１００９
（Ｃ１），７７５（Ｃ５），７６５（Ｃ３），７４１（Ｃ２），６９９（Ｃ

４），６１０（Ｃ６）。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７］报道的异槲皮

苷的数据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１３为异槲皮苷。

３　讨　论

　　本实验对蛇莓提取物的乙酸乙酯萃取部分进行

了化学成分的系统分离，鉴定了１３个化合物的结

构。其中化合物２～５、１０、１２均为首次从该属植物

中分离得到。对所得到的单体化合物的活性测试工

作正在进行。

［参 考 文 献］

［１］　江苏新医学院．中药大词典（下册）［Ｍ］．上海：上海科技出版

社，１９７７：２１１６．
［２］　ＫｉｍＩＧ，ＪｕｎｇＩＬ，ＯｈＴＪ．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ｏ

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 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ａ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Ｊ］．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２，２４：１２９９１３０５．
［３］　ＬｅｅＩＲ，ＹａｎｇＭＹ．Ｐｈｅｎｏｌ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ｆｒｏｍ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ａｃｈｒｙ

ｓａｎｔｈ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Ｊ］．

ＡｒｃｈＰｈａｒｍＲｅｓ，１９９４，１７：４７６４７９．
［４］　许文东，林厚文，邱　峰，陈万生．蛇莓黄酮苷类化学成分的研

究［Ｊ］．中国药学杂志，２００７，４２：９８１９８３．
［５］　郭学敏，章　玲，全山丛，洪永福，孙连娜，刘明珠．皱皮木瓜中

三萜类化合物的分离鉴定［Ｊ］．中国中药杂志，１９９８，２３：５４６

５４７．
［６］　ＣｈｅｎＦＺ，ＰｅｎｇＳＬ，ＤｉｎｇＬＳ，ＨｅＹＨ，ＷａｎｇＭＫ．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ｆｒｕｉｔｓｏｆＲｏｓａｄａｖｉｄｉｉ［Ｊ］．Ｊ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ＰｌａｎｔＢｉ

ｏｌ，２００１，４３：１０１１０４．
［７］　戴　畅，刘　屏，刘　超，王　波，陈若芸．藓类植物回心草化学

成分研究Ⅱ［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０６，３１：１０８０１０８２．
［８］　邹忠杰，杨峻山，鞠建华．泥胡菜化学成分的研究［Ｊ］．中草药，

２００６，３７：１３０３１３０４．
［９］　张　健，郭庆海，孔令义．滑叶山姜的黄酮类成分研究［Ｊ］．中国

中药杂志，２００３，２８：４１４３．
［１０］钟瑞建，高幼衡，徐吕瑞，黎莲娘．青钱柳中五环三萜成分的研

究［Ｊ］．中草药，１９９６，２７：３８７３８９．
［１１］鞠建华，周　亮，林　耕，刘　东，王立威，杨峻山．枇杷叶中二

萜酸类成分及其抗炎、镇咳活性研究［Ｊ］．中国药学杂志，２００３，

３８：７５２７５７．
［１２］叶　亮，杨峻山．蛇莓中鞣花酸类及三萜类成分研究［Ｊ］．药学

学报，１９９６，３１：８４４８４８．
［１３］钟海军，陈纪军，王惠英，罗士德．翻白叶的化学成分［Ｊ］．中草

药，２０００，３１：４８８４９０．
［１４］郭　澄，韩公羽，苏中武．南方菟丝子化学成分的研究［Ｊ］．中国

药学杂志，１９９７，３２：８１０．
［１５］于德泉，扬峻山．分析化学手册（第七分册）［Ｍ］．２版．北京：化

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８３６８３７．

［本文编辑］　尹　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