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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头花蓼的化学成分。方法：采用反复硅胶柱层析和葡聚糖凝胶柱层析的色谱方法分离纯化头花蓼的化

学成分，并根据理化性质和波谱数据进行结构鉴定。结果：从头花蓼的石油醚萃取部位分离鉴定了１４个化合物，分别为二十

三烷醇（Ⅰ），二十五烷醇（Ⅱ），二十二烷酸（Ⅲ），二十四烷酸（Ⅳ），十六烷酸２，３二羟基丙酯（Ⅴ），二十二烷酸２，３二羟基丙酯

（Ⅵ），齐墩果酸（Ⅶ），乌苏酸（Ⅷ），二十八烷基１，２７二烯（Ⅸ），阿魏酸二十二酯（Ⅹ），β谷甾醇（Ⅺ），二十三烷（Ⅻ），十六烷酸

（），亚油酸（）。结论：化合物Ⅰ～ Ⅹ为从头花蓼中首次分离得到，化合物Ⅸ、Ⅹ为从蓼属中首次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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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Ｄ．Ｄｏｎ）为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蓼属（Ｐｏｌｙｇｏ

ｎｕｍ）头状蓼组（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ｏｎ）植物，又名四季红、

石莽草、红酸杆、太阳草、水绣球，主要产自我国江
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全草入药，味
苦、辛，性凉，归肾、膀胱经，具有清热利湿、解毒止
痛、和血散瘀、利尿通淋的功效，民间常用头花蓼全
草或地上部位治疗泌尿系统感染、血尿、湿疹、肾盂

肾炎、膀胱炎、尿路结石、风湿痛、跌打损伤、痄腮、疮
疡、腹泻、痢疾等症［１２］。

　　有关头花蓼的化学成分文献报道较少，主要为
挥发油、酚酸类、黄酮类化合物等［３６］。为了全面考
察头花蓼的化学成分，寻找具有活性的单体化合物，
深入开发利用其药用资源，本课题组对其化学成分
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采用反复硅胶柱层析和葡
聚糖凝胶柱层析的色谱方法从头花蓼乙醇提取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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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醚萃取部位分离得到了１４个化合物，现报告如
下。

１　仪器和材料

　　Ｙａｎａｃｏ 显微熔点测定仪（温度计未校正）；

ＢｒｕｋｅｒＶｅｃｔｏｒ２２ 红外光谱仪；Ｂｒｕｋｅｒｓｐｅｃｋｏｓｐｉｎ

ＡＣ６００Ｐ核磁共振仪；ＶａｒｉａｎＭａｔ２１２质谱仪；柱层

析硅胶（１００～２００，２００～３００目）与薄层层析硅胶板

均为烟台江友硅胶开发有限公司生产；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２０～８０μｍ）为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公司生产。提取

用乙醇为医用级，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所用

标准品均为本课题组自制，经 ＨＰＬＣ检测，纯度均

大于９９％。

　　头花蓼全草于２００７年９月购自贵州省施秉县，

由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生药学教研室张汉明教授鉴

定为蓼科蓼属植物头花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ｃａｐｉｔａｔｕｍ

Ｂｕｃｈ．Ｈａｍ．ｅｘＤ．Ｄｏｎ）的干燥全草，标本存放于第
二军医大学药学院生药学教研室标本室。

２　方法和结果

２．１　提取与分离　头花蓼干燥全草药材１８ｋｇ，切

段，经８０％乙醇溶液浸泡２４ｈ后２０倍体积渗漉，渗

漉液浓缩后得流浸膏２．７ｋｇ。流浸膏加水混悬，依

次分别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水饱和）萃取，

回收萃取溶剂得到各萃取部位。

　　头花蓼石油醚萃取部位２５０ｇ，经硅胶柱层析，

以石油醚乙酸乙酯（４０１～１１）进行梯度洗脱

得到粗分段，再反复经硅胶柱层析和葡聚糖凝胶柱

层析进行分离和纯化，得到化合物Ⅰ（６０ｍｇ），化合

物Ⅱ（８０ｍｇ），化合物Ⅲ（１８ｍｇ），化合物Ⅳ（１６

ｍｇ），化合物Ⅴ（２０ｍｇ），化合物Ⅵ（３０ｍｇ），化合物

Ⅶ（１５ｍｇ），化合物Ⅷ（１６ｍｇ），化合物Ⅸ（１６ｍｇ），

化合物Ⅹ（２０ｍｇ），化合物Ⅺ（８００ｍｇ），化合物Ⅻ
（２０ｍｇ），化合物（１８ｍｇ），化合物（４００ｍｇ）。

２．２　化合物的结构鉴定　化合物Ⅰ：白色蜡状粉

末，ｍ．ｐ．６２～６４℃。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４１．１［Ｍ＋
Ｈ］＋、３３９．２［ＭＨ］－；结合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 及

ＤＥＰＴ谱，计算出分子式为Ｃ２３Ｈ４８Ｏ。１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３．６５（２Ｈ，ｔ，Ｊ＝７．２Ｈｚ，Ｈ１），

１５８（２Ｈ，ｐ，Ｊ＝７２Ｈｚ，Ｈ２），１２７（２Ｈ×２０，ｂｒ．ｓ，

Ｈ３～ Ｈ２２），０８８（３Ｈ，ｔ，Ｊ＝７２ Ｈｚ，Ｈ２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６３１（Ｃ１），３２８（Ｃ

２），３１９（Ｃ２１），２９７（Ｃ４～Ｃ１９），２９４（Ｃ２０），

２５７（Ｃ３），２２７（Ｃ２２），１４１（Ｃ２３）。以上数据与

文献［７］报道一致，确定化合物Ⅰ为二十三烷醇（ｔｒｉ

ｃｏｓａｎｏｌ）。

　　化合物Ⅱ：白色蜡状粉末，ｍ．ｐ．６９～７１℃。

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９１３［Ｍ＋Ｎａ］＋、３６７３［ＭＨ］－；结

合１ＨＮＭＲ，计算出分子式为Ｃ２５Ｈ５２Ｏ。１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３６５（２Ｈ，ｔ，Ｊ＝７２ Ｈｚ，Ｈ１），

１５７（２Ｈ，ｐ，Ｊ＝７２Ｈｚ，Ｈ２），１２６（２Ｈ×２２，ｂｒ．ｓ，

Ｈ３～Ｈ２４），０８９（３Ｈ，ｔ，Ｊ＝７２Ｈｚ，Ｈ２５）。以上

数据与文献［８］报道一致，确定化合物Ⅱ为二十五烷

醇（ｐｅｎｔａｃｏｓａｎｏｌ）。

　　化合物Ⅲ：白色粉末，ｍ．ｐ．７６～７８℃。ＥＳＩＭＳ

ｍ／ｚ：３３９３［ＭＨ］－；结合１ＨＮＭＲ，计算出分子式

为Ｃ２２Ｈ４４Ｏ２。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２３６
（２Ｈ，ｔ，Ｊ＝７２Ｈｚ，Ｈ２），１６５（２Ｈ，ｐ，Ｊ＝７２Ｈｚ，

Ｈ３），１２７（２Ｈ×１８，ｂｒ．ｓ，Ｈ４～Ｈ２１），０８９（３Ｈ，

ｔ，Ｊ＝７２Ｈｚ，Ｈ２２）。以上数据与文献［９］报道一

致，确定化合物Ⅲ为二十二烷酸（ｄｏｃｏｓ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化合物Ⅳ：白色粉末，ｍ．ｐ．８４～８６℃。ＥＳＩＭＳ

ｍ／ｚ：３６７４［ＭＨ］－；结合１ＨＮＭＲ，计算出分子式

为Ｃ２４Ｈ４８Ｏ２。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２３７
（２Ｈ，ｔ，Ｊ＝７２Ｈｚ，Ｈ２），１６５（２Ｈ，ｐ，Ｊ＝７２Ｈｚ，

Ｈ３），１２６（２Ｈ×２０，ｂｒ．ｓ，Ｈ４～Ｈ２３），０８８（３Ｈ，

ｔ，Ｊ＝７２Ｈｚ，Ｈ２４）。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０］报道一

致，确定化合物Ⅳ为二十四烷酸（ｌｉｇｎｏｃｅｒｉｃａｃｉｄ）。

　　化合物Ⅴ：白色粉末，ｍ．ｐ．７０～７２℃。ＥＳＩＭＳ

ｍ／ｚ：３３１１［Ｍ＋Ｈ］＋、３５３３［Ｍ＋Ｎａ］＋、３２９０［Ｍ

Ｈ］－；结合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及 ＤＥＰＴ谱，计算出

分子式为Ｃ１９Ｈ３８Ｏ４。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

４２０（１Ｈ，ｄｄ，Ｊ＝４２、１１４Ｈｚ，Ｈ１），４１５（１Ｈ，

ｄｄ，Ｊ＝６０、１１４ Ｈｚ，Ｈ１），３８５（１Ｈ，ｍ，Ｈ２），

３７０（１Ｈ，ｄｄ，Ｊ＝４２、１１４Ｈｚ，Ｈ３），３６０（１Ｈ，

ｄｄ，Ｊ＝６０、１１４ Ｈｚ，Ｈ３），２３５（２Ｈ，ｔ，Ｊ＝７２

Ｈｚ，Ｈ２′），１６５（２Ｈ，ｐ，Ｊ＝７２ Ｈｚ，Ｈ３′），１２６
（２Ｈ×２０，ｂｒ．ｓ，Ｈ４′～Ｈ１５′），０８９（３Ｈ，ｔ，Ｊ＝７２

Ｈｚ，Ｈ１６′）。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７４３
（Ｃ１′），７０３（Ｃ２），６５２（Ｃ１），６３４（Ｃ３），３４２（Ｃ

２′），３１９（Ｃ１４′），２９７～２９１（Ｃ４′～Ｃ１３′），２４９
（Ｃ３′），２２７（Ｃ１５′），１４１（Ｃ１６′）。以上数据与文

献［１１］报道一致，确定化合物Ⅴ为十六烷酸２，３二羟

基丙酯（ｈｅｘ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２，３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ｒｏｐｙｌｅｓｔｅ）。

　　化合物Ⅵ：白色粉末，ｍ．ｐ．８０～８２℃。ＥＳＩ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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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ｚ：４１５３［Ｍ＋Ｈ］＋、４３７３［Ｍ＋Ｎａ］＋、４４９３
［Ｍ＋Ｃｌ］－；结合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及ＤＥＰＴ谱，计

算出分子式 为 Ｃ２５ Ｈ５０Ｏ４。１ 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４２２（１Ｈ，ｄｄ，Ｊ＝４８、１１４Ｈｚ，Ｈ１），

４１６（１Ｈ，ｄｄ，Ｊ＝６０、１１４Ｈｚ，Ｈ１），３９４（１Ｈ，ｍ，

Ｈ２），３７０（１Ｈ，ｄｄ，Ｊ＝３６、１１４Ｈｚ，Ｈ３），３６１
（１Ｈ，ｄｄ，Ｊ＝６０、１１４Ｈｚ，Ｈ３），２３６（２Ｈ，ｔ，Ｊ＝

７２Ｈｚ，Ｈ２′），１６３（２Ｈ，ｐ，Ｊ＝７２ Ｈｚ，Ｈ３′），

１２６（２Ｈ×１８，ｂｒ．ｓ，Ｈ４′～Ｈ２１′），０８９（３Ｈ，ｔ，Ｊ＝

７２Ｈｚ，Ｈ２２′）。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

１７４４（Ｃ１′），７０３（Ｃ２），６５２（Ｃ１），６３３（Ｃ３），

３４２（Ｃ２′），３１９（Ｃ２０′），２９７～２９１（Ｃ４′～Ｃ

１９′），２４８（Ｃ３′），２２７（Ｃ２１′），１４１（Ｃ２２′）。以上

数据与文献［１２］报道一致，确定化合物Ⅵ为二十二烷

酸２，３二羟基丙酯（ｄｏｃｏｓａｎｏｉｃ２，３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ｒｏｐ

ｙｌｅｓｔｅ）。

　　 化合物 Ⅶ：白色粉末，ｍ．ｐ．３００～３０２℃，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应呈阳性反应，推测其结构

为三 萜 化 合 物。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５５４［ＭＨ］－、

９３３６［Ｍ２Ｈ＋Ｎａ］－；结合１ＨＮＭＲ，计算出分子式

为Ｃ３０Ｈ４８Ｏ３。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５３０
（１Ｈ，ｔ，Ｊ＝３６Ｈｚ，Ｈ１２），３２３（１Ｈ，ｄｄ，Ｊ＝３６、

１０８Ｈｚ，Ｈ３），２８４（１Ｈ，ｍ，Ｈ１８），２０４～１２６
（２２Ｈ，ｂｒ．ｓ），１１５～０７７（３Ｈ×７，ｓ，Ｈ２３～Ｈ２７，

Ｈ２９，Ｈ３０）。在高效薄层层析硅胶板上展开，其

Ｒｆ值及显色过程与齐墩果酸标准品均一致，混合后

熔点不下降。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３］报道一致，确定化

合物Ⅶ为齐墩果酸（ｏｌｅ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

　　 化合物 Ⅷ：白色粉末，ｍ．ｐ．２５８～２６０℃，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应呈阳性反应，推测其结构

为三 萜 化 合 物。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５５４［ＭＨ］－、

９３３６［Ｍ２Ｈ＋Ｎａ］－；结合１ＨＮＭＲ，计算出分子式

为Ｃ３０Ｈ４８Ｏ３。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５２６
（１Ｈ，ｔ，Ｊ＝３６Ｈｚ，Ｈ１２），３２３（１Ｈ，ｄｄ，Ｊ＝３６、

１０８Ｈｚ，Ｈ３），２２０（１Ｈ，ｄ，Ｊ＝１１４Ｈｚ，Ｈ１８），

２０４～１２６（２２Ｈ，ｂｒ．ｓ），１０９～０７９（３Ｈ×７，ｓ，Ｈ

２３～Ｈ２７，Ｈ２９，Ｈ３０）。在高效薄层层析硅胶板上

展开，其Ｒｆ值及显色过程与乌苏酸标准品均一致，

混合后熔点不下降。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４］报道一致，

确定化合物Ⅷ为乌苏酸（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

　　化合物Ⅸ：白色粉末，易溶于石油醚。ＥＳＩＭＳ

ｍ／ｚ：３９１３［Ｍ＋Ｈ］＋、４１３３［Ｍ＋Ｎａ］＋、８０３６

［２Ｍ＋Ｎａ］＋；结合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及 ＤＥＰＴ谱，

计算 出 分 子 式 为 Ｃ２８ Ｈ５４。１ 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５８３（１Ｈ×２，ｍ，Ｈ２，Ｈ２７），５００（１Ｈ×

２，ｄ，Ｊ＝１７４Ｈｚ，Ｈ１，Ｈ２８），４９４（１Ｈ×２，ｄ，Ｊ＝

１０２Ｈｚ，Ｈ１，Ｈ２８），２０５（２Ｈ×２，ｍ，Ｊ＝６６Ｈｚ，

Ｈ３，Ｈ２６），１２７（２Ｈ×２２，ｂｒ．ｓ，Ｈ４～Ｈ２５）。
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３９５（Ｃ２，Ｃ２７），

１１４３（Ｃ１，Ｃ２８），３４０（Ｃ３，Ｃ２６），２９９（Ｃ４～Ｃ

２５）。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５］报道一致，确定化合物Ⅸ
为二十八烷基１，２７二烯（ｏｃｔａｃｏｓａ１，２７ｄｉｅｎｅ）。

　　化合物Ⅹ：淡黄色粉末，ｍ．ｐ．６３～６５℃，三氯化

铁铁氰化钾反应阳性，提示分子中含有酚羟基。

ＥＳＩＭＳｍ／ｚ：５０３４［Ｍ＋Ｈ］＋、５２５４［Ｍ＋Ｎａ］＋、

５０１４［ＭＨ］－；结合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 及 ＤＥＰＴ
谱，计算出分子式为Ｃ３２Ｈ５４Ｏ４。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７６２（１Ｈ，ｄ，Ｊ＝１６２ Ｈｚ，Ｈ７），７０８
（１Ｈ，ｄｄ，Ｊ＝８４、１２Ｈｚ，Ｈ６），７０４（１Ｈ，ｄ，Ｊ＝

１２Ｈｚ，Ｈ２），６９３（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５），６３０
（１Ｈ，ｄ，Ｊ＝１６２Ｈｚ，Ｈ８），４２０（２Ｈ，ｔ，Ｊ＝６６Ｈｚ，

Ｈ１′），３９４（３Ｈ，ｓ，３ＯＣＨ３），１７０（２Ｈ，ｐ，Ｊ＝６６

Ｈｚ，Ｈ２′），１２６（２Ｈ×２０，ｂｒ．ｓ，Ｈ３′～Ｈ２１′），０８９
（３Ｈ，ｔ，Ｊ＝６６ Ｈｚ，Ｈ２２′）。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１６７４（Ｃ９），１４７９（Ｃ３），１４６８（Ｃ４），

１４４６（Ｃ７），１２７１（Ｃ１），１２３０（Ｃ６），１１５７（Ｃ５），

１１４７（Ｃ８），１０９３（Ｃ２），６４６（Ｃ１′），５５９（３

ＯＣＨ３），３１９（Ｃ２０′），２９７（Ｃ４′～Ｃ１９′），２８８（Ｃ

２′），２６０（Ｃ３′），２２７（Ｃ２１′），１４１（Ｃ２２′）。以上

数据与文献［１６］报道一致，确定化合物Ⅹ为阿魏酸二

十二酯（ｄｏｃｏｓｙｌｆｅｒｕｌａｔｅ）。

　　化合物Ⅺ：无色针状结晶（乙酸乙酯），ｍ．ｐ．

１３８～１４０℃，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应呈甾体化合

物特有的蓝紫色颜色反应，推测其结构为甾体化合

物。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１５２［Ｍ＋Ｈ］＋、４３７２［Ｍ＋

Ｎａ］＋、４５３２［Ｍ＋Ｋ］＋；结合１ＨＮＭＲ，计算出分子

式为Ｃ２９Ｈ５０Ｏ。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５３４
（１Ｈ，ｄ，Ｊ＝３６ Ｈｚ，Ｈ６），３５１（１Ｈ，ｍ，Ｈ３），

２３０～１００（２９Ｈ，ｍ），０９３～０６８（３Ｈ×６，Ｈ１８，

Ｈ１９，Ｈ２１，Ｈ２６，Ｈ２７，Ｈ２９）。在高效薄层层析

硅胶板上展开，其Ｒｆ值及显色过程与β谷甾醇标准

品均一致，混合后熔点不下降。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７］

报道一致，确定化合物Ⅺ为β谷甾醇（β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ｏｌ）。

　　化合物Ⅻ：白色粉末，ｍ．ｐ．３８～４０℃，易溶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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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醚、三氯甲烷。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２３３［ＭＨ］－；结

合１ＨＮＭＲ，计算出分子式为Ｃ２３Ｈ４８。１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２７（２Ｈ×２１，ｂｒ．ｓ，Ｈ２～Ｈ２２），

０９０（３Ｈ×２，ｔ，Ｈ１，Ｈ２３）。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８］报

道一致，确定化合物Ⅻ为二十三烷（ｔｒｉｃｏｓａｎｅ）。

　　化合物：白色粉末，ｍ．ｐ．６２～６４℃，易溶于石

油醚、乙酸乙酯、三氯甲烷，不易溶于丙酮。ＥＳＩＭＳ

ｍ／ｚ：２５５３［ＭＨ］－；结合１ＨＮＭＲ，计算分子式为

Ｃ１６Ｈ３２Ｏ２。１ 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２３５
（２Ｈ，ｔ，Ｊ＝７８Ｈｚ，Ｈ２），１６４（２Ｈ，ｐ，Ｊ＝７８Ｈｚ，

Ｈ３），１２６（２Ｈ×１２，ｂｒ．ｓ，Ｈ４～Ｈ１５），０８９（３Ｈ，

ｔ，Ｊ＝７２Ｈｚ，Ｈ１６）。在高效薄层层析硅胶板上展

开，其Ｒｆ及显色过程与十六烷酸标准品均一致，混

合后熔点不下降。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９］报道一致，确

定化合物为十六烷酸（ｈｅｘ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化合物：淡黄色油状液体。ＥＳＩＭＳｍ／ｚ：

２８１３［Ｍ＋Ｈ］＋、３０３３［Ｍ＋Ｎａ］＋、２７９３［ＭＨ］－；

结合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及ＤＥＰＴ谱，计算出分子式

为Ｃ１８Ｈ３２Ｏ２。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５３５
（４Ｈ，ｍ，Ｈ９，Ｈ１０，Ｈ１２，Ｈ１３），２７８（２Ｈ，ｔ，Ｊ＝

６６Ｈｚ，Ｈ１１），２３４（１Ｈ，ｔ，Ｊ＝７２Ｈｚ，Ｈ２），２０４
（２Ｈ×２，ｍ，Ｈ８，Ｈ１４），１６４（２Ｈ，ｐ，Ｊ＝７２Ｈｚ，

Ｈ３），１２７（２Ｈ×７，ｂｒ．ｓ，Ｈ４～Ｈ７，Ｈ１５～Ｈ

１７），０８９（３Ｈ，ｔ，Ｊ＝７２Ｈｚ，Ｈ１８）。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８０５（Ｃ１），１３１９（Ｃ１０），１２９７
（Ｃ１２），１２８２（Ｃ１３），１２７１（Ｃ９），３４１（Ｃ２），３１９
（Ｃ１６），２９７（Ｃ７），２９６（Ｃ６），２９５（Ｃ１５），２９３
（Ｃ５），２９１（Ｃ４），２７２（Ｃ８），２７２（Ｃ１４），２５６（Ｃ

１１），２４７（Ｃ３），２２６（Ｃ１７），１４１（Ｃ１８）。以上数

据与文献［２０］报道一致，确定化合物为亚油酸（ｌｉｎ

ｏｌｅｉｃａｃｉｄ）。

３　讨　论

　　本实验从头花蓼中分离鉴定了１４个化合物，分

别为二十三烷醇（Ⅰ），二十五烷醇（Ⅱ），二十二烷酸

（Ⅲ），二十四烷酸（Ⅳ），十六烷酸２，３二羟基丙酯

（Ⅴ），二十二烷酸２，３二羟基丙酯（Ⅵ），齐墩果酸

（Ⅶ），乌苏酸（Ⅷ），二十八烷基１，２７二烯（Ⅸ），阿

魏酸二十二酯（Ⅹ），β谷甾醇（Ⅺ），二十三烷（Ⅻ），

十六烷酸（），亚油酸（）。其中，化合物Ⅰ～ Ⅹ
为从头花蓼中首次分离得到，化合物Ⅸ、Ⅹ为从蓼属

中首次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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