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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柄菊乙酸乙酯部位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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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生药学教研室，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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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长春１３０１１８

　　［摘要］　目的　肿柄菊乙酸乙酯部位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和结构鉴定。方法　肿柄菊地上部分８０％的乙醇渗漉提
取，通过萃取、硅胶柱层析、凝胶柱层析、ＭＣＩ柱层析等方法进行成分分离，应用质谱、核磁等方法进行结构鉴定。结果　从乙
酸乙酯部位得到１０个化合物，鉴定为香草醛（１）、麦角甾醇（２）、过氧化麦角甾醇（３）、３甲氧基４羟基肉桂醛（４）、对羟基苯甲

醛（５）、异东莨菪内酯（６）、５羟甲基糠醛（７）、尼泊尔黄酮（８）、二十二烷酸单甘油酯（９）和１３羟基泽兰烯（１０）。结论　香草
醛、麦角甾醇、过氧化麦角甾醇、３甲氧基４羟基肉桂醛、对羟基苯甲醛、异东莨菪内酯、５羟甲基糠醛、二十二烷酸单甘油酯和

１３羟基泽兰烯均为首次从肿柄菊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　肿柄菊；化学成分；乙酸乙酯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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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柄菊［（Ｔｉｔｈｏｎｉａ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ｏｌｉａ（ＨＥＭＳＬ．）Ａ．

Ｇｒａｙ］为菊科肿柄菊属的植物，原产于墨西哥及中美

洲地区，后来因观赏或者作为绿肥等原因引种到世

界各地，目前肿柄菊在欧洲、非洲、澳洲以及东南亚

等地都有分布［１］。我国在２０世纪初曾作为绿肥引

入，现在云南南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逃逸生长，形成

物种入侵［２］。传统上，肿柄菊用来治疗糖尿病、痢

疾、疟疾、血肿、肝炎和各种创伤等病症。现代研究

表明，肿柄菊主要成分是倍半萜类、黄酮类和色原烯

等［３４］，具有抗炎、抗菌、抗疟、抗糖尿病和抗肿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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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国内对于肿柄菊的化学成分的研究较少，仅

有１篇周鸿等［５］从云南肿柄菊中分离得到２个倍半

萜内酯ｔａｇｉｎｉｔｉｎＡ、ｔａｇｉｎｉｔｉｎＣ以及３，５二咖啡酰基

奎宁酸的报道。乙酸乙酯部位是肿柄菊活性报道较

多的部位，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肿柄菊这一外来物种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本实验对肿柄菊乙酸乙酯部位

进行了系统的分离和鉴定，为肿柄菊资源的开发利

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主要仪器及试剂　显微熔点测定仪（日本Ｙａ

ｎａｃｏ，温度未校正）；核磁共振仪（Ｂｒｕｋｅｒｓｐｅｃｋｏｓｐｉｎ

ＡＣ６００Ｐ）；ＥＳＩＭＳ质谱仪（ＶａｒｉａｎＭＡＴ２１２）。柱

层析用硅胶Ｈ（１００２００目和２００～３００目，烟台市芝

罘黄务硅胶开发试验厂），薄层层析用ＴＬＣ（烟台江

友硅胶开发有限公司）；葡聚糖凝胶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

２０凝胶（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公司）；ＭＣＩ凝胶（三菱化学公

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

公司）；ＩＲ（ＢｒｕｃｋｅｒＶｅｃｔｏｒ２２检测器）。

１．２　样品　肿柄菊药材于２００８年９月采自云南蒙

自，经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药剂科陈万生教授鉴

定为肿柄菊［（Ｔｉｔｈｏｎｉａ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ｏｌｉａ（ＨＥＭＳＬ．）Ａ．

Ｇｒａｙ］

１．３　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　肿柄菊地上部分２２

ｋｇ，用８０％的乙醇渗滤提取，合并乙醇提取液，减压

浓缩得到２６００ｇ提取物。将提取物悬浮于水中，依

次用等体积的石油醚、乙酸乙酯和水饱和的正丁醇

萃取。萃取液减压浓缩后得到石油醚部位１５０．９ｇ、

乙酸乙酯部位１３０．５ｇ和正丁醇部位１６０．２ｇ。取

乙酸乙酯部位１２０．０ｇ，１００～２００目硅胶拌样，硅胶

柱层析，石油醚乙酸乙酯（２０∶１～１∶１）梯度洗脱，

得ＴＤ１、ＴＤ２、ＴＤ３、ＴＤ４、ＴＤ５、ＴＤ６共６个部

分，ＴＤ３反复硅胶柱层析（石油醚∶乙酸乙酯＝８∶

１）得化合物５（４７ｍｇ），经 ＭＣＩ凝胶（１０％、２０％、

３０％、５０％、７０％、９０％ＭｅＯＨ）和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
凝胶（Ｈｅｘａｎｅ∶ＭｅＯＨ∶ＣＨＣｌ３＝２∶１∶１）得化合

物１（９ｍｇ）、３（５６ｍｇ）、４（２０ｍｇ）、１０（８５ｍｇ）；ＴＤ４
经 ＭＣＩ凝胶梯度洗脱（１０％～９０％）得化合物７（１５

ｍｇ）；ＴＤ５经反复硅胶柱层析（石油醚∶乙酸乙

酯＝５∶１），ＭＣＩ凝胶和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 凝胶

（ＭｅＯＨ∶ＣＨＣｌ３＝１∶１）得化合物６（３５ｍｇ）、８（２０６

ｍｇ）；ＴＤ６经硅胶柱层析（石油醚∶乙酸乙酯＝

２∶１）和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凝胶（ＭｅＯＨ∶ＣＨＣｌ３＝

１∶１）得化合物２（５ｍｇ）、９（８０ｍｇ）。

２　结　果

２．１　化合物１的结构鉴定　无色针状结晶，ｍ．ｐ．

８０～８１℃，ＵＶ（ＭｅＯＨ）λｍａｘ（ｎｍ）：３１０，２７９，２１４。ＩＲ
（ＫＢｒ）νｍａｘ（ｃｍ－１）：３１９５，２８６０，１７００，１６２０，１５２０。

ＥＳＩＭＳ：１５３．０１（［Ｍ＋Ｈ］＋），结合氢谱和碳谱确定

分子式为 Ｃ８Ｈ８Ｏ３。１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３．９６（３Ｈ，ｓ，ＯＣＨ３），９．８３（１Ｈ，ｓ，ＣＨＯ），７．０４
（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２），７．４２（１Ｈ，ｄ，Ｊ＝７．２Ｈｚ，

Ｈ５），７．４３（１Ｈ，ｄｄ，Ｊ＝２．４，７．２ Ｈｚ，Ｈ６）；
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１９０．９（ＣＣＨＯ），１０８．８
（Ｃ２），１２９．９（Ｃ１），１４７．２（Ｃ３），１５１．７（Ｃ４），１１４．４
（Ｃ５），１２７．５（Ｃ６），５６．２（ＣＯＣＨ３）。１ＨＮＭＲ 和
１３ＣＮＭＲ与文献［６］基本一致，确定化合物１为香草

醛（ｖａｎｉｌｌｉｎ）。

２．２　化合物２的结构鉴定　白色粉末，ｍ．ｐ．：

１４８～１５０℃，ＩＲ（ＫＢｒ）νｍａｘ（ｃｍ－１）：３４２０，１６５０；
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０．６３（３Ｈ，ｓ，１８ＣＨ３），

０．８２（３Ｈ，ｄ，Ｊ＝６．４Ｈｚ，２６ＣＨ３），０．８４（３Ｈ，ｄ，Ｊ＝

６．４ Ｈｚ，２７ＣＨ３），０．９２（３Ｈ，ｄ，Ｊ＝６．８ Ｈｚ，２８

ＣＨ３），０．９５（３Ｈ，ｓ，１９ＣＨ３），１．０３（３Ｈ，ｄ，Ｊ＝６．８

Ｈｚ，２１ＣＨ３），３．６３（１Ｈ，ｍ，３０Ｈ），５．１８（１Ｈ，ｄｄ，

Ｊ＝１５．０，７．８Ｈｚ，２３Ｈ），５．２２（１Ｈ，ｄｄ，Ｊ＝１５．０，

７．８Ｈｚ，２２Ｈ），５．３９（１Ｈ，ｍ，６Ｈ），５．５７（１Ｈ，ｍ，７

Ｈ）；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３８．４（Ｃ１），２８．３
（Ｃ２），７０．５（Ｃ３），３３．１（Ｃ４），１３９．８（Ｃ５），１１９．６
（Ｃ６），１１６．３（Ｃ７），１４１．４（Ｃ８），４６．３（Ｃ９），３７．１
（Ｃ１０），２１．１（Ｃ１１），３９．１（Ｃ１２），４２．８（Ｃ１３），５４．６
（Ｃ１４），２３．０（Ｃ１５），２８．３（Ｃ１６），５５．８（Ｃ１７），１２．１
（Ｃ１８），１６．３（Ｃ１９），４０．４（Ｃ２０），１９．７（Ｃ２１），

１３２．０（Ｃ２２），１３５．６（Ｃ２３），４２．８（Ｃ２４），３３．１（Ｃ

２５），２０．０（Ｃ２６），２１．１（Ｃ２７），１７．６（Ｃ２８）。以上数

据与文献［７］报道的麦角甾醇一致，确定化合物２为

麦角甾醇（ｅｒｏｇｏｓｔｅｒｏｌ）。

２．３　化合物３的结构鉴定　白色针晶，ｍ．ｐ．：

１７３～１７５℃，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应呈紫红色。

ＥＳＩＭＳ：４２９．３３（［Ｍ＋Ｈ］＋），推断分子式为Ｃ２８Ｈ４４

Ｏ３，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６００ＭＨｚ）δ：６．４８（１Ｈ，ｄ，Ｊ＝

８．４Ｈｚ），６．２２（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５．１９（１Ｈ，ｄｄ，

Ｊ＝７．８，１５．０ Ｈｚ），５．１２（１Ｈ，ｄｄ，Ｊ＝８．４，１５．０

Ｈｚ），３．９５（１Ｈ，ｓ），０．９８（３Ｈ，ｄ，Ｊ＝６．６Ｈｚ），０．８８
（３Ｈ，ｄ，Ｊ＝６．８Ｈｚ），０．８６（３Ｈ，ｓ），０．８２（３Ｈ，ｄ，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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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Ｈｚ），０．７９（３Ｈ，ｄ，Ｊ＝６．６Ｈｚ），０．７８（３Ｈ，ｓ）；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５０ＭＨｚ）δ：１３５．４（Ｃ６），１３５．２
（Ｃ２２），１３２．３（Ｃ２３），１３０．７（Ｃ７），８２．１（Ｃ５），７９．４
（Ｃ８），６６．４（Ｃ３），５６．２（Ｃ１７），５１．７（Ｃ１４），５１．１
（Ｃ９），４４．６（Ｃ１３），４２．８（Ｃ２４），３９．７（Ｃ２０），３９．３
（Ｃ１２），３６．９（Ｃ４），３６．９（Ｃ１０），３４．６（Ｃ１），３３．０
（Ｃ２５），３０．１（Ｃ２），２８．６（Ｃ１６），２３．４（Ｃ１３），２０．９
（Ｃ２１），２０．６（Ｃ１５），１９．９（Ｃ２６），１９．６（Ｃ２７），１８．２
（Ｃ１９），１７．５（Ｃ２８），１２．９（Ｃ１８）。以上数据与文

献［８］基本一致，确定化合物３为过氧化麦角甾醇

（ｅｒｇｏｓｔｅｒｏｌ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２．４　化合物４的结构鉴定　黄色粉末，ｍ．ｐ．：

６７℃，ＩＲ（ＫＢｒ）υｍａｘ（ｃｍ－１）：３４００，１６６０，１５８０，

１２５０；ＵＶ（ＣＨＣｌ３）λｍａｘ （ｎｍ）：３３３，３０２（ｓｈ）；
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Ｉ３）δ：３．９５（３Ｈ，ｓ，ＯＣＨ３），

６．０３（１Ｈ，ｓ，ＯＨ），６．６０（１Ｈ，ｄｄ，Ｊ＝１５．６，７．８Ｈｚ，

Ｈ２），６．９６（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５′），７．０７（１Ｈ，ｄ，

Ｊ＝１．８Ｈｚ，Ｈ２′），７．１２（１Ｈ，ｄｄ，Ｊ＝８．４，１．８Ｈｚ，

Ｈ６′），７．４０（１Ｈ，ｄ，Ｊ＝１５．６Ｈｚ，Ｈ３），９．６５（１Ｈ，

ｄ，Ｊ＝７．８Ｈｚ，Ｈ１）；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５６．１（ＣＯＣＨ３），１０９．５（Ｃ５′），１１４．９（Ｃ２′），１２４．

０７（Ｃ６′），１２６．４（Ｃ２），１２６．７（Ｃ１′），１４７．０（Ｃ４′），

１４９．０（Ｃ３′），１５３．２（Ｃ３），１９３．７（Ｃ１）。以上数据

与文献［５］报道的３甲氧基４羟基肉桂醛基本一致，

确定化合物４为３甲氧基４羟基肉桂醛（３ｍｅ

ｔｈｏｘｙ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ｔｒａｎｓｃｉｎｎａｍ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２．５　化合物５的结构鉴定　白色粉末，ｍ．ｐ．：

１１５～１１７℃，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６００ ＭＨｚ）δ：９．８５
（１Ｈ，ｓ，ＣＨＯ），７．８０（２Ｈ，ｄｄ，Ｊ＝８．４，１．８Ｈｚ，Ｈ２，

６），６．９５（２Ｈ，ｄｄ，Ｊ＝８．４，１．８ Ｈｚ，Ｈ３，５）；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５０ＭＨｚ）δ：１３０．０（Ｃ１），１３２．５
（Ｃ２，Ｃ６），１１６．０（Ｃ３，Ｃ５），１９１．１（ＣＨＯ），１６１．４
（Ｃ４）。１ＨＮＭＲ和１３ＣＮＭＲ与文献［９］报道基本一

致，确定化合物５为对羟基苯甲醛（ｐ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

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２．６　化合物６的结构鉴定　浅黄色针晶，ｍ．ｐ．：

１８２～１８４℃。紫外灯３６５ｎｍ 下显亮蓝色荧光。

ＵＶ（ＥｔＯＨ）λｍａｘ（ｎｍ）：２３０，２５４，２９５，３４９，２５２，３１１，

３９９（ＮａＯＨ）。ＩＲ（ＫＢｒ）υｍａｘ（ｃｍ－１）：３３９４，１７０８，

１６２１，１ ５６０，１ ５１１，１ ３８８，１ ２９０，１ １４０，

９４２，８６９。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６００ＭＨｚ）δ：７．５９（１Ｈ，

ｄ，Ｊ＝８．４Ｈｚ，Ｈ４），６．９２（１Ｈ，ｓ，Ｈ５），６．８５（１Ｈ，

ｓ，Ｈ８），６．２６（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３），３．９６（３Ｈ，

ｓ，ＯＣＨ３），６．１６（１Ｈ，ｓ，ＯＨ）；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５０

ＭＨｚ）δ：１６１．４（Ｃ２），１５０．３（Ｃ１０），１４９．７（Ｃ７），

１４４．０（Ｃ６），１４３．３（Ｃ３），１１３．４（Ｃ３），１１１．５（Ｃ９），

１０７．５（Ｃ５），１０３．２（Ｃ８），５６．４（ＯＣＨ３）。以上数据

与文献［１０］基本一致，确定化合物６为异东莨菪内酯

（７ｍｅｔｈｙｌｅｓｃｕｌｅｔｉｎ）。

２．７　化合物７的结构鉴定　无色油状，ｍ．ｐ．：２８～
３４℃，ＩＲ（ＫＢｒ）νｍａｘ（ｃｍ－１）：３４００，１６７０，１５８０，

１５２０，１４００，１３７０，１３４０，１２８０，１１９０，１０７０，

１０３０，９７０，８２０；ＵＶ（ＭｅＯＨ ）λｍａｘ（ｎｍ）：２２４，２７８；
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６００ ＭＨｚ）δ：９．６（１Ｈ，ｓ，Ｈ１），

７．２１（１Ｈ，ｄ，Ｊ＝３．６Ｈｚ，Ｈ３），６．５２（１Ｈ，ｄ，Ｊ＝３．６

Ｈｚ，Ｈ４），４．７２（２Ｈ，ｓ，Ｈ６）；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５０

ＭＨｚ）δ：１７７．６（Ｃ１），１５２．５（Ｃ２），１２２．６（Ｃ３），

１１０．０（Ｃ４），１６０．４（Ｃ５），５７．７（Ｃ６）。１ＨＮＭＲ和
１３ＣＮＭＲ与文献［１１］报道基本一致，确定化合物７为

５羟甲基糠醛（５ｈｙｄｙｏｘｙｍｅｔｈｙｌｆｕｒｆｕｒａｌ）。

２．８　化合物８的结构鉴定　黄色粉末，ＥＳＩＭＳ：

３１７．１０（［Ｍ＋Ｈ］＋），结合１ＨＮＭＲ和１３ＣＮＭＲ推测

其分子式为Ｃ１６Ｈ１２Ｏ７。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δ：１３．１
（１Ｈ，ｓ，ＯＨ５），１０．６９４（１Ｈ，ｓ，ＯＨ７），９．９１（１Ｈ，ｓ，

ＯＨ４′），９．３９（１Ｈ，ｓ，ＯＨ３′），７．４２（１Ｈ，ｄｄ，Ｊ＝

８．４Ｈｚ，Ｈ６′），７．４（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２′），６．８９
（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５′），６．６７（１Ｈ，ｓ，Ｈ３），６．５６
（１Ｈ，ｓ，Ｈ８）；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δ：１８２．５（Ｃ４），

１６４．４（Ｃ２），１５７．７（Ｃ９），１５３．３（Ｃ７），１５２．８（Ｃ５），

１５０．１（Ｃ４′），１４６．２（Ｃ３′），１３１．８（Ｃ６），１２２．８（Ｃ

６′），１１９．４（Ｃ１′），１１６．５（Ｃ５′），１１３．８（Ｃ１０），１１３．８
（Ｃ２′），１０２．９（Ｃ３），９４．６（Ｃ８），６０．４（ＯＣＨ３）。化

合物１３ＣＮＭＲ与文献［１２］基本一致，确定化合物８为

尼泊尔黄酮（ｎｅｐｅｔｉｎ）。

２．９　化合物９的结构鉴定　白色粉末，ｍ．ｐ．：７８～
８２℃。ＥＳＩＭＳ：４３７．２９［Ｍ ＋ Ｎａ］＋。１ Ｈ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６００ ＭＨｚ）δ：０．８８（３Ｈ，ｔ，Ｊ＝６．６Ｈｚ，

ＣＨ３），１．２５～１．３０（３６Ｈ，ｍ，ＣＨ２×１８），１．６２（２Ｈ，

ｍ，ＣＨ２），２．３５（２Ｈ，ｔ，Ｊ＝７．２ Ｈｚ，ＣＨ２），４．２１
（１Ｈ，ｄｄ，Ｊ＝１１．８，４．１Ｈｚ，Ｈａ１），４．１５（１Ｈ，ｄｄ，

Ｊ＝１１．７，４．６Ｈｚ，Ｈｂ１），３．９４（１Ｈ，ｍ，Ｈ２），３．６１
（１Ｈ，ｄｄ，Ｊ＝１１．４，４．７２Ｈｚ，Ｈａ３），３．７０（１Ｈ，ｍ，

Ｈｂ３），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５０ＭＨｚ）δ：１７４．３（ＣＣ＝

Ｏ），７０．３（Ｃ２），６５．２（Ｃ１），６３．５（Ｃ３），１４．１（Ｃ

ＣＨ３）。１ＨＮＭＲ和１３ＣＮＭＲ与文献［１３］报道基本一

致，确定化合物９为二十二烷酰单甘油酯（ｄｏ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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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２，３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ｒｏｐｙｌｅｓｔｅｒ）。

２．１０　化合物１０的结构鉴定　黄色粉末，［α］Ｄ２４＝

－１０°（ＣＨＣｌ３，ｃ＝０．２５）；ＵＶ（Ｅｔ２Ｏ）λｍａｘ（ｎｍ）：２１０，

２５６，２７３（ｓｈ），３５２；ＩＲ（ＣＤＣｌ３）υｍａｘ（ｃｍ－１）：３５４０，

３３２０，１６５０，１６００，１４４０，１３９６，１３３０，１１３０，

１０９０，１０６０；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６００ ＭＨｚ）δ：５．５４
（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３），６．４４（１Ｈ，ｄ，Ｊ＝９．６Ｈｚ，

Ｈ４），７．３２（１Ｈ，ｓ，Ｈ５），６．３５（１Ｈ，ｓ，Ｈ８），２．５４
（３Ｈ，ｓ，Ｈ１２），３．６５（２Ｈ，ｓ，Ｈ１３），１．３９（３Ｈ，ｓ，Ｈ

１４），１２．７（１Ｈ，ｓ，Ｈ７，ＯＨ）；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５０

ＭＨｚ）δ：２０２．４（Ｃ１１），１６５．３（Ｃ７），１６０．１（Ｃ９），

１２９．０（Ｃ５），１２４．８（Ｃ３），１２３．７（Ｃ４），１１４．２（Ｃ

１０），１１３．２（Ｃ７），１０４．５（Ｃ８），８０．９（Ｃ２），６９．１（Ｃ

１３），２６．２（Ｃ１２），２３．４（Ｃ１４）。１ＨＮＭＲ数据与文

献［１４］一致，确定化合物１０为１３羟基泽兰烯（１３

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ｕｐａｔｏｒｏｃｈｒｏｍｅｎｅ）。

３　讨　论

　　糖尿病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以及肥胖发生率的增加，糖

尿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糖尿病在中国的发

病率达到２％。其中２型糖尿病占发病率的９０％～
９５％。对于２型糖尿病治疗现在应用较多的是增敏

剂等，虽然疗效较好，但存在不程度的肝毒性和一些

严重的不良反应。有研究表明，肿柄菊的８０％乙醇

提取物具有通过减少胰岛素抵抗来降低２型糖尿病

模型 ＫＫＡｙ小鼠血糖量，且对正常小鼠没有影

响［１５］，有希望进一步开发应用于２型糖尿病的治

疗。

　　本课题前期对肿柄菊的８０％乙醇提取物依次

用石油醚、乙酸乙酯和正丁醇萃取，得到石油醚、乙

酸乙酯、正丁醇和水部位。分别对由链佐菌素引起

的化学性糖尿病小鼠腹腔注射各部位提取物，给药

１周后结果显示乙酸乙酯部位可以显著降低小鼠的

空腹血糖。本实验从肿柄菊的乙酸乙酯部位分得

１０个化合物，其中９个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得，为

阐明肿柄菊的抗糖尿病活性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些

化合物的降糖活性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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