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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曲草石油醚部位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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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鼠曲草石油醚部位的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和结构鉴定。方法　采用硅胶柱层析和葡聚糖凝胶柱层析
等色谱方法对鼠曲草石油醚部位进行分离纯化，根据理化性质和波谱技术并辅以化学方法进行结构鉴定。结果　从鼠曲草
石油醚部位分离得到１０个化合物，分别为蒲公英甾醇乙酯（ｔａｒａｘａｓｔｅｒ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１）、α香树素（αａｍｙｒｉｎ，２）、β香树素（βａｍｙｒ

ｉｎ，３）、白桦脂酸（ｂｅｔ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４）、大黄素甲醚（ｐｈｙｓｃｉｏｉｎ，５）、大黄素（ｅｍｏｄｉｎ，６）、４胆甾烯３酮、［（２０Ｒ）ｃｈｏｌｅｓｔ４ｅｎ３ｏｎｅ，

７］、３β羟基豆甾５，２２二烯７酮（３βｈｙｄｒｏｘｙ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５，２２ｄｉｅｎ７ｏｎｅ，８）、β谷甾醇（β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ｏｌ，９）、正二十六烷酸（ｎｈｅｘａ

ｃｏｓａｎｉｃａｃｉｄ，１０）。结论　化合物１～８均为首次从鼠曲草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　鼠曲草；化学成分；结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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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曲草（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ａｆｆｉｎｅＤ．Ｄｏｎ）为菊科鼠

曲草属植物鼠曲草的全草，又名鼠耳草、清明菜；性

甘，微酸，味平，归肺经；具有止咳化痰，祛风除湿，解

毒之功效；主治咳嗽痰多，风湿痹痛，泄泻，水肿，赤

白带下，痈肿疔疮等症［１］。鼠曲草主产江苏、浙江等

地，资源丰富，主要含有黄酮、有机酸、三萜等成分。

研究发现其不仅有显著的抗炎、抗氧化、抑菌、镇咳

祛痰、保肝等药理作用，而且还有杀虫作用，常用作

杀虫剂，另外也可以作为食品、化妆品的天然添加

剂，是值得大力开发利用的天然药食资源［２５］。在墨

西哥，其他鼠曲草属植物常被用作抗炎药物，Ｇ．

ｏｘｙｐｈｙｌｌｕｍｖａｒ．ｏｘｙｐｈｙｌｌｕｍＤＣ．，Ｇ．ｌｉｅｂｍａｎｎｉｉ

Ｓｃｈ．Ｂｉｐ．Ｖａｒ．ｍｏｎｔｉｃｏｌａ（ＭｃＶａｕｇｈ）Ｄ．Ｎａｓｈ和

Ｇ．ｖｉｓｃｏｓｕｍＫｕｎｔｈ己烷提取物显示了很强的抗炎、

抗菌活性［６］。目前，文献报道的鼠曲草的化学成分

主要是黄酮及黄酮苷类成分［５，７９］，至于鼠曲草中萜

类等小极性成分尚未见报道，为了对鼠曲草中的小

极性成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本课题组对其石油醚

部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从中分离得到１０个化

合物，其中化合物１～８为从该植物中首次分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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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均为属内首分。

１　仪器、试剂与药材

　　日本Ｙａｎａｃｏ显微熔点测定仪（温度计未校正）；

ＶａｒｉａｎＭＡＴ２１２型质谱仪；ＢｒｕｋｅｒｓｐｅｃｋｏｓｐｉｎＡＣ

６００Ｐ型核磁共振仪（６００ＭＨｚ）；柱层析和薄层层析

硅胶均为烟台江友硅胶开发有限公司生产；Ｓｅｐｈａ

ｄｅｘＬＨ２０为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公司产品；其余试剂均为分

析纯。

　　鼠曲草药材于２００７年９月购自安徽亳州药材

市场，经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药学部陈万生教授

鉴定为菊科鼠曲草属植物鼠曲草（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ａｆ

ｆｉｎｅ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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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方法和结果

２．１　提取与分离　将２７ｋｇ鼠曲草全草粉碎后，用

８０％的乙醇热提３次，每次提取２ｈ；合并提取液，并

减压浓缩，得浸膏３３７５ｇ；浸膏加水混悬，用石油醚

萃取，萃取液减压浓缩后得到石油醚部位３５０ｇ。

取石油醚部位２００ｇ用硅胶柱色谱石油醚乙酸乙酯

（１０１）干柱层析，将其分为４个不同流分；各个流

分再用正相硅胶、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等分离方法反复

纯化得到化合物１（６２ｍｇ），２（５５ｍｇ），３（７０ｍｇ），４
（１００ｍｇ），５（４８ｍｇ），６（１２３ｍｇ），７（４０ｍｇ），８（１５０

ｍｇ），９（３．０ｇ），１０（５．０ｇ）。

２．２　化合物结构鉴定　化合物１：白色无定形粉末

（丙酮），ｍ．ｐ．２５６～２５７℃，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６９［Ｍ＋

Ｈ］＋；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应阳性，其波谱数据

和文献［１０１１］报道的数据一致，因此确定化合物１为

蒲公英甾醇乙酯（ｔａｒａｘａｓｔｅｒ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化合物２：白色无定形粉末，ｍ．ｐ．１８５～１８６℃，

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２６［Ｍ］＋；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

应阳性，其波谱数据与文献［１２］报道的数据一致，因此

确定化合物２为α香树素（αａｍｙｒｉｎ）。

　　化合物３：白色无定形粉末，ｍ．ｐ．１９７～１９８℃，

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２６［Ｍ］＋；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

应阳性，其波谱数据与文献［１２］报道的数据一致，因此

确定化合物３为β香树素（βａｍｙｒｉｎ）。

　　化合物４：无色针晶，ｍ．ｐ．２６０～２６２℃，ＥＳＩ

ＭＳｍ／ｚ：４５６［Ｍ］＋；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应可

阳性，其波谱数据与文献［１３］报道的数据一致，因此确

定化合物４为白桦脂酸（ｂｕｔ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

　　化合物５：橘红色针晶（氯仿），ｍ．ｐ．２１０～
２１１℃，ＥＳＩＭＳｍ／ｚ：２８５［Ｍ＋Ｈ］＋，Ｂｏｒｎｔｒｇｅｒ反

应阳性，其波谱数据与文献［１４１５］报道的数据一致，故

确定化合物５为大黄素甲醚（ｐｈｙｓｃｉｏｉｎ）。

　　化合物６：橙红色针状结晶，ｍ．ｐ．２６６～２６７℃，

ＥＳＩＭＳｍ／ｚ：２７１［Ｍ＋Ｈ］＋，Ｂｏｒｎｔｒｇｅｒ反应阳性，

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６］报道的数据一致，故确定化合物

６为大黄素（ｅｍｏｄｉｎ）。

　　化合物７：白色无定形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８４
［Ｍ］＋；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应阳性，其波谱数

据与文献［１７］报道的数据一致，因此确定化合物７为

４胆甾烯３酮［（２０Ｒ）ｃｈｏｌｅｓｔ４ｅｎ３ｏｎｅ］。

　　化合物８：白色针晶，ｍ．ｐ．１５０～１５２℃，ＥＳＩ

ＭＳｍ／ｚ：４２６［Ｍ］＋；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应阳

性，其波谱数据与文献［１８］报道的数据一致，因此确定

化合物８为３β羟基豆甾５，２２二烯７酮（３βｈｙ

ｄｒｏｘｙ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５，２２ｄｉｅｎ７ｏｎｅ）。

　　化合物９：白色针晶，ｍ．ｐ．１３６～１３８℃。与β
谷甾醇（βｓｉｔｏｓｅｒｏｌ）标准品进行对照，在多种溶剂体

系中进行薄层层析（ＴＬＣ）检测，Ｒｆ值相同，因此确定

化合物９为β谷甾醇（β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ｏｌ）。

　　化合物１０：白色片状结晶，ｍ．ｐ．７０～７１℃，

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９５［ＭＨ］－；其波谱数据与文献［１９］

报道的数据一致，故确定化合物１０为正二十六烷酸

（ｎｈｅｘａｃｏｓａｎｉｃａｃｉｄ）。

３　讨　论

　　本实验从鼠曲草的石油醚部位分离鉴定了１０
个化合物，分别为蒲公英甾醇乙酯（１）、α香树素

（２）、β香树素（３）、白桦脂酸（４）、大黄素甲醚（５）、大

黄素（６）、４胆甾烯３酮（７）、３β羟基豆甾５，２２二

烯７酮（８）、β谷甾醇（９）、正二十六烷酸（１０），其中

化合物１～８均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本

研究为探明鼠曲草的化学成分提供了科学依据。文

献调研发现蒲公英甾醇乙酯［２０］、α香树素［２１］、β香树

素、白桦脂酸［２２］、大黄素甲醚、大黄素［２３］均具有抗炎

活性，为研究鼠曲草抗炎活性奠定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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