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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盾叶薯蓣的水溶性化学成分 用溶剂提取 色谱法分离 光谱法鉴定结构 ∀从盾叶薯蓣的水溶液中

分离到 个甾体皂苷 Ι∗ ς 经分析 
   ! 

≤   ! 
⁄∞°×!   ± ≤ !   ≤和 ×≤≥≠谱 鉴定了化合物的结

构 其中 个为原甾体皂苷 个为甾体皂苷 ∀化合物 ς 为 Ρ 22Ο2Β2∆2∏2∏222ΒΝ2

2Β2¬22Ο2Β2∆2∏2 ψ  2Β2∆2∏2  ψ  2≈ Α2Λ22  ψ  2Β2∆2

∏为 新化合物 命名为  化合物 Ι!ΙΙ!ΙΙΙ在盾叶薯蓣中为首次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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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Ρ 22Ο2 Β2∆2
∏2∏222ΒΝ22Β2¬22Ο2Β2∆2∏2 ψ 2Β2∆2∏2
2ψ 2≈Α2Λ22ψ 2Β2∆2∏ς  ×∏ ς  

∏   ×∏Ι ΙΙΙΙΙ ∆.

ζινγιβερενσισ • 

Κεψ ωορδσ: ∆ιοσχορεα ζινγιβερενσισ   

  盾叶薯蓣为中国特有植物 含有甾体皂苷元 是

合成避孕药 !甾体激素类药物的重要原料 现广泛应

用于风湿性关节炎 !心脏病 !抗肿瘤 !止血 !抗炎等疾

病的治疗 ≈ ∀目前的研究认为甾体皂苷糖链的长

短 !糖链的多少不同 其活性也不同 ≈
因此对薯蓣

中水溶性皂苷进行研究 确定糖苷中糖链与活性的

关系 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由于分离条件的限制对

薯蓣中水溶性成分的研究相对较少 水溶性成分的

组成尚不清楚 ∀作者对盾叶薯蓣的化学成分进行了

多年的研究 已分离到多个甾体皂苷 ≈ ∗ 
本文在此

基础上以新鲜的盾叶薯蓣为原料 研究经正丁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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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后的水相中的化学成分 从中分离得到 个甾体

皂苷 Ι∗ ς 化合物 ς 为新化合物 化合物 Ι!ΙΙ!ΙΙΙ

为首次从盾叶薯蓣中获得 ∀

化合物 ς  白色无定形粉末 溶于甲醇 !乙醇 

极易溶于水 ∀  ε ∞反应呈阳性 ≈Α

⁄

1βχ 1   ≥给出 µ / ζ 1 

≈  

分子式为 ≤   ∞≥2 ≥谱给出 µ / ζ

 1≈   

 1≈    


1

≈    
 ∀


   谱显示 个单峰甲基 ∆ 11

1个双峰甲基 ∆111个双键氢 ∆

1个端基质子信号 ∆ 1111

1∀

≤   谱显示该化合物共有 个碳 表 

除 个糖上碳信号外 苷元有 个碳信号 其中 

个双键碳信号 ∆11在 ∆1处有 个

季碳信号 表明该化合物为甾体皂苷 在 ⁄∞°×2

谱中可见 ∆1处有 个 2≤信号 该碳信号应为

≤ 2说明该化合物皂苷元部分为原甾体皂苷

元 ≈ ∀

在 ∆1处有 个羰基碳 ∆1处为 个甲

基 ∀将化合物 ς 与已知化合物 Ι相比较 发现化合

物 ς 与 Ι的 !≤ !⁄!∞环的碳信号完全一致 不同

之处仅在 环 进一步分析 ≤ 2的化学位移值为 ∆

1≤ 2的化学位移值为 ∆1表明 ≤ 2为与氧

相连的碳 所以导致 ≤ 2向低场移动 同时由于 Β2效

应 ≤ 2由 ∆ 左右移到 ∆ 1∀  ≤谱显示 ∆

1处的羰基与  2∆1!≤ ∆1相关 

证实 ≤ 2的连接 且被乙酰化 羰基还与 ∆1的

甲基相连 ∀

从  2与  2的偶合常数为 1 在 ∞≥≠

谱中 ∆ 1 2与 ∆ 1 2有相关峰 表明

 2为 Α2 因此 位的 Ο2乙酰基为 Β构型 ∀

从 
≤   中可见到 个端基碳信号 ∆1

1 1 1 1表明有 个糖存在 

与已知化合物 Ι糖链相比较 发现化合物 ς 与 Ι的

糖的碳信号完全一致 表明化合物 ς 有 个葡萄糖

和 个鼠李糖 ∀通过  ≤谱分析可知 ∆1的

质子与 ≤ 2∆1相关 说明 ∆1的端基质子

的糖与皂苷元的 ≤ 2相连 ∀从  ≤谱中还可得

到 ∆1的质子与葡萄糖 2的端基碳 ∆1相

关 提示糖链与 ≤ 2∆ 1相连   的  2∆

1与葡萄糖 2的 ≤ 2∆1相关 葡萄糖 2的

 2∆1与葡萄糖 2的 ≤ 2∆1相关 葡萄

糖 2≤的  2∆1和葡萄糖 2的 ≤ 2∆1

相关 ∀通过 ×≤≥≠及   ± ≤图谱的解析 对糖

的质子与碳信号进行了归属 ∀综上分析确定化合

物 ς 的结构为  Ρ 22Ο2Β2∆2∏2

∏222Β Ν 22Β2¬22Ο2Β2∆2∏2

2ψ 2Β2∆2∏2ψ 2≈Α2

Λ22ψ 2Β2∆2∏经

文献检索该化合物为新化合物 命名为 

见图 ∀

实验部分

°2∞型旋光测定仪 ÷型显微熔

点仪 未校正 质谱仪 ∞≥ ≥  2

   ≥质谱仪 ∞ ≥2⁄÷和核磁共振

仪 ∏√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

学研究所 ∀ ƒ硅胶板由山东烟台芝罘化工厂生产 ∀

大孔吸附树脂 2由南开大学化工厂生产  ≤

≤ °°  ∗  Λ  ∏≤!

Φιγυρε 1  ×∏∏∏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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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Λ ×柱填

料为进口分装 ∀

盾叶薯蓣 ∆ιοσχορεα ζινγιβερενσισ • 由陕西

省白河农场提供 由徐增莱副研究员鉴定为盾叶薯

蓣 ∀

1  提取分离

称取新鲜的盾叶薯蓣  切片后用 乙

醇 料液比 Β回流提取  滤出液体 重复 次 

滤液合并 减压浓缩至无乙醇为止 将乙醇提取物用

石油醚萃取脱脂 直至石油醚层无色为止 ∀将脱脂

后的提取物用三倍体积的乙酸乙酯萃取 反复多次 

直到乙酸乙酯相无色时止 ∀将乙酸乙酯提取后的剩

余物用水饱和正丁醇提取多次 直到正丁醇相无色

时止 剩余部分经浓缩至适当体积后为水相 ∀

将水相部分经 2大孔吸附树脂柱   ≅

  分离 依次用去离子水 !不同浓度的乙醇

梯度洗脱 流速约  # 

 收集一次 ∀

 相同的洗脱液合并 经 ×≤鉴定 分成 ! ! ≤ !

⁄! ∞ 部分 各部分分别浓缩 ∀

将 ≤部分用 ⁄≥柱   ≅  纯化 

先用去离子水   洗脱 再用不同浓度的乙

醇梯度洗脱 经 ×≤鉴定和硫酸茴香醛显色 将  

值和显色相同的洗脱液合并 共得 ! ! ! ! !

 个组分 ∀

将 个组分浓缩至一定体积后再分别反复用

⁄≥和  ≤柱   ≅  纯化 分别用 

∗ 的乙醇梯度洗脱 每梯度洗脱  洗脱

流速 1 # 

 收集一管 经 ×≤鉴定

纯度 共得 个甾体皂苷类化合物 Ι∗ ς ∀

2  结构鉴定

化合物 Ι 白色无定形粉末 溶于甲醇 !乙醇 

极易溶于水 ∀从 
   谱可见 个单峰甲基 

个双峰甲基 个双键氢 ∆1个端基质子信号 ∀

≤   谱中共 个碳 除 个糖上碳信号外 苷

元部分有 个碳信号 其中 个双键碳信号 ∆

11在 ∆1有 个季碳信号 表明该化

合物为 个甾体皂苷 ∀ ∆1为 ≤ 说明该化合物

的皂苷元部分为原甾体皂苷元 ≈ ∀从 
≤   中

可见到 个端基碳信号 ∆ 1 1 1

1 1表明有 个糖存在 通过  ± ≤ !

 ≤谱分析确定糖链连接方式 ∀与文献对照确定

化合物 Ι为 Ρ 22Ο2Β2∆2∏2∏22

2ΒΝ222Ο2Β2∆2∏ψ 2Β2

∆2∏ψ 2≈Α2Λ2ψ

2Β2∆2∏与文献 ≈报道一致 ∀

化合物 ΙΙ 白色无定形粉末 溶于甲醇 !乙醇 

极易溶于水 ∀
   谱显示 个单峰甲基  个双

峰甲基  个双键氢  个端基质子信号 ∀ 
≤  

谱显示 个碳 其中 个为糖上碳信号 皂苷元

上有 个碳信号 皂苷元碳信号与化合物 Ι完全

一致 说明该化合物的皂苷元部分为原甾体皂苷

元 ∀从 
≤   中可见到 个端基碳信号 ∆1

1 1 1表明有 个糖存在 通过

 ± ≤ !  ≤谱分析可确定糖链连接方式 ∀经与

文献 ≈对照确定化合物 ΙΙ为 Ρ 22Ο2Β2∆2

∏2∏222Β Ν 222Ο2Β2∆2

∏ ψ 2≈ Α2Λ2 ψ

2Β2∆2∏∀

化合物 ΙΙΙ 白色无定形粉末 溶于甲醇 !乙

醇 极易溶于水 ∀从 
   谱可见 个单峰甲

基  个双峰甲基  个双键氢  个端基质子信

号 ∀由 
≤   谱可知化合物共有 个碳 除 

个糖上碳信号外 皂苷元上有 个碳信号 皂苷元

碳信号与化合物 Ι完全一致 说明该化合物的皂苷

元部分为原甾体皂苷元 ∀从 
≤   中可见 个

端基碳信号 ∆ 1 1 1表明有 个

糖存在 通过  ± ≤ !  ≤谱分析可确定糖链连

接方式 ∀经与文献 ≈对照确定化合物 ΙΙΙ为

 Ρ 22Ο2Β2∆ 2∏2∏222Β

Ν222Ο2Α2Λ2 ψ 2Β2∆2

∏∀

化合物 Ις  白色无定形粉末 溶于甲醇 !乙醇 

极易溶于水 ∀从 
   谱可见 个单峰甲基  

个双峰甲基  个双键氢  个端基质子信号 ∀从

≤   谱可知化合物共有 个碳 其中 个为

糖上碳信号 母环上有 个碳信号 皂苷元碳信号

与 基本一致 说明皂苷元部分为甾体皂苷

元 
≈ ∗  ∀从 

≤   中可见 个端基碳

信号 ∆1 1 1 1表明有 个糖

存在 通过  ± ≤ !  ≤谱分析可确定糖链连接

方式 ∀经与文献 ≈ ∗ 对照确定化合物 Ις 为 2Ο2Β2

∆2∏ψ 2Β2∆2∏ψ 2

≈Α2Λ2ψ 2Β2∆2∏2

∀

化合物 ς  白色无定形粉末 溶于甲醇 !乙醇 

极易溶于水 ∀   ε  ∞反应呈阳性 

≈Α

⁄  1β χ 1       ≥给出 µ / ζ

 1 ≈   

对应的分子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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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谱给出 µ / ζ 1≈   

 1≈ 

  

 1≈      

 ∀ 
  

谱  2δ  ∆1≤ 1≤ 

1≤ 乙酰基上甲基 个双峰甲基 ∆ 1

 ϑ1 1 ϑ  1  1

 ϑ1 个双键氢 ∆1个端基质

子信号 ∆ 1 21 ϑ  1

1 ϑ  1 1 ϑ 1

1 ϑ  1 ∀ 
≤   数据见表

∀

Ταβλε 1  
≤   ∏ς 

2δ 



 ≤  ≤

≥∏

 ≤  ≤

 1  1 2 1 2δ 1

 1  1  1 δ 1

 1  1  1 δ 1

 1  1  1 δ 1

 1  1  1 δ 1

 1  1  1 δ 1

 1  1 22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2χ 1

 1 χ 1

 1 χ 1

 1 χ 1

 1 χ 1

 1 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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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2∞  Σολανυµ ινδιχυµ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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