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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兰肉桂（6.22"-$-1- =,’<"2.*1- KB）为樟科樟属植物，原产斯里兰卡，勐腊、景洪

有栽培。前人对其中的挥发油成分进行过研究，但其它成分未见有报道。对采集于西双版

纳植物园的锡兰肉桂的地上部分的乙醇提取物进行了活性筛选，结果表明具有抗 LH9 活

性。为寻找抗 LH9 活性的先导化合物，我们对该植物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

现报道锡兰肉桂地上部分分离得到的 $ 个黄酮类化合物，经!4 ;’M，!I: ;’M，’1等

波谱测定，它们被分别鉴定为：山奈酚（N5+?OP+Q8B !），山奈酚 - I - % -!- . - 鼠李糖甙

（N5+?OP+Q8B - I - R -!- . - Q25?,8F/E+ "），山奈酚 - I - % - 芦丁甙（N5+?OP+Q8B - I - R - Q3S/T
,8F/E+ I），异鼠李亭 I - % - 芦丁甙（/F8Q25?,+S/, - I - R - Q3S/,8F/E+ &），荭草甙（8Q/+,S/, $）。

实验部分

熔点用 >8PB+Q 显微测熔仪测定（未校正），’1 用 H3S8FO+C - I%% 型测定，;’M 用 KQ3CNT
+Q H’ - &%% 超导核磁仪测定，薄层层析硅胶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聚酰胺粉末为浙江省

台州市路桥四青生化材料厂出产。锡兰肉桂枝条采自云南西双版纳，晒干后加工成粗粉。

锡兰肉桂粉末 !$ N< 用工业乙醇冷浸提取 & 次，浓缩得浸膏 ! $J% <。将浸膏上聚酰胺

柱，以极性递增的乙醇溶剂梯度洗脱。将 I%U乙醇洗下的部分经聚酰胺（以氯仿 - 甲醇

系统作为洗脱剂）和 F+O25E+V .4 - "%（以甲醇 - 水系统作为洗脱剂）反复柱层析，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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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黄酮类化合物（!!"），其样品量分别为 !：#$ %&，’：!’ %&，#：!( %&，)：’" %&，"：

’$ %&。

山奈酚（!） 黄色针晶（丙酮），%* ’+( , ’+-.；/012 2 34（% 5 6）显示准分子离子

峰 ’-"；!7 839（:34; 2 <(）：!!’=)-（!7，>，" 2 ;7），-=$)（’7，<<，? @ ’=-，!!=( 76，7
2 ’A，(A），(=B’（’7，<<，? @ ’=-，!!=( 76，7 2 #A，"A），(=)#（!7，<，? @ ’=$ 76，7 2 -），

(=!-（!7，<，? @ ’=$ 76，7 2 (）；!#C 839（:34; 2 <(）：!!)(=(（>，C 2 ’），!#"=(（>，C 2
#），!+"=B（>，C 2 )），!($=+（>，C 2 "），B-=’（<，C 2 (），!(#=-（>，C 2 +），B#=)（<，C 2 -），

!"(=’（>，C 2 B），!$#=$（>，C 2 !$），!’!=(（>，C 2 !A），!’B=)（<，C 2 ’A），!!"="（<，C 2
#A），!"B=!（>，C 2 )A），!!"="（<，C 2 "A），!’B=)（<，C 2 (A）其!#C 839 数据与文献值基本

一致（3DEFGD% 等 ，!B+-）。

山奈酚 2 # 2 ; 2"2 H 2 鼠李糖甙（’） 黄色针晶（甲醇），%* !+’ , !+".；/012 2
34（% 5 6）显示准分子离子峰 )#!；!7 839（:34; 2 <(）：!+=+#（’7，<<，? @ ’=-，!!=( 76，
7 2 ’A，(A），(=-B（’7，<<，? @ ’=-，!!=( 76，7 2 #A，"A），(=#+（!7，<，? @ !=( 76，7 2 -），

(=!+（!7，<，? @ !=( 76，7 2 (），"=’-（!7，IE >，7 2 !J），#=B(（!7，IE >，7 2 ’J），#=)"
（!7，<<，? @ #=’，-=- 76，7 2 #J），#=$$ , #=’$（’7，%，7 2 )J，"J），$=++（#7，<，? @ (=$
76，C7# 2 (J）；!#C 839（:34; 2 <(）：!!"(="（>，C 2 ’），!#)=’（>，C 2 #），!++=(（>，C 2
)），!(!=’（>，C 2 "），B-=B（<，C 2 (），!()=B（>，C 2 +），B#=-（<，C 2 -），!"+=$（>，C 2 B），

!$#=-（>，C 2 !$），!’$="（>，C 2 !A），!#$="（<，C 2 ’A），!!"=)（<，C 2 #A），!"B=B（>，C 2
)A），!!"=)（<，C 2 "A），!#$="（<，C 2 (A），!$!=-（<，C 2 !J），+$=)（<，C 2 ’J），+$="（<，C
2 #J），+!=!（<，C 2 )J），+$=$（<，C 2 "J），!+=)（K，C 2 (J）其!# C 839 数据的甙元部分与

文献中甙元部分的数据一致，糖部分与文献中槲皮素 2 # 2 ; 2"2 H 2 鼠李糖甙中糖部分

的数据一致（3DEFGD% 等 ，!B+-）。

山奈酚 2 # 2 ; 2 芦丁甙（#） 黄色针晶（甲醇），%* !-" , !B$.；/012 2 34（% 5 6）
显示准分子离子峰 "B#；!7 839（:34; 2 <(）：!!’=""（!7，>，" 2 ;7），+=B(（’7，<，? @
-=- 76，7 2 ’A，(A），(=((（’7，<，? @ -=- 76，7 2 #A，"A），(=#B（!7，<，? @ ’=$ 76，7 2 -），

(=!-（!7，<，? @ ’=$ 76，7 2 (），"=#$（!7，<，? @ +=( 76，LMN 7 2 !J），)=#-（!7，>，9GD 7
2 !#），$=B(（#7，<，? @ (=) 76，9GD C7# 2 (#）；!#C 839（:34; 2 <(）：!!"(=)（>，C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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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0），!"/#(（.，& ’ $0），

!!+#/（.，& ’ "0），!+,#-（%，& ’ )0），!!+#/（.，& ’ +0），!"/#(（.，& ’ *0），!/!#"（.，& ’
!1），()#!（.，& ’ $1），(*#)（.，& ’ "1），(/#*（.，& ’ )1），(+#(（.，& ’ +1，**#-（2，& ’ *1），

!//#*（.，& ’ !!），(/#"（.，& ’ $!），*,#,（.，& ’ "!），(!#-（.，& ’ )!），*-#!（.，& ’ +!），

!(#*（3，& ’ *!）其!" & 456 数据与文献值基本一致（5789:7; 等 ，!,(-）。

异鼠李亭 " ’ < ’ 芦丁甙（)） 黄色针晶（甲醇），=>?’ ’ 5@（; A B）显示准分子离子

峰 *$"；!C 456（D5@< ’ .*）："!$#+*（!C，%，+ ’ <C），(#*)（!C，%，C ’ $0），(#+/（!C，.，

E F -#/ CB，C ’ *0），*#,/（!C，.，E F -#/ CB，C ’ +0），*#)$（!C，%，C ’ -），*#!,（!C，%，C
’ *），+#)$（!C，.，E F *#) CB，GHI C ’ !1），)#)/（!C，%，6:7 C ’ !!），/#,+（"C，.，E F +#*
CB，6:7 &C" ’ *!），"#-$（"C，%，’ <&C"）；!"& 456（&D"<D）："!+*#*（%，&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0），!),#+（%，
& ’ "0），!)(#/（%，& ’ )0），!!"#+（.，& ’ +0），!$$#)（.，& ’ *0），!/!#"（.，& ’ !1），()#)

（.，& ’ $1），(*#+（.，& ’ "1），(/#(（.，& ’ )1），(*#/（.，& ’ +1），*(#/（2，& ’ *1），!/!#/
（.，& ’ !!），(/#)（.，& ’ $!），(/#$（.，& ’ "!），(!#,（.，& ’ )!），*-#)（.，& ’ +!），!(#(
（3，& ’ *!），++#-（3，’ <&C"）其!"& 456 数据与文献值基本一致（5789:7; 等，!,(-）。

荭草甙（+） 黄色晶体（甲醇），;J $*$ K $*)L；=>?’ ’ 5@（; A B）显示准分子离子

峰 ))(；!C 456（D5@< ’ .*）："!"#!-（!C，%，+ ’ <C），(#+$（!C，.，E F -#) CB，C ’ *0），

(#)*（!C，%，C ’ $0），*#*+（!C，.，E F -#) CB，C ’ +0），*#**（!C，%，C ’ "），*#$+（!C，%，
C ’ *），)#*(（!C，.，E F !/CB，C ’ !1），"#!/ K "#,/（;，C ’ $1 K C ’ *1）；!"& 456（D5@<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0），!)+#(（%，& ’ "0），!),#*（%，& ’ )0），!!+#(（.，& ’ +0），!!,#"（.，&
’ *0），("#)（.，& ’ !1），(/#-（.，& ’ $1），(-#-（.，& ’ "1），(/#-（.，& ’ )1），-!#-（.，& ’
+1），*!#*（2，& ’ *1）其!" & 456 数据与文献值基本一致（M72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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