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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中国南海褐藻 Σαργασσυ µ ϖαχηελλιανυ µ 和绿藻 Υλϖα λαχτυχα的化学成分 ∀方法 应用各种色谱

技术进行分离纯化 用 ≥ ≤ ⁄∞°× ± ≤ 和 ≤ 鉴定化合物 ∀结果 分离并鉴定了 个新

化合物 化合物 1 √ 为 2甲基2∃ 2 2三羰基2 2四氮2环十一二烯 化合物 2 ∏ 为胆甾2

2甲基2 2环丙烷2∃ 2 2酮 ∀结论 1 和 2 为新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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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从海藻中分离得到许多结构独特且有生

物活性的化合物≈ ∗ 这不仅促进了有机化学的发

展 而且为寻找新药开辟了道路 ∀ 5本草纲目6记载

/马尾藻主治 种水肿瘤 !聚结气 !瘘疮 治阴溃肿

利水道 治面肿 !恶疮 !鼠瘘0 马尾藻 Σαργασσυ µ

ϖαχηελλιανυ µ 的化学成分未见报道 ∀作者从中分离

得到一种新的含高氮十一员杂环化合物 1 √

2甲基2∃ 2 2三羰基2 2四氮2环十一

二烯 ∀昆布作为中草药也有较长的历史 且可食

用 ∀其化学成分未见报道 作者从中分离得到一种

新的甾醇化合物 2 ∏ 胆甾2 2甲基2

2环丙烷2∃ 2 2酮 该甾醇支链上含有环丙烷 这

种结构的甾醇比较少见 ∀

ƒ  ≥ ∏ ∏ ∏ 1

  化合物 1  白色粉末 ∗ ε

≤ 元素分析 ≤ 1 1

1 计算值 ≤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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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谱显示化合物 1 共有 个共振信

号 其中 个季碳 个 ≤ 个 ≤ ∞ ≥ 在高质

区给出碎片 即 1 的分子量为 因此 推

断 1 的分子式为 ≤ 该化合物不饱和度为

∀

  根据 及 ⁄ ≥ 2 ∆

1 1 1

1 重水交换 共振信号消除 表明它们

为 个含氮的氢 ∀由 ≤ ⁄∞°× 谱 1

1 1 及

确证 个酰胺基的存在 其中 ∆≤ 1 羰基

共振信号位于高场 推断羰基碳邻近有孤对电子 确

定它是脲基上羰基信号 因为在各种羰基化合物中

脲基碳位于高场≈ 从而推断该化合物含有结构单

元2 ≤ 2 碳氢远程相关谱 ≤ 显示 ≤2 与

2 及 2 相关 进一步证实结构单元2 ≤ 2

的存在 ∀∆ 1 1 1

1 ÷ 偶合体系 这两个烯质子化学位移

相差较大 说明处于不同的化学环境 一个处于羰基

邻位 一个处于氨基邻位 结合 ≤ ⁄∞°× 谱 ∆≤

1 1 表明分子中含有结构单元

2≤ ≤ ≤ 2 谱中 ∆ 1 和

≤ ⁄∞°× 谱中 ∆≤ 1 1 ∆≤

1 说明化合物含有 个三取代的双键 推导结

构单元2≤ ≤≤ 2的存在 ∞ ≥ 中碎片离子峰

表明有片段2 2 2存在 ∀

该物质有 个不饱和度 除上述 个还剩下 个不

饱和度 推断该化合物为环状结构 ∀ 2 相关谱

显示如下的相关关系存在 2 ∴ 2 ∴ 2 2 ∴

2 ∴ 2 2 ∴ 2 进一步证实分子片断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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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2≤ ≤ 2 2 2 2 2的存在 根据

碳氢远程相关谱 ≤ 显示 ≤2 与 2 2 及

2 相关 ≤2 与 2 及 2 相关 ≤2 与 2 及

2 相关 ≤2 与 2 及 2 相关 ≤2 与 2 相

关 ≤2 与 2 及 2 相关 可以将上述各分子片断

连接起来 从而推断化合物 1 的结构 图 ∀

化合 物 2  白色 粉末 ∗ ε

≤ 2 ∏ 试验呈现明显的甾

醇特征反应 ∞ ≥在高质区给出碎片 即

2 的相对分子量为 结合元素分析 ≤ 1

1 计算值 ≤ 1 1 推断 2

的分子式为 ≤ 该化合物不饱和度为 ∀

谱 ∆ 1 ∗ 1 出现系列共振信号 这是甾

醇骨架上为数众多的亚甲基和次甲基信号相互重叠

的结果 ≤ ⁄∞°× 谱 1 1 为

角甲基共振信号 因此 化合物 2 为一甾醇化合物 ∀

本文根据 ≤ ⁄∞°× 和 对所有的 ≤ 和

的共振信号进行归属 ∀

官能团的确定  羟基

处有中等程度的吸收峰 显示有

一可氘代的质子 ∆ 1 可交换 结合 ∆≤ 1

表明仲羟基的存在 羰基

及 ∆≤ 1 示分子中存在羰基 双键 ∆ 1

及 ∆≤ 1 1 说明化合物中含

有 个三取代的双键 ∀

羰基位置的确定  甾核中有 个羟基 个三

取代的双键及 个共轭的羰基 ∆≤ 1 ≤ 是由

于羰基存在 ≤2 上所致 ∀结合 ≤ 谱中观察到

如下相关关系 ≤2 与 2 相关 ≤2 与 2 相关 ≤2

与 2 及 2 相关 ≤2 与 2 及 2 相关 从而

确定甾核的结构 ∀

支链确定  2 的 ∞ ≥给出碎片离子

这是断裂支链后产生的碎片离子峰 亦即支链

为 ≤ ∀支链包括 个甲基 个次甲基 个亚

甲基 不饱和度为 但支链不再有双键碳 因此推

断支链有 个环状结构存在 ∀ 谱显示 个

处于高场的质子 ∆ 1 1 1

1 1 说明分子中具有丙环结

构 ∀三员环上的质子位于高场 且质子的 峰偶

合在 1 和 1 之间 说明三员环存在于 ≤2

和 ≤2 上≈ ∀ 2 的碎片离子峰

进一步说明三员环存在于 ≤2 和 ≤2 位 图

∀ 2 ≤ ≥≠ 有如下相关关系存在 图 碳氢

远程相关关系 ≤ 显示 ≤2 与 2 2 及

2 相关 ≤2 与 2 2 及 2 相关 ≤2

与 2 2 及 2 相关从而确定 2 的支链结

构 ∀将 2 支链的 ≤ 谱数据与已知化合物 2

的支链 ≤ 谱数据相比较

基本吻合≈ 证明 2 的支链结构推导正确 ∀

ƒ  ≥ ∏ ∏ ∏ 2

ƒ  2 ∏ 2

  综上所述 根据甾核及支链的结构推导 得出化

合物 2 的结构 图 ∀

实 验 部 分

  2÷ 国产显微熔点仪 温度未校正 美国

公司产 ⁄÷2ƒ× 红外光谱仪 公司产 ƒ÷2 ±

核磁共振仪 ∏ 2 型核磁共振仪 ∂ 公司产

质谱仪 ° ∞ ≤ 自动元素分析仪 ∀

薄层色谱及柱色谱用硅胶 Λ 为青岛海洋化

工厂生产 ∀

1  提取分离

化合物 1 的分离  将 Σαργασσυ µ ϖαχηελλιανυ µ

样品约 剪碎 用 ∞ 在室温下浸提 ≅

浸提物减压浓缩得粗提物 加入少量

依次用 ∞ 2 ∏ 萃取 将 2 ∏ 萃取

液减压浓缩回收溶剂得棕色稠状物 ∀后者经硅

胶真空柱色谱 以 ) ≤ ≤ 为洗脱液进行梯

度洗脱 从 ≤ ≤ ) 溶液洗脱得一固

体 该固体再经硅胶加压柱色谱得化合物 1

重结晶 次得白色粉末 1 约 ∀

化合物 2 的分离  将切碎的昆布 Υλϖα λαχτυα

用 ∞ 在室温下浸提 ≅ 浸提物

##药学学报 ° ∏ ≥ Β ∗



减压浓缩得粗提物 粗提物以 2 ∏ )

分配 次 合并 2 ∏ 萃取液 减压浓缩回收溶剂

得棕色稠状物 ∀后者经硅胶真空柱色谱 以

) ≤ ≤ 为洗脱液进行梯度洗脱 ≤ ≤ )

Β 部分再经硅胶加压柱色谱得化合物 2

重结晶得白色粉末 2 约 ∀

2  鉴定

化合 物 1  白色 粉末 ∗ ε

≤

∆

⁄ ≥ 1 1 1

1 1 1

1 1 1 1 ∀

≤ ∆≤ ⁄ ≥ 1 1 1

1 1 1 1

1 ∀ ≥

∀

化合 物 2  白色 粉末 ∗ ε

≤

⁄ ≥ 2⁄ × ≥ ∆

1 2 1 2

1 1 2 1 2

1 1 2 1

1 2 1 1 2

1 2 1 2 2

1 1 1 1

≤ ⁄ ≥ 2⁄ × ≥ ∆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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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ΒΣΤΡΑΧΤ  ΑΙΜ: × ∏ Σαργασσυµ ϖαχηελλιανυµ Υλϖα

λαχτυα ≥ ∏ ≤ ≥ ΜΕΤΗΟ∆Σ : ∂ ∏ ∏ ∏

∏ ≥ ≤ ⁄∞°× ±≤ ≤ ∏

∏ ∏ ∏ ΡΕΣΥΛΤΣ : × ∏ ∏ ∏

∏ 2 2 2 2 2 2 2 2 ∏ 1 2
2 2 2 2∃ 2 2 2 Β2 2 √ ΧΟΝΧΛΥΣΙΟΝ: ∏

1 2 ∏

ΚΕΨ ΩΟΡ∆Σ  Σαργασσυµ ϖαχηελλιανυµ ; Υλϖαλαχτυ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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