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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银杏 Γινκγο βιλοβα 叶的化学成分进行分离 !鉴定 ∀方法  采用各种色谱技术进行分离 用

  ∂  ≥    ≤   和 ⁄  光谱技术确定化合物的结构 ∀结果  分得 个黄酮醇苷类成分 槲皮素2

2 Ο2Β2 ∆2葡糖苷1 山奈酚22 Ο2Β2 ∆2葡糖苷2 芦丁3 山奈酚22 Ο2Β2 ∆2芸香糖苷4 异鼠李素22 Ο2Β2 ∆2芸香

糖苷5 槲皮素22 Ο2Β2 ∆2葡萄糖基22Α2 Λ2鼠李糖苷6 山奈酚22 Ο2Β2 ∆2葡萄糖基22Α2 Λ2鼠李糖苷7 异

鼠李素22 Ο2Β2 ∆2葡萄糖基22Α2 Λ2鼠李糖苷8 ∀结论  化合物 8 为新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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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杏科银杏属植物银杏 Γινκγο βιλοβα 又

名公孙树 为世界上仅有的一科一属一种的特殊植

物 主产于江苏 !山东 !广西等地 ∀自 年代以来 

国内外学者对其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作

了大量研究 ∀银杏叶提取物∞及其制剂成为近

代国内外研究开发的热点之一 ∀特别由于 ∞对

神经系统的独特作用 可作为中枢神经赋活剂而用

于早老性痴呆的防治≈ ∀为

了进一步阐明其活性成分 本文对银杏叶提取物进

行了化学成分研究 采用各种色谱技术 从中分得 

个黄酮醇苷类成分 分别鉴定为 槲皮素22 Ο2Β2 ∆2

葡糖苷1 山奈酚22 Ο2Β2 ∆2葡糖苷2 芦丁3 

山奈酚22 Ο2Β2 ∆2芸香糖苷4 异鼠李素22 Ο2Β2 ∆2

芸香糖苷5 槲皮素22 Ο2Β2 ∆2葡萄糖基22Α2 Λ2

鼠李糖苷6 山奈酚22 Ο2Β2 ∆2葡萄糖基22Α2 Λ2

鼠李糖苷7 异鼠李素22 Ο2Β2 ∆2葡萄糖基22Α2

Λ2鼠李糖苷8 ∀其中化合物 8 为新化合物 其苷

元与糖的连接顺序为先鼠李糖后葡萄糖见下图 ∀

本文报道化合物结构解析工作 ∀

收稿日期 22
3南京市中国药科大学分部      × 

ƒ¬ ∞2  ∏∏

  化合物 8  淡黄色粉末  ∗  ε 盐酸2

镁粉反应呈阳性 紫外光下呈淡棕色荧光  ∂Κ 
¬

  为典型的黄酮类化合物的紫外吸收 

红外光谱数据显示有羟基   宽峰 羰基

  及苷键   宽峰 ∀将 8 酸水

解 通过 ×≤ 检查 !与对照品对照表明有葡萄糖和

鼠李糖存在 通过 ×≤ 检查 !与对照品对照以及

 ∂    谱与文献≈对照表明有异鼠李素存

在 ∀ ∞≥2  ≥谱显示其分子量为  根据元素分析

及 ≤   ⁄∞°× 谱推定其分子式为 ≤   

≤  及 ⁄∞°× 谱显示其有 个甲基其中 个

为   个亚甲基 个叔碳及 个季碳信号 

∞≥2  ≥谱中给出分子离子峰  ≈   及

碎片离子峰 ≈      即失去 个葡萄

糖和 个鼠李糖后的苷元碎片离子峰 ∀ ≤  谱

中 ∆1为 ≤2羰基碳信号 表明 8 为黄酮醇苷

类化合物    谱 ∆ 1表明含有 2  ∆

1表明含有 2  另 ∆ 1还有 个酚

羟基信号 ∆1 表明含有 个甲氧基 由于

环无 χχ对称峰 故 环可能有两个取代基 

即甲氧基和羟基 与文献≈报道的异鼠李素22 Ο2糖

苷的苷元光谱数据基本相同 ∀在   谱中鼠李

糖基的 2 信号在 ∆1 1  葡萄糖基

的 2 信号在 ∆ 1 1   2  ≤ ≥≠

和 × ≤≥≠ 实验可对糖基的所有氢信号进行归属

表  ∀在   ≤ 谱中 鼠李糖的 2 与苷元 ≤2

∆1有相关关系 表明苷元的 位与鼠李糖的

位相连接 ∀从 ≤   谱中可见鼠李糖的 ≤2信

号∆ 1向低场位移 1≈ 在   ≤ 谱中 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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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糖的 2∆ 1与鼠李糖的 ≤2∆ 1和葡

萄糖的 ≤2∆1都相关 说明葡萄糖的 位连

接在鼠李糖的 位上 ∀化合物 8 与糖基相同的同类

化合物山奈酚22 Ο2Β2 ∆2葡萄糖基22Α2 Λ2鼠李糖

苷的光谱比较 数据基本相同≈ 进一步证明本文

结构推导的正确性 ∀综上分析 推定化合物 8 的结

构为异鼠李素22 Ο2Β2 ∆2葡萄糖基22Α2 Λ2鼠李糖

苷≈22 Ο2Β2 ∆2∏22Α2 Λ22

 ∀

Ταβ 1  13 ΧΝΜΡ ανδ 1 ΗΝΜΡ ασσιγνµεντσ ανδ 1 Η213 Χ λονγ2ρανγε χορρελατιον οφ

8 βψ ΗΜΒΧ ανδ ΗΜΘΧιν ∆ ΜΣΟ2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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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部 分

  熔点用 ÷型显微熔点测定仪测定 温度未校

正  用 2型红外光谱仪测定 

 为溶剂 质谱用 ∂  ±∏型质谱仪∞≥2

 ≥测定 ∀     ≤   用 ∏≤ƒ2 

型核磁共振仪测定 内标为 ×  ≥ 溶剂为 ⁄ ≥2

 柱色谱用硅胶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 ∀银杏叶

于 年 月采自中国药科大学校园内 经中国

药科大学龚祝南博士鉴定 ∀

1  提取与分离

取干燥银杏叶  捏碎 用   ∞   

回流提取  次 提取液合并 减压浓缩 与硅藻土

1 拌样后 置索氏提取器中 依次用石油醚 !

∞和   各  回流提取 ∞提

取物经硅胶柱色谱分离 ≤ ≤ )  1Β1 ∗

Β梯度洗脱 各馏分经硅胶柱反复色谱分离 !纯

化 得到化合物 1  2  31  

4  5  6  7 和 8

 ∀

2  鉴定

化合物 1  淡黄色粉末  ∗  ε 盐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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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粉反应显粉红色 浓硫酸反应显黄色 ∀ 

          

  ∀  ∂Κ 
¬   1 1 ∀

∞≥2  ≥ ≈    ∀    ⁄ ≥2

∆12   12   1 χ2  

1χ2  1 1 χ2 1

1 1 χ2 1 1 χ2 1

 1 2 1 1 2 1

1 δ2   1 ∗ 1    ∏  ∀
≤  谱数据见表  ∀其理化性质 !波谱数据与文

献≈报道一致 故鉴定该化合物为槲皮素22 Ο2Β2 ∆2

葡萄糖苷∏22 Ο2Β2 ∆2∏ ∀

Ταβ 2  13 ΧΝΜΡ δατα οφ χοµπουνδσ1 ∗ 7 ιν ∆ΜΣΟ2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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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合物 2  淡黄色粉末  ∗  ε 盐酸2

镁粉反应显橙红色 浓硫酸反应显黄绿色 ∀ 

          

     ∀  ∂Κ 
¬  

1 1 ∀ ∞≥2  ≥ ≈    ∀
   ⁄ ≥2 ∆1 2   1 2

  1χ2  1 1 χ χ2 

1 1 χ χ2 1 1 2 

1 1 2 1 1 δ2 1

∗ 1 ∏ ∀ ≤   谱数据见表  ∀

其理化性质 !波谱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 故鉴定

该化合物为山奈酚22 Ο2Β2 ∆2葡糖苷22

Ο2Β2 ∆2∏ ∀

化合物 3  淡黄色粉末  ∗  ε 盐酸2

镁粉反应显紫红色 浓硫酸反应显亮黄色 ∀ 

          

    ∀  ∂Κ 
¬   1 

1 ∀ ∞≥2  ≥ ≈    ∀   

⁄ ≥2 ∆12  12  1

χ2   1χ2   1 1 χ2 

1 1 1 χ2 1 1 χ2

 1 1 2 1 1 2 

1 1 δ2  1 1 2 

1 ∗ 1 ∏ 1 

1 2 ∀≤  谱数据见表  ∀其理化性质 !

波谱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 故鉴定该化合物为芦

丁∏ ∀

化合物 4  黄色粉末  ∗  ε 盐酸2镁

粉反应显粉红色 浓硫酸反应显黄色 ∀ 

          

   ∀  ∂Κ 
¬    1  

1 ∀ ∞≥2  ≥   ≈    ∀   

⁄ ≥2 ∆12  12  1

χ2  1 1 χ χ2 1

1 χ χ2 1 1 2 1

1 2 1 1 δ2 1 1 

2 1 ∗ 1 ∏ 1 

 1 2 ∀  ≤  谱数据见表  ∀其理化

性质 !波谱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 故鉴定该化合

物为山奈酚22 Ο2Β2 ∆2芸香糖苷22 Ο2Β2

∆2∏ ∀

化合物 5  淡黄色粉末  ∗  ε 盐酸2

镁粉反应显紫红色 浓硫酸反应显黄色 ∀ 

          

  ∀  ∂Κ 
¬  1 1 ∀

∞≥2  ≥ ≈    ∀    ⁄ ≥2

∆1 2   12   1 χ2  

1 1 χ2 1 1 1 χ2

 1 1 χ2 1 1 2 

1 1 2 1 1 δ2 1

 1 2 1χ2  1 ∗ 1 

∏  1    1 2  ∀
≤  谱数据见表  ∀其理化性质与波谱数据与

文献≈报道一致 故鉴定该化合物为异鼠李素22 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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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2 ∆2芸香糖苷22 Ο2Β2 ∆2∏ ∀

化合物 6  淡黄色粉末  ∗  ε 盐酸2

镁粉反应显紫红色 浓硫酸反应显黄色 ∀ 

          

  ∀  ∂Κ
¬   1  

1 1 1 ∀ ∞≥2  ≥ 

≈    ∀    ⁄ ≥2 ∆12

  12  1χ2  1χ2  

1 1 χ2 1 1 1 χ2

 1 1 χ2 1 1 2 

1 1 2 1 1 δ2 1

 1 2  1  δ2  1 ∗ 1

 ∏  1  1 δ2 ∀
≤  谱数据见表  ∀其理化性质 !波谱数据与文

献≈报道一致 故鉴定该化合物为槲皮素22 Ο2Β2 ∆2

葡萄糖基22Α2 Λ2鼠李糖苷≈∏22 Ο2Β2 ∆2

∏22Α2 Λ2 ∀

化合物 7  黄色粉末  ∗  ε 盐酸2镁

粉反应显粉红色 浓硫酸反应显黄色 ∀ 

          

   ∀  ∂ Κ
¬  1 

1 1 ∀ ∞≥2  ≥ ≈    ∀
   ⁄ ≥2 ∆1 2   1 2

  1χ2  1 1 χ χ2 

1 1 χ χ2 1 1 2 

1 1 2 1 1 δ2 1

 1 2  1  δ2  1 ∗ 1

 ∏  1  1 δ2 ∀
≤  谱数据见表  ∀其理化性质 !波谱数据与文

献≈报道一致 故鉴定该化合物为山奈酚22 Ο2Β2 ∆2

葡萄糖基22Α2 Λ2鼠李糖苷≈22 Ο2Β2 ∆2

∏22Α2 Λ2 ∀

化合物 8  淡黄色粉末  ∗  ε 盐酸2

镁粉反应显紫红色 浓硫酸反应显黄色 ∀ ∞≥2  ≥

≈    ∀元素分析计算值  ≤ 1 

 1 理论值   ≤ 1   1 ∀ 

          

  ∀  ∂Κ 
¬  1 1 ∀

   和≤  谱数据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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