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芜菁还阳参中倍半萜类成分的分离和鉴定

赵爱华 3 彭小燕 唐传劲 张荣平

 昆明医学院天然药物化学教研室 云南 昆明   云南中医学院中药系 云南 昆明 

摘要 目的  对芜菁还阳参 Χρεπισ ναπιφερα ƒ 根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 ∀方法  采用溶剂分配及

各种色谱方法进行分离纯化 ∀得到 个化合物 用    ≤   ⁄∞°×  2  ≤ ≥≠   ± ≤   ≤  ∞≥≠ 

 ≥和  ∂ 光谱技术进行鉴定 ∀结果  得到 个萜类化合物 分别是 ∃ 2二烯2重排桉烷2 2二羧酸22Β2 ∆2葡糖

苷 命名为还阳参酸苷Ι和蒲公英醋酸酯¬ΙΙ ∀结论  化合物 为一新的重排桉烷

型倍半萜苷类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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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菁还阳参 Χρεπισ ναπιφερα ƒ 

为菊科还阳参属植物 该属植物中有 种有药用价

值 芜菁还阳参主要分布在云南 ∀ 5滇南本草6记载

有滋阴润肺 !止肺热咳嗽 除虚痨发烧 攻疮毒 利小

便 !止咳血等功效≈ ∀云南彝族 !白族 !纳西族等少

数民族广泛用其治疗食积腹胀 !胃肠绞痛 !泻痢等疾

病 ∀ 5云南省药品标准6中也收集了此药材 ∀但

对还阳参属药用植物进行基础药学研究甚少 迄今

对芜菁还阳参的化学成分仅报道≈从中分离出 个

三萜化合物 ∀为了对该药材进行系统的基础药学研

究 作者对其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 现报道部分结

果 ∀从乙醇提取物中的氯仿部分 分离得到 个新

的倍半萜酸苷化合物Ι和 个三萜类化合物ΙΙ ∀

其中化合物 Ι具有 ∃ 2二烯2重排桉烷2 2二羧

酸22Β2 ∆2葡萄糖苷结构 为一新的桉烷型倍半萜

苷化合物 命名为还阳参酸苷见下

图  化 合 物 ΙΙ 为 蒲 公 英 醋 酸 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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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Ι  浅色无定型粉末   ∗  ε ∀

反应呈阳性 提示为一苷类化合物 ∀ ƒ2

 ≥√给出   为 1 分子式为

≤   ∀另外 元素分析 ≤ 1   1  也

符合分子式 ≤   不饱和度为  ∀ ≤ 显示

在 ∆ ∗ 处有 个峰 ∀其中有 个羰基峰 ∆

1和 ∆ 1 其余  个构成  个双键 且

⁄∞°×显示其中 个为三取代双键 另 个为四取

代双键 ∀另外 在 ∆  ∗ 处出现 个葡萄糖基

的典型吸收峰 进一步证明此化合物为葡糖苷类 由

此 从不饱和度的计算及碳总个数很容易推知 Ι为

一双环型的倍半萜苷类化合物 ∀溴酚蓝化学反应为

阳性 结合化学位移显示的数值 都证实有游离羧基

存在 ∀而 ∆1处的羰基位于稍高场 有可能是

成酯或成酯苷所致 而分子中已证明有葡萄糖基的

存在 且糖端基峰为 ∆ 1 故推断 Ι为酯苷 ∀

ƒ2  ≥给出分子离子峰  为≈   以

及碎片峰  ≈      
和 

  ≤    验证了我们所推导的分子中含有

个游离羧基 个葡糖酯苷的正确性 且由于糖端

基碳 ∆ 1 在   ± ≤ 谱中与 ∆ 1  

质子相关 故为 Β2 ∆2葡萄糖苷 ∀从≤  及

⁄∞°×可知 除葡萄糖基外 分子含 个甲基 个

亚甲基 个次甲基及 个季碳信号包括 个羰基

峰 故分子骨架为桉烷型或重排桉烷型倍半萜 ∀但

在≤ 中未发现有饱和季碳的存在 这样就排

除了桉烷型骨架的可能性 即 Ι只可能为重排桉烷

型的骨架 ∀如 个羰基 个在 位 个在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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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三取代双键位置可能在 ≤2与 ≤2 ≤2与 ≤2 ≤2

 与 ≤2 ≤2 与 ≤2 及 ≤2 与 ≤2 之间 而从

  ± ≤ 和   ≤ 图谱看 季碳 ∆ 1和叔碳 ∆

1与 1 处的饱和亚甲基氢质子均有相关

点 且叔碳 ∆ 1上所连接的  质子 1为 

峰  1 证明有 个邻近  质子存在 即与另

一叔碳相连接 ∀故三取代双键只可能在 ≤2与 ≤2

之间 ∀而四取代双键的位置在 ≤2 与 ≤2 ≤2

与 ≤2及 ≤2与 ≤2之间   ≤ 提示 此双键上

的两个季碳 ∆1和 1均与 ∆1处的甲

基氢有相关点 且甲基氢同时与三取代双键上的两

个碳也有相关点 因此 四取代双键唯一的位置只可

能在 ≤2与 ≤2之间 与三取代双键形成共轭 ∀紫

外吸收光谱中出现  的强峰 验证了此共轭

体系的存在 ∀另外   ± ≤ 显示 ∆ 1处的甲基

碳与 1氢质子相关 ∆ 1处的甲基碳与 1

氢质子相关 且 2  ≤ ≥≠ 中 ∆ 1处的质子与

1的甲基氢质子有偶合关系 甲基峰为 峰 

1 ∀而   ≤ 谱中还出现了游离羧基的碳 ∆

1与 1质子的相关点 ∆ 1的羰基则

与糖端基质子 1相关 ∀这样就归属了两个甲基

和游离羧基的位置 以及成酯的羧基只可能在 ≤2

位 ∀故化合物 Ι的结构为 ∃ 2二烯2重排桉烷2 

2二羧酸22Β2 ∆2葡萄糖苷 此化合物为重排桉烷

型的新化合物 命名为还阳参酸苷 ∀

化合物 ΙΙ  白色无定型粉末  ∗  ε ∀

 ∏反应呈阳性 提示为三萜类化

合物 ∀质谱给出分子量为  结合元素分析 确定

分子式为 ≤   ∀ ≤  谱中有 ∆ 1和 ∆

1峰 提示有乙酰基 ≤ ≤  2 存在 另外 还有

环外双键 ∆ 1和 ∆ 1存在 ∀ΙΙ经碱水解

后 与蒲公英醇标准品进行薄层色谱对照 两者有相

同的  值 ∀确定此化合物为蒲公英醋酸酯

¬ ∀

实 验 部 分

熔点用显微熔点 ÷2 型仪测定 温度未校正 ∀

  用 ∏ 2型核磁共振仪测定 ≤⁄≤

或 ≤⁄为溶剂 ×  ≥ 为内标 ∀  ≥ 用 ƒ2

型质谱仪测定 ∀柱色谱用硅胶 ∗  和

 ∗ 目及薄层色谱用硅胶均为青岛海洋化工

厂生产 显色剂为   ≥ ∀

药材芜菁还阳参采自丽江地区年 月 

标本由昆明医学院生药教研室张荣副教授鉴定 ∀

1  提取分离

干药材粗粉  用   ∞  回流提取 

次 每次 1 ∀合并提取液 回收 ∞  在得到的

流浸膏中加入 倍量水 然后分别用 ≤ ≤ !水饱和

2∏  萃取 次 得到 ≤ ≤ 部份和 2∏  部

份 ∀取 ≤ ≤ 部份进行硅胶柱色谱 用石油醚 )

≤ Β Β Β Β不同比例梯度洗脱 每份

收集  共 份 ∀从  ∗ 份中得白色沉淀 

经重结晶得化合物 ΙΙ∀从  ∗ 份 1 经反

复硅胶低压柱色谱 用 ≤ ≤ )   及 ∞)

  进行洗脱 得化合物 Ι共  ∀

2  鉴定

化合物 Ι  浅黄色无定型粉末 得率 1  

 ∗  ε ƒ2  ≥给出    1

计算值 1 分子式 ≤   元素分析 ≤

1   1  计算值 ≤ 1   1   ∀

反应为阳性 溴酚蓝试剂反应为阳性 ∀

 ∂Κ


¬   ∀ ƒ2  ≥阳性 ≈  

  ≈      
  

  
    ≤     

     ∀ ≤  

≤⁄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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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1

  1 2 1 2 ∀

化合物 ΙΙ  白色无定型粉末 得率 1  

 ∗  ε   ∏反应为阳性 ∀元

素分析 ≤   实测值  ≤ 1  1 

1 计算值  ≤ 1  1  1 ∀ ∞2  ≥

    ≈   ≤ 
  ≈ 

 ≤       

         ∀
   ≤⁄≤ ∆1  1 2 

1 ≤ ≤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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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1 1 

1各  2 2 2 2 2  ∀
≤   ≤⁄≤ ∆1≤2  1≤2 

 1≤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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