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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雷公藤 Τριπτερψγιυ µ ωιλφορδιι 的化学成分 ∀方法  应用各种色谱技术进行分离纯

化 用  ∂   ≥    ≥    ≤   ≤   和 ƒ    2  ≤ ≥≠  2≤ ≤ ≥≠ ⁄2∞≥≠  2≤ ≤ ≤

鉴定化合物 ∀并进行初步的药理实验 ∀结果  分离并鉴定了  个生物碱 ∏ 和雷公藤康碱 

 ∀结论  为一种新的倍半萜生物碱 药理实验证明该生物碱有免疫抑制活性 并对白血病细胞有抑

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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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公藤 Τριπτερψγιυ µ ωιλφορδιι 系卫

矛科雷公藤属植物 该植物在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

慢性肾炎 !红斑狼疮 !接触性皮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

均有显著的疗效 ∀前文≈报道了我们从雷公藤中

分得新的倍半萜生物碱 本文继续报道从其乙醇提

取物中分离到的 个倍半萜生物碱 ∀

  Ευονινε (Ι)  无色棱柱状结晶  ≤ ≤ Β

      ε    ≥  1

    分子式为 ≤  计算值 1 ∀

分子量与∏≈ ∏
≈ ≈相

同 ∀紫外光谱示有雷公藤倍半萜生物碱的类似吸收

   ∀红外光谱示有羟基   

酯基  及吡啶环    

的特征吸收 ∀    示有  个乙酰基∆1 

1 1 1 1 1 ∆1示有  个羟

基 重水交换消失 ∀从  谱中可看到吡啶环上

碳上氢之间有邻位偶合 表明碱 的吡啶环

与大环连接是在 位与 位碳上 这种连接方式与

∏及 ∏相同 而与  不同 ∀

从碱 的  谱中还可看到 Ι有 个甲基 两个

甲基∆1 1为单峰 ∆1处甲基呈双峰 表

明为 ≤  ≤  而 ∏有两个呈双峰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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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ƒ¬ 

∞2  

基 ∀Ι的≤ 谱示有相应的 个羰基碳 个吡

啶环碳 个季碳 ∀从 2  ≤ ≥≠ 和 2≤ ≤ ≥≠

可见甲基双重峰是 ≤2位上甲基 ∀   谱示 ∆

1羟基位移与 2  的类似≈ 这在 ⁄2∞≥≠

中得到证实 ∆ 1 即 ≤2 位上甲基与 2  有

∞相关 根据 2  ≤ ≥≠ 和 2≤ ≤ ≥≠ 谱中

碳氢的归属 确定 Ι与 的结构相同 ∀

  雷公藤康碱(ΙΙ)  无色柱状结晶≤ ≤ Β

      ε ∀    ≥  1

  分子式 ≤   计算值 1 紫外

光谱  与文献≈报道的雷公藤倍半萜

生物碱有类似吸收 红外光谱示有羟基 

  !酯基     !吡啶环  

 和呋喃环    的特征吸收 ∀
  谱示有  个乙酰基∆1 1 1 

1 1 !羟基∆1 1 重水交换消失 !

个甲基∆1 1 1 1 ∀ ≤  示有 

个酯羰基碳 个烯碳 基中 个烯碳带有氢原子 

个季碳 个 ≤  个 ≤  个 ≤  ∀

  比较 Ι和 ΙΙ的   表  吡啶环上氢的信

号有明显的不同 ∀Ι的吡啶环连接部分已阐明 ∀ΙΙ

的 2≤ ≤ ≥≠ 中 ≤2χ ∆1 χ2 ∆1 ≤2

χ ∆ 1  χ2 ∆ 1  χ2 ∆ 1  ≤2χ ∆

1 而在 2  ≤ ≥≠ 中 χ2 与 χ2 有相关 

而 χ2 与 χ2 χ2 无相关点 显然 在 ΙΙ中吡啶

环与大环连接是在 位和 位碳上 ∀从表 可见 ΙΙ

中 2 ∆1 2 ∆1 2 ∆1明显比 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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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场位移 说明呋喃环甲酰基是连在 ≤2碳上 而且

从 ∆1和 ∆1的化学位移值证明取代基为

呋喃环 Β位甲酰基
≈ ∀在  谱中 ΙΙ有 个甲

基是单峰  个甲基是双重峰即 ≤  ≤  在

⁄2∞≥≠ 谱中 ∆ 1 与 ∆ 1 处的 ≤ 

有 ∞相关 ∀在 2≤ ≤≤谱中 可见到 ∆1

与 ≤2 ≤2和 ≤2有远程相关 表明 ∆1处的

≤ 是连接在 ≤2上 而 ≤2上的 ≤ ∆1是

单峰 且与   有远程相关 证明 ≤2上连有 个

≤ 和 个   ∀以上连接方式在 ⁄2∞≥≠ 中得

到证实 χ2≤ 上氢与 ≤2上 ≤  有 ∞相关 同

样 χ2≤ 上氢与 ∆ 1 ≤  ≤  亦有 ∞

相关 从而证明 ∆ 1 处的甲基是连在 ≤2 上 ∀

另外 由于 ∆1处的甲基与 ∆ 1处   及 2

和 2 有 ∞相关 推断 ∆ 1处的 ≤  连接在

≤2上 同时在 ≤2上连有羟基 ∀从 ∞≥≠ 谱中可

见 ≤2 和 ≤2 上氢与 ∆ 1 处的甲基有 ∞相

关 推断 ∆1处的甲基是连接在 ≤2上 ∀

  ΙΙ的倍半萜醇部分的质子化学位移与 Ι比较 

无明显差异 说明二者该部分的结构是一样的 参照

文献≈报道的有关数据 推断 ΙΙ的结构如下图所

示 为一种新的生物碱 命名为雷公藤康碱

 并对 Ι和 ΙΙ的  ≤  信号作

了归属表   ∀

ƒ  ≥∏∏∏Ι  ΙΙ

Ταβ 1  1 ΗΝΜΡ σπεχτραλ δατα οφ χοµ πουνδσΙ ανδ ΙΙ (Χ∆Χλ3)

  Ι  ΙΙ    Ι  ΙΙ

           2≤       

             2    

             2≤       

       2≤       

             2≤          

             ≤ ≤  2                     

              

            χ   χ χ    χ χ       

         χ   χ χ    χ χ    

            χ   χ χ    χ χ    

         χ      

           χ      

       δ      

     δ      

2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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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αβ 2  13 ΧΝΜΡ σπεχτραλ δατα οφ χοµ πουνδσΙ ανδ ΙΙ

(Χ∆Χλ3)

 Ι ΙΙ  Ι ΙΙ

         

         

       

     χ    

     χ    

     χ    

     χ    

     χ    

     δ  

     δ  

     δ  

     δ  

     ≤      

        

        

        

        

      

     ≤     

≤      ≤     

≤      ≤   

≤     

实 验 部 分

  熔点测定用 ÷ 显微熔点测定仪 温度未校正 ∀

紫外光谱用  ∂2紫外分光光度计 红外光谱用

°2∞×∞⁄红外光谱仪 核磁共振谱用

∏2 2 ×  ÷2核磁共振仪 质谱用

 ×2 ∞ ≥2≥÷质谱仪 ∀雷公藤原料由

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林来官教授鉴定 ∀

1  提取和分离

取福建泰宁县产雷公藤根皮  粉碎 用

∞  提取 提取液浓缩 加水分成沉淀和水溶液 ∀

沉淀干燥后 加     湿润 用 ∞ 提取 

∞提取液浓缩 再用   ≥萃取 ≥萃取

液用   ≤ 溶液调至     滤出沉淀即

为总碱  总碱在   中进行沉淀 !过滤 沉

淀干后为纯度较好的总碱约  ∀将总碱进行分

配色谱 固定相为   ≤流动相为 ∞ 收集流

份    流份含 Ι再进行吸附色谱 洗脱剂为

≤ ≤2 ≤ 1Β1 在 ≤ ≤2   中重结

晶 得 Ι  另外在分配色谱中   流份为

ΙΙ再行吸附色谱 流动相为 ≤ ≤2 ≤ Β 在

≤ ≤2   中重结晶 得 ΙΙ  ∀

2  雷公藤康碱对溶血素的影响

体重  ?  ≤  ⎯ 小鼠 只 均分为 组 

 绵羊血红细胞≥ ≤ 1 作为抗原 于致

敏后  开始给药 两组分别雷公藤康碱  

及  # 
≅  ∀另设环磷酰胺组环磷

酰胺  # 
≅  ∀对照组 的丙二

醇因雷公藤康碱配药中有用  丙二醇 ∀停药

后次日行眼球摘除取血 分离血清 并于  ε 水浴

放置  以灭活补体成分 ∀取灭活小鼠血清

1 用生理盐水成倍稀释Β  Β 每管

加入Β ≥ ≤ 1 及Β豚鼠血清 1 摇

均 置  ε 温箱中孵育  观察溶血反应≈ 结

果如下 与丙二醇对照组Β比较 τ 检验 Π 

1 环磷酰胺为Β 雷公藤康碱  # 为

Β  # 为Β ∀

3  雷公藤康碱对白血病细胞的影响

用  × × 法检测雷公藤康碱在体外对 细胞

红白血病细胞及 细胞急性髓性白血病细

胞的杀伤作用 ∀在 1 ∏# 浓度时 对 

细胞的抑制率为   对 细胞的抑制率为

  ∀ ≥∏χ检验 与对照组相比 Π 1 ∀

4  鉴定

ευονινε (Ι)  无色棱柱状结晶   

 ε 与碘化铋钾试剂呈阳性反应  ∂ ∞
¬  

   
¬     

        

        

     ≥      

           

         ∀  和
≤  见表 和表  ∀

  雷公藤康碱( Ωιλφορδχονινε)(ΙΙ)  无色柱状结

晶     ε 与碘化铋钾试剂呈阳性反应 

 ∂ ∞
¬     

¬   

        

        

   ∀  ≥      

           

         ∀   ≤  

数据见表 和表  ∀

Ρ ΕΦΕΡΕΝΧΕΣ :

≈  ≥  ≠∏  ≥∏  ετ αλ  

∏∏  ∏  Τριπτερψγιυ µ

ωιλφορδιι  ≈  Αχτα Πηαρµ Σι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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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  ≠   ×∏

 Ευονψµ υσ αλατυσ  ∏ ≈ 

Πηψτοχηε µιστρψ 22    

≈ ≠ ≥∏≠  ≠  ∏∏

       

 Ευονψµ υσαλατυσ∏×∏

 ≈  Τετραηεδρον  34    

≈   •  ƒ  × ετ αλ °  

 ∏ °≈  ϑ

Νατ Προδ  56    

≈ ≥  ≥ ≠  ετ αλ≥∏∏ 

   ≈  Αχτα Χηε µ Σιν 

≤  45    

≈      Τριπτερψγιυ µ ωιλφορδιι

 ×∏∏   

 ≈  ϑ Αµ Χηε µ Σοχ  75    

≈ ¬ ≤ •  ≤ ετ αλ

 Χατηα Εδυλισ °  ≥∏∏ ≤∏ ∞ 

∞ ∞ ∞  √∏

2  ≈  ϑ Χηε µ Σοχ Περκιν

Τρανσ Ι Οργ Χηε µ     

≈ ≤ ≤ •   •  ⁄  ετ αλ

  Χατηα εδυλισ °   ≥∏∏ 

∏          

∏≈  ϑ Χηε µ Σοχ Περκιν

Τρανσ Ι Οργ Χηε µ     

≈  ×   ετ αλ∏√  ∏∏

≈  Αχτα Πηαρµ Σιν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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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ΒΣΤΡΑΧΤ : ΑΙΜ ×∏  Τριπτερψγιυµ ωιλφορδιι  ΜΕΤΗΟ∆Σ

≤∏ ∏∏ ∂   ≥  ≥

  

 ≤  ≤   ƒ  2  ≤≥≠  2 ≤ ≤≥≠ ⁄2∞≥≠  2 ≤ ≤≤ ∏

∏∏∏ΡΕΣΥΛΤΣ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ΚΕΨ ΩΟΡ∆Σ : Τριπτερψγιυµ ωιλφορδιι ∏  ∏ 

∏∏√

##药学学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