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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藏药五脉绿绒蒿 Μεχονοπσισ θυιντυπλινερϖια 的化学成分 ∀方法  用多种色谱技术进行分

离纯化 用   ≥ ⁄2和 ⁄2  鉴定化合物结构 ∀结果  从  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出 个生物碱 分别鉴定为去

甲血根碱∏Ι !Ο2甲基淡黄巴豆亭碱 Ο2√ΙΙ和五脉绿绒蒿碱∏∏ΙΙΙ ∀

结论  化合物 ΙΙΙ为新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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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ορδσ Μεχονοπσισ θυιντυπλινερϖια∏ Ο2√∏∏

  罂 粟 科 植 物 五 脉 绿 绒 蒿  Μεχονοπσισ

θυιντυπλινερϖια 分布于我国西藏 !陕西 !甘肃 !青

海和四川等地 其干燥全草系传统的藏药吾巴拉 有

清热解毒 !利尿 !消炎和止痛的功效≈ ∀对其化学成

分已有初步报道≈  ∀作者对采自青海大坂山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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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蒿化学成分进行了系统研究 本文报道从该植物

中分离的 个生物碱 去甲血根碱∏

Ι !Ο2甲基淡黄巴豆亭碱 Ο2√ΙΙ和

五脉绿绒蒿碱∏∏ΙΙΙ 其中 化合物

ΙΙΙ为新化合物图  化合物 Ι为首次从绿绒蒿属

植物中分离得到 ∀

化合物 ΙΙΙ  白色结晶      ∗

 ε ≈Α

⁄  11  ≤≤ ∀ 光谱显示

有芳环    

和共轭羰基  




## 药学学报 °∏≥    



的特征吸收峰 ∀ ƒ2≥ 给出准分子离子峰 µΠζ

≈   

通过对准分子离子的  ƒ2≥分

析 µΠζ 1 ≈   
 确定其分子式为 ≤ 

计算值 1  ∀ 
  谱显示在较低场

有 个孤立质子 ∆1  1 和 1

  积分为 个质子的单峰 ∆ 1 和

甲基质子信号 ∆1 ∆1各   提示分子中

存在 个亚甲二氧基 ! 个甲氧基和  个氮甲基 ∀

≤ 和 ⁄∞°×谱显示有 个碳原子 包括 个甲

基碳信号 ∆1 1确证存在甲氧基和氮甲基 

个亚甲基碳信号 ∆1 1 1 1 1 

其中 ∆1确证了亚甲二氧基的存在 个次甲

基碳信号个为 
 杂化 个为 

 杂化 个季

碳信号包括 个羰基 个
 杂化碳和 个

 杂

化碳 ∀
2  ≤≥≠ 显示该化合物分子中存在一组

邻位偶合的亚甲基质子 ∆1  1

 1  1 1  1 

 1  1  1 1  两个相

互偶合的次甲基质子 ∆ 1  2和 ∆ 1

  2分别与两个亚甲基的质子 ∆1 

 1 1 2Α 1  1

2
Β
和 ∆ 1  1 1  2

Α ∆ 1  1 1 2
Β
相关 ∀

因此推断该化合物中存在2≤2≤2和2≤2≤2≤2

≤2结构片断 ∀借助  ±≤对连有质子的碳原子和

与其对应的质子进行了准确指定 再通过 ≤ 分

析图 确定该化合物的骨架 ∀在 ≤ 图谱中 

亚甲二氧基质子信号与 ≤2和 ≤2信号相关 甲氧

基质子信号与 ≤2相关 氮甲基质子信号与 ≤2和

≤2相关 2 2 和 2均与羰基碳≤2信号相

关 因此确定化合物 ΙΙΙ 的结构为 2¬22

2 2≈¬22222∀

最后通过 ∞差谱确定了 ≤2 ≤2和 ≤2的相对

构型 ∀当照射质子 2时 2和 2Α信号显示有

∞增益 当照射质子 2
Β
时 2Α 信号显示有

∞增益 ∀经文献检索确证化合物 ΙΙΙ为新化合

物 命名为五脉绿绒蒿碱∏∏ ∀

ƒ∏  ≥∏∏∏Ι− ΙΙΙ

ƒ∏   ≤ ∏ΙΙΙ

实验部分

  ∏显微熔点测定仪温度未校正 °2

∞2型旋光仪  型傅立叶变

换红外光谱仪 ∂ ∏  √核磁共

振仪 ∂ 2ƒ 质谱仪 ∏2 ∞×ƒ 型质

谱仪 •   高效液相色谱仪  公司

∞ ≤制备柱   ≅   ≅  Λ 

• 型检测器 ∀≥¬2和  2≤反

相硅胶为 °公司产品   型大孔树脂为北

京化工七厂产品 薄层色谱用硅胶 ƒ  ∗ 

Λ和柱色谱硅胶 ∗ 目均为青岛海洋化工

厂产品 ∀

植物样品采自青海大坂山 经兰州大学生物系

张国梁教授鉴定为罂粟科植物五脉绿绒蒿

 Μεχονοπσισ θυιντυπλινερϖια  标本

保存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植物标本室 ∀

1  提取分离

干燥的五脉绿绒蒿全草  粉碎后用  

∞提取 次 提取液减压浓缩成浸膏 ∀将 ∞

浸膏混悬于   中 用 ∞萃取 有机相减压浓

缩得浸膏  水相通过大孔吸附树脂柱 用  

洗脱至淡黄色后 再用   ∞洗脱 洗脱液减压

浓缩得浸膏 1 ∀ ∞萃取物进行硅胶柱色谱 

以 ≤≤2Β ∗ Β梯度洗脱 ≤≤ 洗

脱部分进行 ≥¬ 2 柱色谱 用石油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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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ΒΒ洗脱 薄层色谱检查 合并相同

部分 得 Ι粗品 再用反相 °≤ 制备柱纯化 以

2 2ΒΒ为流动相 得 Ι

 ∀大孔吸附树脂柱色谱的  乙醇洗脱部分再

进行硅胶柱色谱 以 ≤≤2Β ∗ Β梯

度洗脱 薄层色谱检查 合并相同部分 其中 ≤≤2

Β ψ Β洗脱部分含有生物碱 再用

≥¬2柱色谱 ≤≤2Β反复脱去

色素 得 ΙΙ和 ΙΙΙ的混合物 最后用反相 °≤ 制备

柱纯化 以 ≤ ≤2 2ΒΒ为流动相 

得 ΙΙ 和 ΙΙ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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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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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 进行归属的 与文献中去

甲血根碱∏
≈的相关数据一致 ∀

化合物 ΙΙ  淡黄色胶状物 ∀ ƒ2≥ µΠζ 

≈   
 ∀ 

        

       ∀ 
  和

≤  数据见

表  表中数据是用
2  ≤≥≠   ±≤ 和 ≤ 进

行归属的 与文献中 Ο2甲基淡黄巴豆亭碱  Ο2

√
≈的相关数据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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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值1  分子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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