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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仙人掌的化学成分 ∀方法  应用多种柱色谱方法进行分离和纯化   和 ≥等波谱解析化

学结构 ∀结果  从仙人掌肉质茎的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出 个化合物 其结构分别鉴定为 2 Ο2甲基异鼠李黄素1 !

2乙氧基22羟甲基2Α2吡喃酮2) !正十七醇(3) !香草酸(4 !异鼠李黄素22 Ο2鼠李糖苷5)和芦丁(6 ∀结论  化合物

2 为新化合物 化合物 1 !3 !4 !5 均为首次从本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6 为本植物首次分离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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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讯作者  ×      

  仙人掌≈ Οπυντια διλλενιι 2   为仙

人掌科 ≤ 仙人掌属植物 主要分布于我国

南部沿海沙滩上 ∀作者曾从该植物分离得到多个黄

酮类成分≈ ∀本文报道仙人掌 Ο διλλενιι的化学

成分 通过多种柱色谱从该植物肉质茎的乙醇提取

物中分离得到 个化合物 经波谱方法分别鉴定为 

2 Ο2甲基异鼠李黄素 1 !2羟乙基22甲氧基2Α2吡

喃酮 2) !正十七醇 (3) !香草酸 (4 !异鼠李黄素22

Ο2鼠李糖苷 5和芦丁 6 ∀其中 化合物 1 !3 !4 !5

均为首次从本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6 为从本

植物首次分离得到 化合物 2为新化合物 是一种吡

喃酮 结构如下 ∀

ƒ∏  ≥∏∏  2¬22¬2Α2



化合物 2  白色针晶 由  ∞2≥给出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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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峰 µΠζ 1  ≈  

≤   计算值

1  得知该化合物的分子式为 ≤   ∀

吸收峰  

表明分子中有羰基 ∀该化合物

的
 谱及

≤ 谱与在本植物中大量存在的

已知化合物仙人掌醇极其相似 差别仅在于 2 中存

在一组属于连乙氧基的信号 ∆ 1 ϑ 

1 ∆≤ 1 以及 ∆ 1 ϑ  1 ∆≤ 1 

而仙人掌醇为一甲氧基碳信号 ∀根据
2  ≤≥≠ 


≤2  ≤≥≠ 及 ⁄∞°×谱的分析 将各质子信号与碳

信号的归属确证 ∀而在 ≤ 实验中 ∆ 1的质

子与 ∆1 1的碳信号相关 表明羟甲基连接

在 Α2吡喃酮环的 位 ∀在 ∞差光谱中 ∆ 1及

∆1质子与乙氧基上 ∆ 1质子的相互关系 说

明乙氧基处于 2位 ∀综上分析 确定 2 的结构为 2

乙氧基22羟甲基2Α2吡喃酮 ∀该化合物可能是在用

乙醇提取的过程中 乙醇置换了仙人掌醇上的 2甲

氧基而形成的人工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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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ƒ≥ 及 2∞≥ ! 2ƒ≥ 用 ∞

≥2≥÷ 质谱仪及 ≥2≤×∞测定 ∀正相柱

色谱用 • 2 硅胶 ƒ∏≥ ≤ 

2目 反相柱色谱用填料为 ≤¬ ⁄≥

⁄× ƒ∏≥≤  目 ∀

正反相薄层色谱均为 公司产品 ∀

植物样品采自海南三亚海滩上 标本由海南师

范学院生物系钟义教授鉴定 ∀

1  提取分离

新鲜仙人掌  用   ∞ 提取 次 合并

提取液 回收 ∞ 得到 ∞ 提取物  ∀提取

物用  混悬 再分别用 ≤≤ !2∏ 萃取 回收

溶剂后得到 ≤≤ 部分  2∏ 部分  及

 溶部分  ∀取 2∏ 部分  经过反复

硅胶 !⁄≥ !≥¬2柱色谱及 °≤ 分离得到

化合物 1   2   3   4   

5   6   ∀

2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  黄色粉末 ≤   ∞2≥ µΠζ 

≈  



  ∆2⁄  1  2

 1 ϑ  1 χ2 1  ϑ 

1 1 χ2 1  ϑ  1 χ2 1

 ϑ 1 2 1 ϑ 1 2 1

 2≤ 1 χ2≤ ∀该数据与文

献≈一致 鉴定为 2 Ο2甲基异鼠李黄素 ∀

化合物 2  白色针晶 ≤    1 ∗ 1

ε ∞2≥ µΠζ  ≈  

高分辨 ∞2≥ 计算值

1   ≤   ≈  

 测 定 为 1  ∀

∂Κ

¬  Ε1  Τ¬ 


    

            ∀ 
2  及


≤2 ≤⁄≤ 见表  ∀

化合物 3  白色粉末 ≤   与正十七醇标准

品作 ×≤对照 值相同 且
  及

≤ 均相

同 鉴定其为正十七醇 ∀

化合物 4  无色结晶 ≤   ∞2≥ µΠζ 

≈



  ∆≤⁄ ⁄ 1 22 

1 22 1 ϑ  12 

≤  ∆≤⁄ ⁄ 12≤ 12≤ 1

2≤ 12≤ 12≤ 12≤ 1

2≤ 12≤ 与香草酸标准品作 ×≤ 对照 

值相同 且
  ! ≤ 值均与香草酸相同 故鉴

定为香草酸 ∀

化合物 5  黄色粉末 ≤   ƒ2≥ µΠζ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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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χ2≤ 12≤ ∀与文献≈对照基本一

致 鉴定为异鼠李黄素22 Ο2鼠李糖苷 ∀

化合物 6  黄色粉末 ≤   ƒ2≥ µΠζ 

≈  
以芦丁标准品作 ×≤ 对照 值相同 且


  ! ≤均与芦丁相同 故鉴定为芦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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