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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石杉科植物蛇足石杉 Ηυπερζια σερρατα ×∏ ×√ 的生物碱成分 ∀方法  应用各种色谱技

术进行分离纯化 经衍生物制备和光谱数据分析鉴定其结构 ∀结果  从蛇足石杉中分离得到 个新生物碱 ∀  结论

该化合物为一新的 ∏型生物碱 命名为 Β2羟基马尾杉碱乙Β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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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足石杉 Ηυπερζια σερρατα  Τηυνβ  ×√ 为石

杉科石杉属植物 又名蛇足草 千层塔 ∀主产于福

建 !江西和广东等地 ∀世纪 年代初作者曾从

该植物和同科植物华南马尾杉中分得 个很强的胆

碱酯酶抑制剂福定碱即石杉碱甲≈
该药已上市 用

于治疗老年痴呆症 ∀为充分利用石杉碱资源 作者

相继又从蛇足石杉中分得十几个生物碱成分 其中

个为新成分≈ ∗ 
另 个有较好的胆碱酯酶抑制作

用≈ ∗  ∀在继续寻找新成分和生物活性成分中 作

者又分得 个生物碱单体Ι 经光谱数据鉴定 Ι为

一个新的 ∏型生物碱 命名为 Β2羟基马

尾杉碱乙Β2 ¬ ∏ ∀本文报告 Ι

的结构鉴定 ∀

化合物 Ι  无色针状结晶∞  ≥测得分

子式 ≤  计算值1  实测值1  

≈Α⁄  β1 ∞ ∀其红外光谱证明分子中

有羟基  

 ΑΒ2不饱和酮  


 



和酰胺   


 ∀紫外光谱在  

Ε1有吸收 ∀
显示 个氢 其中 ∆1

 ϑ 为叔甲基氢 ∀∆1以下无吸收 提示双

键为四取代 ∀
≤测得 个碳 其中 ∆ 1为

羰基碳 ∆1为酰胺碳 ∆1和 ∆1为与

羰基共轭的烯烃碳 其余为 ≥°
 碳 结合  ≥给出

其不饱和度为  推定该分子为三环结构 ∀  ≥测

得其分子离子和主要碎片离子峰 µΠζ  
≤

      

  根据主要碎片离子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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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综合以上光谱数据中显示的三环结构 !ΑΒ不饱和

酮 !酰胺以及四取代双键等特征 推断其结构与

∏ΙΙ类似≈ 
将 Ι


≤中 ≥°

 碳与

ΙΙ对照 两者完全一致 进一步支持了 Ι基本骨架的

推断 ∀根据 Ι的分子量为  分子中含 个氧 而 ΙΙ

的分子量为 并含 个氧 结合  中显示羟基

  ≥信号推定 Ι比 ΙΙ多 个羟基 ∀据文献≈报

道 石松中与 Ι基本骨架相似的ΙΙΙ型生物

碱的羟基一般取代在  !及 位 从 Ι的
中

显示连氧氢∆1信号推测 羟基的取代位置可能

在 位 ∀

≤≥≠2 ≤≥≠谱 !≤ 谱和 ∞差谱的

测定证实了 Ι羟基的取代位置和各化学位移的归

属 并确定了该羟基的立体构型 ∀在 ≤≥≠ 谱中显

示 位于 ∆ 1的连氧氢信号与 2 质子∆ 1

相关 而此质子又分别与 ∆1及 ∆12信号

相关 表明 ∆1为 2质子 即羟基取代位置为 

位 由 ≤ 谱可见 2 信号∆ 1与 ≤2∆

1 ≤2∆1 ≤2∆ 1 ≤2∆ 1

及 ≤2∆1信号相关 ∀≤≥≠ 谱及 ≤谱中

还显示出其他质子的相关信号表  ∀

化合物 Ι中 2 的立体构型可由与其同碳的

2与已知构型的 2Α及 2Α的 ∞效应来确

定≈  ∀如果 2 同 2Α及 2≤ 有 ∞效应 

则为 2Α否则为 2Β∀ ∞差谱中显示 当照射

位于 ∆ 1 的 2 时 2Α∆ 1及 2≤ ∆

1呈现明显的增益 由此表明 2 为 Α构型 即

2为 Β构型 ∞差谱中还显示出 2 与位于 ∆

1的 2 有明显的增益 表明该氢为 Α构型 ∀至

此可确定 Ι为又一个新的 ∏型生物碱 

其化学结构如图 所示 ∀

用
2 ≤ ≤≥≠ 谱进行

 

≤信号归属 与推定

的结构相符 ∀

实验部分

熔点用 °2型微量熔点测定器测定 温度未

校正 ∀比旋光度用 °∞2 旋光计测定 紫外光谱

用岛津 °2型紫外可见光谱仪测定 无水乙醇

为溶剂 ∀红外光谱用 ≥⁄÷ 型仪测定 压

片 ∀核磁共振用 2÷2型及 ∂ 2型仪

测定 ≤⁄≤ 为溶剂 ×≥为内标 ∀质谱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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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足石杉 Ηυπερζια σερρατα ×∏ ×√全草

购于福建 !广东等地 经本所马其云高级实验师鉴

定 标本存放于本所标本室 ∀

1  提取分离

生药粗粉用   ≤渗滤 滤出液用阳离子交换

树脂交换 所得总碱以硅胶粒度  ∗  Λ为固定

相 ∞2冰醋酸Β为流动相低压洗脱 按色带

接收 分成 部分 ∀取第 部分以环己烷2异丙醇2水

ΒΒ为洗脱剂 用上述硅胶进行色谱分离 按

色带定性合并成 组份 从第 组份中得到一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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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水乙醇重结晶 得白色针晶Ι ∀

2  结构鉴定

化合物 Ι  无色针状结晶∞    ∗

 ε ≈Α

⁄  1 ∞ ∀ ∂Κ¬  1

Ε1 1Ε 1 ∀ 


 

          

          

  ∀  ∞2≥ µΠζ   1  



≤    计算值 1   

      

  ∀

 


≤ 及 ≤谱数据及归属见表 ∀

致谢 旋光 !核磁和质谱由本院仪器中心代测 红外和

紫外光谱由本所任凤芝 !王亚萍代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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