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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板栗花的活性成分 ∀方法  应用硅胶柱色谱和薄层色谱进行分离 应用波谱学方法进行结构

鉴定 ∀结果  分离得到两个黄酮苷类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山萘酚22 Ο2δ2反式2对2香豆酰基2Α2 ∆2甘露吡喃糖苷1

和山萘酚22 Ο2δ δ2双2反式2对2香豆酰基2Α2 ∆2甘露吡喃糖苷2 ∀结论  化合物 1 ,2 均为新化合物 命名为栗苷

和栗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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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栗花为壳斗科植物板栗 Χαστανεα µολλισσιµα

∏的雄性花序 民间用其水煎剂治疗细菌性痢

疾 疗效较好 ∀有关板栗花的化学成分 迄今仅见对

其花的挥发油成分的报道≈ ∀本文对其进行了较为

系统的化学成分研究 从乙酸乙酯部位得到两个黄

酮苷类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山萘酚22 Ο2δ2反式2对

2香豆酰基2Α2 ∆2甘露吡喃糖苷1和山萘酚22 Ο2

δ δ2双2反式2对2香豆酰基2Α2 ∆2甘露吡喃糖苷

2 二者均为新化合物 命名为栗苷 和栗苷 ∀

化合物 1 黄色颗粒状粉末  ∗  ε 

≤2反应及 反应皆呈阳性 表明其为黄酮

苷类化合物 ∀ ƒ≥出现≈   
峰  故≈ 



为  结合
  和

≤  数据 推测其分子式

为 ≤   ∀

用  #
≥水解  水解液用饱和 

≤溶液调至   乙酸乙酯萃取 水层 ×≤ 检出甘

露吡喃糖 ∀乙酸乙酯萃取物经结晶 为一黄色颗粒

状粉末 其 ∂ 及 ×≤ 值与山萘酚≈基本一致 说

明 1 的苷元可能是山萘酚 ∀   中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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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为 个酚羟基的质子信号 ∆ 1 

ϑ 1 和 ∆1 ϑ  1 分别为 

环的 2和 2质子信号 ∆1 ϑ 1 

和 ∆1 ϑ  1 分别为 环的 χ χ2

和 χ χ2 质子信号 ∀ 
≤  中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为黄

酮苷元的典型碳信号 ∀比较山萘酚≈和 1 的
 

和
≤  数据 发现 1的

≤  中 ≤向高场位移 ∆

1 ≤向低场位移 ∆ 1 1 的
  中少 2

峰 说明 1 为山萘酚22 Ο2苷 ∀在 1 的 
≤  中 ∆

1 1 1 1 1 1 为糖的碳

信号 与 Α2 ∆2甘露吡喃糖甲基苷≈的碳 !氢信号基

本一致 说明 1的甘露吡喃糖为 Α2 ∆2构型 ∀糖的 ≤δ

向低场位移 ∆1 ≤δ向高场位移 ∆1 说明甘露

吡喃糖的 δ2 被苷化 ∀   和
≤  中剩余

的信号经解析为香豆酰基≈
根据两个烯氢 ∆ 1

 ϑ  和 ∆1 ϑ  的偶合

常数为 可知香豆酰基为反式 ∀ ≤ 显示甘露

吡喃糖端基氢 ∆1 ϑ 1 与山萘酚的

≤∆1和甘露吡喃糖的 ≤δ∆1有远程相

关 说明 1为山萘酚22 Ο2Α2 ∆2甘露吡喃糖苷 ∀甘露

吡喃糖的 δ2≈∆1 ϑ 1 与反式对

香豆酰基的羰基∆1有远程相关 说明甘露吡

喃糖的 δ2与反式对香豆酰基成苷 ∀利用
2 ≤2

≤≥≠ 谱归属了氢和碳的信号 信号归属见表  ∀综

上分析 1的结构为山萘酚22 Ο2δ2反式2对2香豆酰

基2Α2 ∆2甘露吡喃糖苷 为一新化合物 命名为栗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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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2 黄色颗粒状粉末  ∗  ε 

≤2反应及 反应均呈阳性 表明为黄酮苷

类化合物 ∀ ƒ≥出现≈   
峰  故≈ 

为

 ∀结合
  和

≤  数据 推测其分子式为

≤   ∀

用  #
≥水解  水解液 ×≤检出甘

露吡喃糖 ∀比较 1 和 2 的
  和

≤  发现 2

多一个反式对香豆酰基 2 中甘露吡喃糖的 ≤δ ∆

1比 1中糖的 ≤δ∆1向低场位移 ∆1 2

中糖的 ≤δ∆1比 1中糖的 ≤δ∆1向高场

位移 ∆1 说明 2 中甘露吡喃糖的 δ2 与反式

对香豆酰基成苷 ∀ ≤ 显示甘露吡喃糖 δ2≈∆

1 与反式对香豆酰基的羰基∆ 1

有远程相关 甘露吡喃糖的 δ2≈∆ 1 ϑ 

1 与反式对香豆酰基的羰基∆ 1有远

程相关 进一步说明 2中甘露吡喃糖的 δ2和 δ2

均与反式对香豆酰基成苷 ∀利用
2 ≤2≤≥≠ 谱

归属了氢和碳的信号 信号归属见表  ∀综上分析 

2的结构为山萘酚22 Ο2δ δ2双2反式2对2香豆酰

基2Α2 ∆2甘露吡喃糖苷 为一新化合物 命名为栗苷

 ∀

实验部分

• 2 型显微熔点测定仪 未校正 

¬∏型傅立叶红外分光光度计 ∏ 型

核磁共振仪 ∂ 2ƒ型质谱仪 硅胶系青岛海洋

化工厂生产 所用试剂均为 ≤ 级 板栗花采自山东

费县 经山东费县中药厂宋文臣高级工程师鉴定为

Χαστανεα µολλισσιµα ∏的雄性花序 ∀

1  提取与分离

将板栗花  用   ∞回流提取 次 每次

 ∀提取液过滤 !合并 !浓缩 浓缩液用适量水分

散 依次用 ≤≤ ∞和 ν2∏萃取 ∀ ∞部

位经聚酰胺目吸附 用   和   ∞

洗脱   ∞ 洗脱部分经硅胶柱色谱 ≤≤2

ΒΒ梯度洗脱 薄层监测 合并相同部分 

再经硅胶柱色谱 ≤≤2ΒΒ梯度洗脱  

∞结晶纯化 得到化合物 1  2  ∀

2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 黄色颗粒状粉末  ∗  ε 

≤2阳性 阳性 说明该化合物为黄酮苷类

化合物 ∀用  #
≥水解  水解液 ×≤检

出甘露吡喃糖 ∀ ∂Κ¬      ∀

 


            

    ∀ ∞2≥ µΠζ 苷元   

        ∀ ƒ2≥ µΠζ 

≈   

   苷元     

  ∀   和
≤  数据见表  ∀

化合物 1 的结构鉴定为山萘酚22 Ο2δ2反式2

对2香豆酰基2Α2 ∆2甘露吡喃糖苷 为一新化合物 

命名为栗苷   ∀

化合物 2  黄色颗粒状粉末  ∗  ε 

≤2阳性 阳性 说明该化合物为黄酮苷类

化合物 1用  #
≥水解  水解液 ×≤检

出甘露吡喃糖 ∀ ∂Κ¬      

 ∀   


        

               

 ∀∞2≥ µΠζ 苷元     

      ∀ ƒ2≥ µΠζ ≈  



 苷元        

 ∀   和
≤  数据见表  ∀

化合物 2 的结构鉴定为山萘酚22 Ο2δ δ2双2

反式2对2香豆酰基2Α2 ∆2甘露吡喃糖苷 为一新化合

物 命名为栗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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