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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北柴胡 Βυπλευρυ µ χηινενσε ⁄≤ 根的乙醇提取液的 ∞ 部分及 ∏ 部分得到 个化

合物 经鉴定分别为柴胡皂甙 √ √ 1 柴胡皂甙 2 δ2 Ο2乙酰柴胡皂甙

δ2 Ο2 2 3 δ2 Ο2乙酰柴胡皂甙 δ2 Ο2 2 4 化合物 1 为新化合

物 用化学和波谱方法确定其结构为 Β Α 2四羟基2齐墩果2 2二烯2 2酸2 2 Ο2≈Β2 ∆2吡喃

葡萄糖基 ψ 2Β2 ∆2吡喃呋糖基 2 2≈木糖醇 ψ 2Β2 ∆2吡喃葡萄糖基2 2酯 化合物 2 ∗ 4 为首次自北

柴胡中分离鉴定 ∀

关键词  北柴胡 柴胡皂甙 √

  柴胡为伞形科柴胡属植物 具解表 !退热 !

疏肝解郁之功能 中医用于主治感冒发热 !寒热

往来 胸肋腹痛等症 ∀药理实验证明柴胡煎剂

及柴胡皂甙有解热 !抗菌 !抗炎 !镇静 !抗病毒 !

保肝等作用≈ ∀柴胡属植物全世界有

种 我国已报道有 种 变种及 变型≈ ∀

5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6 年版 规定北柴

胡 Βυπλευρυ µ χηινενσε ⁄≤ 和 南 柴 胡

Βυπλευρυ µ σχορζονεριφολιυ µ • 为药用柴

胡≈ ∀国内外学者对北柴胡的药理活性研究

较多 化学方面仅对北柴胡挥发油成分及北柴

胡皂甙含量测定有报道 ∀作者对北柴胡化学成

分进行了研究 从北柴胡醇提液的 ∏ 部分

分出 个皂甙 ∞ 部分分出 个皂甙 经理

化鉴定及光谱解析确定结构分别为柴胡皂甙 √

√ 1 柴胡皂甙

2 δ2 Ο2乙 酰 柴 胡 皂 甙 δ2 Ο2 2

3 及 δ2 Ο2乙酰柴胡皂甙 δ2

Ο2 2 4 ∀

化合物 1 白色粉末 ∗ ε

2 ∏ 和 反应均呈阳性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中可见 1 1 1 1

1 个角甲基单峰信号 1

1 1 1 个烯氢

信号 ≤ 有 1 1 1 1

个烯碳信号 示化合物 1 有 ∃ 2齐墩果

异环双烯结构 ∀甙元部分有 个与羟基相连的

碳信号及 个羧羰基信号 ∀将其 ≤ 数据

与柴胡皂甙 ≈ 对照 表明甙元部分的 2⁄环

数据与 基本一致 但 ∞环中部分碳信号的 ∆

值有较大变化 所以羧羰基可能在 ∞环 根据

以上对照结果及分析 ≤ 谱将 个与羟基

相连的碳信号 ∆ 1 1 1 1 分别

归属于 ≤2 ≤2 ≤2 2 为 Α取向 如 Β2

≤2 ∆值为 左右 ≈ 和 ≤2 ∀羧羰基碳

信号 ∆ 1 在 ≤ 谱中与 ∆ 1 2≤

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而且因为与 对比 ≤2

∆值分别向高场位移 1 1 1 而

≤2 向低场位移 ∆ 1 见表 所以 ≤

为 2≤ ≈ ∀ 有 1

1 1 1 1

1 个糖端基氢信号 ≤ 有

1 1 1 个糖端基碳信号

说明有 个糖取代 薄层水解反应鉴定糖有葡

萄糖及呋糖 ∀通过 2 2≤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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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归属 个糖氢 !碳信号后 表明 个糖

为 个葡萄糖及 个呋糖 另有一系列信号

个碳 为多元醇信号 与木糖醇 ≈ ≤ 数

据对照 位碳向低场位移 1 位碳向

高场位移 1 符合甙化位移规律 确定其

为木糖醇 ∀由 ≤ 可看出 的 2 ∆

1 与 ƒ∏ 的 ≤2 ∆ 1 有相关关系 ƒ∏

的 2 ∆ 1 与甙元的 ≤2 ∆ 1 有相关关

系 示 联在 ƒ∏ 位 ƒ∏ 联在甙元的 位

由于偶合常数均大于 故 个糖均为 Β构

型 ∀由 ≤ 还可见 的 2 ∆ 1 与

木糖醇 ≤2 ∆ 1 有相关关系 2 ∆

1 与甙元 位 ≤ 碳有相关关系 示

≤ 与 的 位 的 位与木糖醇

的 位相连 ∀ ƒ 2 ≥ 给出 ∀根

据以上数据推断化合物 结构为 Β Α

2四羟基2齐墩果2 2二烯2 2酸2 2 Ο2

≈Β2 ∆2吡喃葡萄糖基 ψ 2Β2 ∆2吡喃呋糖基 2

2≈木糖醇 ψ 2Β2 ∆2吡喃葡萄糖基2 2酯为

新化合物 命名为柴胡皂甙 √ √ 见

下图 ∀化合物 2 ∗ 4 均为首次自北柴胡分离得

到 ∀

实 验 部 分

熔点用 ÷ 型显微熔点仪测定 温度未校

正 ∀ ƒ 质谱用 ≠ ≠2 °2 质谱仪测定 ∀

核磁共振谱用 ∏ 2 核磁共振仪测

定 ∀色谱柱用硅胶 ∗ 目 及薄层色谱

用硅胶 ∗ Λ 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

品 反相硅胶 2 ∗ 目 购自北京

欧亚新技术公司 ∀

北柴胡购自陕西省宝鸡市医药公司第二批

发站 ∀

提取分离

北柴胡干燥根粉 1 经 ∞ 渗

滤 提取物依次用 ∞ 和 ν2 ∏ 萃取 ∀得

ν2 ∏ 部分 取其中 1 经硅胶

∗ 目 干柱色谱 ≤ ≤ ) )

Β Β 洗脱得 个组份 Ι ∗ Ις 组份 ΙΙΙ

经反复硅胶柱色谱及 ≥ ¬ 2 柱色谱

得化合物 1 1 2 1 组份 ΙΙ经

反复硅胶柱色谱得化合物 3 1 ∀

∞ 部分以石油醚和 分配得

部分 1 及石油醚部分 取 部分

1 经硅胶柱色谱 ≤ ≤ ) 梯度洗

脱得 流份 流分 经反复硅胶柱色谱得化

合物 4 1 ∀

鉴定

化合物 1 柴胡皂甙 √  白色粉末

∗ ε 2 ∏ 及 反应

均呈阳性 ∀ ∆ ≤ ⁄ 1 1

1 1 1 各 ≅ ≤ 1

1 2 1

1 2 1 1

2 1 1 ƒ∏ 2

1 1 2 1

1 ƒ∏2≤ 1

÷ 2 ∀ ƒ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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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2¬ 2 2 2

2 2≤ 2 2≤ 甙元

2 2≤ ∀ 及 ≤ 数据见表

∀

Ταβ 1  1 Η ανδ 13 ΧΝΜΡ δατα οφ αγλψχον

µ οιετιεσ(Χ5 ∆5 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合物 2 柴胡皂甙  白色粉末

2 ∏ 和 反应均呈阳性

薄层水解反应鉴定糖为葡萄糖和呋糖

∆ ≤ ⁄ 1 1 1 1 1

各 ≅ ≤ 1 1

2 1 1 2 1

1 2 2 1

1 ƒ∏2 2 1 1

ƒ∏2≤ ≤ 数据 表 与文献≈ 报

道柴胡皂甙 一致 故推断 2 为柴胡皂甙 ∀

Ταβ 2  1 Η ανδ 13 ΧΝΜΡ δατα οφ συγαρ µ οιετιεσ

(Χ5 ∆5 Ν)

ƒ∏

≤  

≤ ≤

÷

化合物 3 δ2 Ο2乙酰柴胡皂甙  白色

粉末 ∗ ε 2 ∏ 和

反应均呈阳性 薄层水解反应鉴定糖为

葡萄糖及呋糖 ∆ ≤ ⁄ 1

1 1 1 1 1 各 ≅

≤ 1 1 1 2

1 1 2 1

1 2 2 1 1

ƒ∏2 2 1 1 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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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2 ƒ 2 ≥

≤ ≤

∀ ≤ 数据

表 与文献≈ 报道的 δ2 Ο2

一致 故推断 3 为 δ2 Ο2乙酰柴胡皂甙 ∀

化合物 4 δ2 Ο2乙酰柴胡皂甙  白色粉

末 ∗ ε 2 ∏ 和

反应均呈阳性 薄层水解反应鉴定糖为

葡萄糖及呋糖 ∆ ≤ ⁄ 1

1 1 1 1 1 各 ≅

≤ 1 1 2 1

1 1 2 1

1 2 2 1 1

ƒ∏ 2 1 1 ƒ∏2≤

1 ≤ ≤ 2 ƒ 2 ≥

≤ ≤

∀ ≤ 数据 表 与文献≈

报道的 δ2 Ο2 一致 故推断

4 为 δ2 Ο2乙酰柴胡皂甙 ∀
致谢  实验用北柴胡由北京医科大学生药教研室

李胜华教授鉴定 质谱由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测定

核磁共振谱由北京市微量化学所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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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ΒΣΤΡΑΧΤ  Βυπλευρυµ χηινενσε ⁄≤ 2 √ ≤

∏ ∏ √ √ ∏

Βυπλευρυµ χηινενσε ⁄≤

∏ ∏ 2 Ο2≈Β2 ∆2 ∏ ψ 2Β2 ∆2 ∏ 2 Β Α 2
¬2 2 2 2 2 2 2≈¬ ψ 2Β2 ∆2 ∏ 2 2

√

δ2 Ο2 δ2 Ο2 2
∏ Βυπλευρυµ χηινενσε ⁄≤

ΚΕΨ ΩΟΡ∆Σ  Βυπλευρυµ χηινενσ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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