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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海南含羞草 Μιµ οσα πυδιχα的化学成分 ∀方法  利用 ⁄ °2× • 2 ≤2

≤ °2≥¬ 2 °及硅胶等柱色谱法对海南含羞草成分进行分离纯化 根据理化性质和光谱数据鉴

定化合物的结构 ∀结果  分离鉴定了 个化合物 χχ2四羟基 22Χ2≈Α2Λ2鼠李糖 2ψ 2Β2∆2葡糖黄酮碳苷

Ιχ2三羟基 22Χ2≈Α2Λ2鼠李糖 ψ 2Β2∆2葡糖黄酮碳苷 ΙΙχχ2四羟基 22Χ2≈Α2Λ2鼠李糖 2ψ 2

Β2∆2葡糖黄酮碳苷 ΙΙΙ儿茶素 Ις ∀结论  化合物 Ι为新化合物 化合物 ΙΙ∗ Ις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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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βστραχτ: Αιµ  × ∏ ∏Μιµ οσα πυδιχα  √ Μετηοδσ

×∏∏ ∏  ∏ 

⁄ °2 ≥¬ 2 × • 2  ≤ ≤°2  °2  

 ×∏∏  Ρ εσυλτσ ƒ∏∏

     χχ2¬22Χ2≈ Α2Λ22 ψ 2Β2∆2
∏√Ι χ2¬22Χ2≈Α2Λ22ψ 2Β2∆2∏
√ΙΙ χχ2¬22Χ2≈Α2Λ22ψ 2Β2∆2∏ √
ΙΙΙ Ις  Χονχλυσιον ≤∏Ι ∏∏ΙΙ Ις 

 

Κεψ ωορδσ: Μιµ οσα πυδιχα χχ2¬22Χ2≈Α2Λ22ψ 2Β2∆2
∏√ Χ2√

  含羞草为豆科 ∏含羞草属植物含

羞草 Μιµ οσα πυδιχα的全草 ≈
又名知羞草 !怕羞

草等 ≈ ∀主要分布在我国华东 !华南 !西南等地的

山坡丛林 !湿地路旁 有清热利尿 !化痰止咳 !安神止

痛和凉血止血之功效 临床多用于急性肝炎 !神经衰

弱 !肺结核咳血及带状疱疹等症 ≈ ∀为了寻找该植

物中的活性成分 以开发利用中草药资源 作者对其

水溶性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 从其乙醇提取物的乙

酸乙酯萃取部位中分离得到 个黄酮类化合物 经

理化常数测定和波谱解析鉴定为 χχ2四羟基 2

2Χ2≈Α2Λ2鼠李糖 2ψ 2Β2∆2葡糖黄酮碳苷 Ι

χ2三羟基 22Χ2≈Α2Λ2鼠李糖 ψ 2Β2∆2葡糖

黄酮碳苷 ΙΙχχ2四羟基 22Χ2≈Α2Λ2鼠李糖 2

ψ 2Β2∆2葡糖黄酮碳苷 ΙΙΙ儿茶素 Ις ∀

其中 Ι为新化合物 ΙΙ ∗ Ις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

得到 ∀

化合物 Ι 黄色无定型粉末  ∗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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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11  易溶于   和

 溶于丙酮 遇 ƒ≤ 2 ≈ƒ≤ 试剂显蓝色 

盐酸镁粉反应显红色 ≤ ∞溶液在 ∂ 

下显黄绿色荧光  反应阳性 在薄层板上进行

酸水解检识出鼠李糖 说明该化合物为黄酮苷类 ∀

∞≥2 ≥ µ / ζ 1≈ 

质谱结合 

≤   和

⁄∞°×谱确定化合物的分子式为 ≤   ∀ ∂ Κ 

¬

11∀  Τ¬  

  

2   ≤    苯环的骨

架振动   ∀ 
   谱中芳香区共有 

个氢信号 ∆1 1 ϑ  1

1 ϑ  1 构成一个 ÷系统 

说明苯环为三取代 而芳香区的另外一个氢 ∆1

 为独立而无耦合的氢 ∀ ∆1 为黄

酮母核 位氢的特征信号峰 ∀此外 在 ∆ 1 ∗

1之间出现了 个氢信号 提示可能存在两个

糖分子 除去鼠李糖上的 个氢信号外 推测还存在

个六碳糖 ∀ ∆ 1 ϑ  1 与 ∆ 1

 ϑ 1 分别为两个糖的端基氢信号 其

中前者为鼠李糖端基氢的信号峰 由后者端基氢的

偶合常数确定葡萄糖为 Β构型 ∆1 为鼠

李糖上 位氢信号 ∀ 
≤   谱共给出 个碳信

号 除去黄酮苷元 个碳信号 其余 个应为糖上

碳信号 其中 ∆1∆1分别为两个糖的端基

碳信号 前者是鼠李糖的端基碳信号 后者是葡萄糖

碳苷端基碳的特征信号 ∀ ∆1∆ 1分别是

黄酮母核 位羰基和 位碳的特征信号 ∀由

≥± ≤

 2  ≤≥≠谱确定了各碳氢的归属 表 ∀

 ≤谱显示 ∆ 1∏2 与 ∆ 1≤ 2∆

1≤ 2∆ 1≤ 2有交叉峰 ∆ 1 2

 与 ∆1∏2≤ 有交叉峰 且葡萄糖 ≤ 2向低

场位移约 ∆ ∆1 2 ∆1 2分别与 ∆

Ταβλε 1    ∏Ι     ≤⁄ ⁄

  ≤   ∆     ∆ ⁄∞°×
≤ 

 ≤   2  



   1 ≤

 1 1  ≤ 1111

 1 ≤

 1 1  ≤ 1111

 1 ≤

 1 ≤

 1 ≤

 1 ≤

 1 ≤

  χ 1 ≤

  χ 1 1  ≤ 1

  χ 1 ≤

  χ 1 ≤

  χ 1 1 ϑ 1  ≤ 111 1 2χ

  χ 1 1 ϑ 1  ≤ 1111 1 2χ

∆2∏

  δ 1 1 ϑ 1  ≤ 1111 1

  δ 1 1  ≤ 1 1

  δ 1 1  ≤ 11

  δ 1 1  ≤ 11

  δ 1 1  ≤ 11

  δ 1 1  ≤ 1 1

1  1

Λ2

   1 1 ϑ 1  ≤ 11

   1 1  ≤ 1

   1 1  ≤ 1 11

   1 1  ≤ 111 11

   1 1  ≤ 1 11

   1 1  ≤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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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有交叉峰 说明葡萄糖 ≤ 2直接与黄酮

母核 ≤ 2相连成碳苷 鼠李糖与葡萄糖 位相连 ∀

经文献检索 未见报道 证实为一新化合物 命名为 

χχ2四羟基 22Χ2≈Α2Λ2鼠李糖 2ψ 2Β2∆2

葡糖黄酮碳苷 ∀

Φιγυρε 1  ≥∏∏∏Ι

Φιγυρε 2    ≤ ∏Ι

实验部分

•  ≥2型数字熔点测定仪 未校正 • 2

型数字旋光仪 ƒ× 2 °≤型红外分光光度

计 ∂ 2°≤≥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 

±质谱仪 ∏⁄°÷ 2核磁共振仪 × ≥

为内标 真空薄膜浓缩装置 ≈
柱色谱填充剂

⁄ °2× • 2和  ≤2 ≤°2

均系日本三菱公司生产 ≥¬  2凝胶为

°产品  °为日本 ≠  ≤公司产

品 ∀柱色谱及薄层色谱硅胶均系青岛海洋化工厂生

产 ∀

含羞草采自海南三亚 由海南大学植物学教授

黄世满鉴定为豆科 ∏含羞草属植物含

羞草 Μιµ οσα πυδιχα的全草 ∀标本存于本研究室 ∀

1  提取分离

含羞草全草  粉碎 用 乙醇渗漉提取 

提取液真空薄膜浓缩得浸膏 1 ∀将浸膏超声分

散于水中 依次用石油醚 !乙酸乙酯 !正丁醇萃取 各

部分真空薄膜浓缩得到乙醚部位  !乙酸乙酯

部位  !正丁醇部位  和水部位  

∀将所得乙酸乙酯部位取  超声分散于水中 

通过大孔吸附树脂 ⁄ °2柱 依次用  

            , ,  

  ≤洗脱 ∀ ⁄柱的  洗脱部分通过

≥¬ 2× • 2 ≤2 ≤°2

及  °柱色谱 以甲醇 2水溶剂系统反复分离纯化 

从中分得化合物 Ι 化合物 ΙΙ 和化

合物 ΙΙΙ 其中 ⁄柱的 洗脱部分通

过 × • 2及硅胶柱色谱反复分离纯化 从

中分离得到化合物 Ις  ∀

2  结构鉴定

化合物 Ι 黄色无定型粉末  ∗  ε 

≈Α

⁄  11  易溶于   和

 溶于丙酮 遇 ƒ≤ 2 ≈ƒ≤ 试剂显蓝色 

盐酸镁粉反应显红色 ≤ ∞溶液在 ∂ 

下显黄绿色荧光  反应阳性 在薄层板上进行

酸水解检识出鼠李糖 ∀ ∞≥2 ≥ µ / ζ 1≈  


 ∀ ∂ Κ 

¬  1 1∀  Τ¬  



    2     ≤   

    苯环的骨架振动     ∀

   


≤   


 2  ≤≥≠  ≤ 数据见表

∀

化合物 ΙΙ 浅黄色无定型粉末   ∗

 ε 易溶于  和  可溶于丙酮 遇 ƒ≤ 2

 ≈ƒ≤ 试剂显蓝色 盐酸镁粉反应显红色 

≤ ∞溶液在 ∂ 下显黄绿色荧光  

反应显阳性 在薄层板上酸水解检识到鼠李糖 说明

该化合物为黄酮苷类 ∀ ∞≥2 ≥ µ / ζ 1≈  



质谱结合 

≤   和 ⁄∞°×谱确定化合物的分

子式为 ≤   ∀  Τ¬ 

  

  ≤    苯环的骨架振动 

  ∀ 
     ⁄   ∆1

ϑ  1 ∏21 21

2 1 2 1 χχ2 

1 χχ2 ∀ 
≤     ⁄  ∆

1≤21≤21≤21≤2

1≤ 21≤ 21≤ 21≤ 2

1≤ 21≤ 2χ1≤ 2χχ1

≤ 2χχ 1  ≤ 2χ 1  ∏ ≤ 2δ 1

≤ 2δ1≤ 2δ1≤ 2δ1≤ 2δ1

 ≤ 2δ 1    ≤ 2 1  ≤ 2 1

≤ 21≤ 21≤ 21≤ 2∀与

文献 ≈报道的数据基本一致 故确定化合物 ΙΙ的结

构为 χ2三羟基 22Χ2≈Α2Λ2鼠李糖 ψ 2Β2

∆2葡糖黄酮碳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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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ΙΙΙ 浅黄色粉末  ∗  ε 易溶

于  和  可溶于丙酮 遇 ƒ≤ 2 ≈ƒ≤ 

试剂显蓝色 盐酸镁粉反应显红色 ≤ ∞溶

液在 ∂ 下显黄绿色荧光  反应显阳性 

在薄层板上酸水解检识到鼠李糖 说明该化合物为

黄酮苷类 ∀ ∞≥2 ≥µ / ζ 1≈  

质谱结合


≤  和 ⁄∞°× 谱确定化合物的分子式为

≤   ∀  Τ¬ 

   

  ≤      苯环的骨架振动 

   ∀ 
     ≤⁄ ⁄ ∆ 1

 ϑ  1 ∏21 ϑ  1

 21 2 1 2 

1 ϑ  1 χ2 1 ϑ  1

χ2 1 ϑ 1 χ2 ∀ 
≤  

  ≤⁄ ⁄ ∆1≤ 21≤ 2

1≤21≤21≤21≤2

1≤21≤21≤21≤2χ

1  ≤ 2χ1  ≤ 2χ1  ≤ 2χ1

≤ 2χ1≤ 2χ1∏≤ 2δ1≤ 2δ

1≤ 2δ1≤ 2δ1≤ 2δ1≤ 2δ

1  ≤ 21≤ 21≤ 21

≤ 21≤ 21≤ 2∀与文献 ≈报道

的数据基本一致 故确定化合物 ΙΙΙ的结构为 

χχ2四羟基 22Χ2≈Α2Λ2鼠李糖 2ψ 2Β2∆2葡糖

黄酮碳苷 ∀

化合物 Ις  白色结晶   ∗  ε 易溶

于  和  遇 ƒ≤ 2 ≈ƒ≤ 试剂显蓝

色 说明该化合物为酚性成分 ∀ ∞≥2 ≥µ / ζ 

≈  
 ∀  Τ¬ 


   

   苯环的骨架振动     ∀

     ⁄ ≥ 2δ  ∆1 ϑ 

11 2 1 ϑ  11 

2 1 ϑ  1 2 1 

ϑ 1 2 1 ϑ  1 2 

1 ϑ  11 χ2 1 

ϑ 1 χ2 1 ϑ  1 χ2 

1 χ2 1 χ2 1 

2 1 2 ∀ 
≤     

⁄ ≥ 2δ 1  ≤ 21  ≤ 21  ≤ 2

1≤ 21≤ 21≤ 21≤ 2

1  ≤ 2  1  ≤ 2 1  ≤ 2χ 1

≤ 2χ1≤ 2χ1≤ 2χ1≤ 2χ

1≤ 2χ∀与文献 ≈报道的数据基本一致 故确

定化合物 Ις 为儿茶素 ∀

化合物 Ι的薄层酸水解  取化合物 Ι 溶于

少量的甲醇中 加入 1 # 
盐酸  在

 ε 水浴中搅拌  ∀取水解液浓缩后在硅胶

板上点样 同时以鼠李糖作为对照品 用乙酸乙酯 2

甲醇 2乙酸 2水 ΒΒΒ展开 取出吹干后 用浓

硫酸 2甲醇 Β显色 样品水解液和鼠李糖  值一

致 ∀

Ρ εφερενχεσ

≈ ∏    ≤ ⁄  ≤

×  中药大词典  ≈   ≥

≥ ≥  × °∏ 



≈ ≥   × ≤  

≤中华本草  ≈   ≥ ≥

≥× °∏ 

≈ ∞   ≤∏  ≤ ×

⁄∏ ≤∏ ≤×

⁄∏全国中草药汇编  ≈   ∂   

°. ° 

≈ ≠∏  ≠∏ ⁄√ ∏

∏ √ ≈  ≤   ≤

分析化学    

≈ ≥∏ ≠  ≠  ≥ ÷  ÷   ≥∏ 

∏ ∏Χραταεγυσ πιννατιφιδα ≈  ≤

×⁄∏中草药    

≈ ∞ ∏ ≠   × Χ2√
 Πασσιφλορα χοαχτιλισ ≈ ° 

  

≈ • ÷  ≤ ÷   •   ≤∏

  Πλατανυσ αχεριφολια •  ≈  ° 

∞√ 植物资源与环境    

## 药学学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