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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３种香叶基黄烷酮是从毛泡桐（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水果中分离出的３种具有相似结构的黄酮类化
合物。我们以廉价的２，４，６三羟基苯乙酮，羟基苯甲醛为原料经过取代、氯甲基甲基醚保护、羟醛缩合、分子
内的麦克加成反应以及脱甲基甲基醚合成了 ３个香叶基取代黄烷酮。其结构经过核磁共振氢谱及碳谱
（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和高分辨质谱（ＨＲＭＳ）等技术手段进行了表征，并采用四氮唑蓝（ＭＴＴ）法测试了合成
化合物对肺癌细胞Ａ４５９的体外抗肿瘤活性。结果表明，所合成的化合物均具有一定的抗肺癌细胞活性，其中
化合物２抗肺癌活性明显优于化合物１和３，其半数抑制浓度为２５６μｍｏｌ／Ｌ，为临床疾病的治疗和药物的研
发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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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烷酮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是多种药用植物的有效成分之一，黄烷酮类化合物不仅结构

多样，而且不同黄酮类化合物的植物表现出了不同的生物活性和功能，其中香叶基类黄烷酮化合物

（Ｇｅｒａｎｙｌｆｌａｖａｎｏｉｄｓ）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黄酮化合物的深入研究和波谱技术在天然产物
结构鉴定中的普遍应用所发现的一类天然产物。近年来，已报道了许多有关该类化合物的一些性

质［１５］。如具有消炎、降压、抗菌、抗癌等多种生物活性。因此，香叶基类黄烷酮成为了目前天然产物化

学领域研究的热点。

香叶基黄酮类化合物在植物中的分布非常广泛，黄初升等［６］总结了已发现的香叶基黄烷酮类化合

物，该类化合物主要分布在桑科（Ｍｏｒｏｉｄｅａｅ）的桑属（Ｍｏｒｕｓ），豆科（Ｌｅｇｕｎｏｓａｅ）的槐属（Ｓｏｐｈｏｒａ）、蚂蝗属
（Ｄｅｓｍｏｄｉｅｍ）和千斤拨属（Ｈｅｍｉｎｇｉａ）等植物的根、根皮、叶和种子中，桑属和槐属植物普遍含有该类化合
物。

本研究所要合成的３个香叶基是从毛泡桐（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水果中分离出的３个具有相似结
构的黄酮类化合物［７］。它已经被用于民间医药治疗一些疾病，如呼吸道感染和其它细菌感染，并且这

３种化合物具有一定的细胞活性。但这３个香叶基黄烷酮的合成还未见文献报道。因此。对它的合成
不仅存在理论研究意义，而且具有潜在的药用价值。

基于本课题组在这一领域的研究［８１４］，本文报道了香叶基黄烷酮１～３的合成（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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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化合物１～３的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１～３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仪器和试剂
ＡＶＡＮＣＥ４００型核磁共振仪（ＴＭＳ为内标，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公司）；ＱＥｘｃａｔｉｖｅ型质谱仪（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

Ｆｉｓｈｅｒ公司）；ＭＵＬＴＩＳＫＡＮＭＫ３型酶标仪（美国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公司）。
细胞株 Ａ５４９（中国科学院典型培养物保藏委员会细胞库），实验室自行传代培养。４８～７５μｍ及

ＧＦ２５４硅胶（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所用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购自天津化学福晨化学试剂厂。
１．２　目标化合物的合成路线

由２，４，６三羟基苯乙酮、４羟基３，５二甲氧基苯甲醛、４羟基５甲氧基苯甲醛、３羟基４，５二甲氧
基苯甲醛为起始原料经过取代，氯甲基甲基醚保护，羟醛缩合，分子内的麦克加成反应以及脱甲基甲基

醚得到目标化合物１～３。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香叶基溴的合成　将香叶基醇（４６２ｇ，３０ｍｍｏｌ）溶于无水乙醚（６０ｍＬ），滴加吡啶（０１５ｍＬ），
冷却到０℃，剧烈搅拌下缓慢滴加三溴化磷（３０９ｍＬ，３３ｍｍｏｌ），继续反应１ｈ，然后倒入冰水中，乙醚
萃取，有机相合并后，依次用水洗，饱和食盐水洗，无水ＭｇＳＯ４干燥，常压蒸去机溶剂得淡黄色液体，避光
低温储存备用。

１．３．２　３香叶基２，４，６三羟基苯乙酮（５）的合成　将２，４，６三羟基苯乙酮（５０４ｇ，３０ｍｍｏｌ），无水
Ｋ２ＣＯ３（４１５ｇ，３０ｍｍｏｌ）和香叶基溴（６５２ｇ，３０ｍｍｏｌ）溶于干燥的丙酮（２００ｍＬ）中，加热回流１０ｈ，然
后冷却到室温 。减压蒸去溶剂，加入１０ｍＬ的３ｍｍｏｌ／ｍＬ的ＨＣｌ，２０ｍＬ乙酸乙酯萃取，有机相合并后，
依次用水洗，饱和食盐水洗，无水Ｎａ２ＳＯ４干燥，过滤，减压蒸去溶剂，硅胶柱层析分离（Ｖ（石油醚）∶Ｖ（乙
酸乙酯）＝８∶１），得淡黄色固体５（４８ｇ，１５８ｍｍｏｌ），产率５２％。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１５８，
１６６，１７９（ｓ，９Ｈ，３ＣＨ３），２０４～２１３（ｍ，４Ｈ，４′２Ｈａｎｄ５′２Ｈ），２６６（ｓ，３Ｈ，ＣＯＣＨ３），３３５（ｄ，Ｊ＝
７２Ｈｚ，２Ｈ，１′２Ｈ），５０５（ｔ，Ｊ＝１１２Ｈｚ，１Ｈ，



ＣＨ），５２５（ｔ，Ｊ＝１３２Ｈｚ，１Ｈ，



ＣＨ），５９０（ｓ，１Ｈ，
ＡｒＨ），７０９（ｓ，１Ｈ，ＯＨ），９５５（ｓ，１Ｈ，ＯＨ），１１６７（ｓ，１Ｈ，ＯＨ）；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２０３８０，
１６１４２，１３９７８，１３２１８，１２３７２，１２１６０，１０５５９，１０５２３，６８２８，７６７８，５３５２，３９７６，３２９０，２６３６，
２１５８，１７７９，１６２８；ＨＲＭＳ（ＥＳＩ）计算值Ｃ１８Ｈ２４Ｏ４Ｎａ［Ｍ＋Ｎａ］

＋：３２７１５６７，实测值：３２７１５６１。
１．３．３　２羟基４，６二甲氧基甲氧基５香叶基苯乙酮（６）的合成　将化合物５（１８２ｇ，６ｍｍｏｌ）溶于干
燥的丙酮（１２０ｍＬ）中，剧烈搅拌下加入无水碳酸钾（５８０ｇ，４２ｍｍｏｌ），滴加氯甲基甲基醚（１２ｇ，
１５ｍｍｏｌ），回流１５ｈ，冷却至室温，抽滤，减压蒸去溶剂，硅胶柱层析分离（Ｖ（石油醚）∶Ｖ（乙酸乙酯）＝
１０∶１）得淡黄色油状液体６（１４２ｇ，３６ｍｍｏｌ），产率６０％。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１５６，１６４，
１７７（ｓ，９Ｈ，３ＣＨ３），１９２～２０５（ｍ，４Ｈ，４′２Ｈａｎｄ５′２Ｈ），２６５（ｓ，３Ｈ，ＣＯＣＨ３），３３１（ｄ，Ｊ＝７２Ｈｚ，
２Ｈ，１′２Ｈ），３４８，３５１（ｓ，６Ｈ，２ＯＣＨ３），５０６～５２５（ｍ，４Ｈ，２ＯＣＨ２Ｏ，２′Ｈａｎｄ６′Ｈ），６３８（ｓ，１Ｈ，
ＡｒＨ），１３８２（ｓ，１Ｈ，ＯＨ）；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２０３４９，１６３５５，１６０８０，１５８８０，１３４８４，
１３１１６，１２４５０，１２２４６，１１１６４，１０６９２，９４６０，９３９１，９１２８，５６６８，５６３２，３９８６，３３１９，２６７８，２５６９，
２１５４，１７６７，１６１２；ＨＲＭＳ（ＥＳＩ）计算值Ｃ２２Ｈ３２Ｏ６Ｎａ［Ｍ＋Ｎａ］

＋：４１５２０９１，实测值：４１５２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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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ｅｍｅ１　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ｏｕｔｅｓ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１～３

１．３．４　３甲氧基４甲氧基甲氧基苯甲醛（８）的合成　将化合物７（１１７ｇ，７７ｍｍｏｌ）溶于干燥的丙酮
（７５ｍＬ）中，剧烈搅拌下加入无水碳酸钾（１２７ｇ，９２ｍｍｏｌ），滴加氯甲基甲基醚（７５０ｍｇ，９２ｍｍｏｌ），回
流１５ｈ，冷却至室温，抽滤，减压蒸去溶剂，硅胶柱层析分离（Ｖ（石油醚）∶Ｖ（乙酸乙酯）＝６∶１）得无色油
状物８（１３７ｇ，６９ｍｍｏｌ），产率９１％。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９８６（ｓ，１Ｈ，ＣＨＯ），７４３（ｓ，１Ｈ，
ＡｒＨ），７４１（ｄ，Ｊ＝２Ｈｚ，１Ｈ，ＡｒＨ），７２７（ｄ，Ｊ＝８４Ｈｚ，１Ｈ，ＡｒＨ），５３２（ｓ，２Ｈ，ＣＨＯ２），３９４（ｓ，３Ｈ，
ＯＣＨ３），３５１（ｓ，３Ｈ，Ｏ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９１１１，１５２１２，１５０２０，１３１２１，１２６５５，
１１４８１，１０９６３，９５１３，５６６４，５６１６；ＨＲＭＳ（ＥＳＩ）计算值Ｃ１０Ｈ１２Ｏ４Ｎａ［Ｍ＋Ｎａ］

＋：２１９０６２８，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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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９０６２４。
１．３．５　２′羟基４′，６′二甲氧基甲氧基４甲氧基５′香叶基查尔酮（１３）的合成　将化合物６（３９２ｍｇ，
１ｍｍｏｌ）和化合物８（２３５ｍｇ，１２ｍｍｏｌ）溶于３ｍＬ乙醇（ＥｔＯＨ）中，冰水浴冷却，缓慢滴加 ＫＯＨ（２８ｇ，
５０ｍｍｏｌ）Ｈ２ＯＥｔＯＨ（６７ｍＬ，Ｖ（Ｈ２Ｏ）∶Ｖ（ＥｔＯＨ）＝２∶３）溶液，Ｎ２气保护下０℃反应１ｈ后自然升至室
温，继续反应２４ｈ，将反应物倒入冰水中，用３ｍｏｌ／Ｌ的盐酸调节至ｐＨ值为３～４，乙酸乙酯萃取，有机相
合并后依次水洗、饱和食盐水洗，无水Ｎａ２ＳＯ４干燥。过滤，减压蒸除溶剂，硅胶柱层析分离（Ｖ（石油
醚）∶Ｖ（乙酸乙酯）＝８∶１）得黄色粘稠液体 １３（３２０ｍｇ，０５６ｍｍｏｌ），产率 ５６％。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
４００ＭＨｚ），δ：１３８４（ｓ，１Ｈ，ＯＨ），７８４（ｄ，Ｊ＝１６Ｈｚ，１Ｈ， ＣＨ ），７７４（ｄ，Ｊ＝１６Ｈｚ，１Ｈ， ＣＨ ），７１８（ｓ，
２Ｈ，ＡｒＨ），７１５（ｓ，１Ｈ，ＡｒＨ），６３７（ｓ，１Ｈ，ＡｒＨ），５２８（ｓ，２Ｈ，ＯＣＨ２Ｏ），５２７（ｓ，２Ｈ，ＯＣＨ２Ｏ），５２４（ｓ，
２Ｈ，ＯＣＨ２Ｏ），５２４～５１７（ｍ，１Ｈ， ＣＨ ），５０６（ｔ，Ｊ＝８Ｈｚ，１Ｈ， ＣＨ ），３９５（ｓ，１Ｈ，ＯＣＨ３），３９２（ｓ，３Ｈ，
ＯＣＨ３），３５２（ｓ，６Ｈ，２ＯＣＨ３），３４８（ｓ，３Ｈ，ＯＣＨ３），３３４（ｄ，Ｊ＝８Ｈｚ，２Ｈ，ＣＨ２），２０２～２０６（ｍ，２Ｈ，
ＣＨ２），１９４～１９８（ｍ，２Ｈ，ＣＨ２），１７９（ｓ，３Ｈ，ＣＨ３），１６４（ｓ，３Ｈ，ＣＨ３），１５７（ｓ，３Ｈ，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９３１５，１６３９５，１６０８８，１５８２０，１５３６３，１５３２３，１４２３４，１３６５０，１３５１５，１３１６５，
１３１３８，１２７２７，１２４５５，１２２４１，１１２２４，１０７８６，１０６４５，９８３４，９５７１，９３９８，９２３０，５７４０，５７１６，
５６４５，５６３２，５６１３，３９９５，２６８７，２５８３，２１７６，１７８０，１６２７；ＨＲＭＳ（ＥＳＩ）计算值Ｃ３２Ｈ４２Ｏ９Ｎａ［Ｍ＋
Ｈ］＋：５７１２９０２，实测值：５７１２８９６。
１．３．６　５，７二甲氧基甲氧基３′甲氧基４′甲氧基甲氧基６香叶基黄烷酮（１４）的合成　向化合物１３
（１０２ｍｇ，０１８ｍｍｏｌ）的乙醇（３５ｍＬ）溶液中加入无水醋酸钠（３５３ｍｇ，４３ｍｍｏｌ）和一滴水，加热回流
２４ｈ，冷却至室温后加水（５ｍＬ），乙醚（１０ｍＬ×３）萃取，有机相合并后依次用水洗，饱和食盐水洗，无水
Ｎａ２ＳＯ４干燥。过滤，减压蒸除溶剂，硅胶柱层析分离（Ｖ（石油醚）∶Ｖ（乙酸乙酯）＝２∶１）得到白色固体黄
烷酮１３（５８ｍｇ，０１０ｍｍｏｌ），产率５６％。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７１７（ｄ，Ｊ＝８４Ｈｚ，１Ｈ，ＡｒＨ），
７０３（ｄ，Ｊ＝２０Ｈｚ，１Ｈ，ＡｒＨ），６９６（ｄｄ，Ｊ＝８３，１８Ｈｚ，１Ｈ，ＡｒＨ），６５７（ｓ，１Ｈ，ＡｒＨ），５３５（ｄｄ，Ｊ＝
１２８，２８Ｈｚ，１Ｈ，ＣＨ），５３０～５２３（ｍ，６Ｈ，２ＯＣＨ３），５２２～５１６（ｍ，１Ｈ， ＣＨ ），５０３～５０６（ｍ，１Ｈ，
ＣＨ ），３９０（ｓ，３Ｈ，ＯＣＨ３），３５３（ｄ，Ｊ＝２６Ｈｚ，６Ｈ，２ＯＣＨ３），３４７（ｓ，３Ｈ，ＯＣＨ３），３３２（ｄ，Ｊ＝７２Ｈｚ，

ＣＨ２，），２９８（ｄｄ，Ｊ＝１６５，１３０Ｈｚ，１Ｈ，ＣＨ），２８０（ｄｄ，Ｊ＝１６５，３０Ｈｚ，１Ｈ，ＣＨ），２００～２０３（ｍ，２Ｈ，
ＣＨ２），１９７～１８６（ｍ，２Ｈ，ＣＨ２），１６４（ｄ，Ｊ＝７１Ｈｚ，６Ｈ，２ＣＨ３），１５５（ｓ，３Ｈ，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１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１９００６，１６１１２，１６０７４，１５７７１，１４９８９，１４６５８，１３５２１，１３３５５，１３１４７，１２４３６，１２２２９，
１１８５７，１１６２１，１１２６８，１０９６０，１０７６８，９６１４，９５５５，９４１６，７８６７，５６７１，５６４５，５６０２，４６１０，
３９９６，３９５１，３７５４，２６８２，２５８２，２２２３，１７８０，１６２２；ＨＲＭＳ（ＥＳＩ）计算值Ｃ３２Ｈ４２Ｏ９Ｎａ［Ｍ＋Ｎａ］

＋：

５９３２７２１，实测值：５９３２７１４。
１．３．７　５，７二羟基３′甲氧基４′羟基６香叶基黄烷酮（１）的合成　向化合物７（５７ｍｇ，０１ｍｍｏｌ）的甲
醇（５ｍＬ）溶液中缓慢滴加盐酸（１ｍＬ，３ｍｏｌ／Ｌ），回流 ２５ｍｉｎ，冷却后加入 ５ｍＬ水，乙酸乙酯
（１５ｍＬ×３）萃取，有机相合并后依次水洗，饱和食盐水洗，无水Ｎａ２ＳＯ４干燥。过滤，减压蒸除溶剂，硅胶
柱层析分离（Ｖ（二氯甲烷）∶Ｖ（甲醇）＝２５６∶１）得到白色固体 １（２７ｍｇ，００６１ｍｍｏｌ），产率 ６１％。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２００（ｓ，１Ｈ，ＯＨ），６９５～７００（ｍ，３Ｈ，３ＡｒＨ），６０３（ｓ，１Ｈ，ＯＨ），５６９
（ｓ，１Ｈ，ＯＨ），５３３（ｄｄ，Ｊ＝１３０，２９Ｈｚ，１Ｈ，ＣＨ），５２２（ｔ，Ｊ＝６５Ｈｚ，２Ｈ， ＣＨ ），５０３（ｔ，Ｊ＝６４Ｈｚ，
１Ｈ， ＣＨ ），３９２（ｓ，３Ｈ，３ＯＣＨ３），３３３（ｄ，Ｊ＝７１Ｈｚ，１Ｈ，ＣＨ），３０６（ｄｄ，Ｊ＝１７１，１３０Ｈｚ，１Ｈ，ＣＨ），
２８０（ｄｄ，Ｊ＝１７１，３０Ｈｚ，１Ｈ，ＣＨ），２０５（ｔ，Ｊ＝７９Ｈｚ，４Ｈ，２ＣＨ２），１７２（ｓ，３Ｈ，ＣＨ３），１６６（ｓ，３Ｈ，
ＣＨ３），１５８（ｓ，６Ｈ，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９６５４，１６４０７，１６３４１，１４６８０，１４６１５，
１３９１３，１３０７４，１２３７８，１２１５６，１１９５６，１１４６１，１０８７３，１０６１５，１０３２８，９７２８，７６８４，５６１２，４３５４，
３９８６，２９８５，２６４７，２５８３，２１９０，１７８６，１６３０；ＨＲＭＳ（ＥＳＩ）计算值Ｃ２６Ｈ３０Ｏ６Ｎａ［Ｍ＋Ｈ］

＋：４３９２１１５，
实测值：４３９２１１０。
１．３．８　３，５二甲氧基４甲氧基甲氧基苯甲醛（１０）的合成　将化合物９（９１０ｍｇ，５ｍｍｏｌ）溶于干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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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酮（５０ｍＬ）中，剧烈搅拌下加入无水碳酸钾（８２８ｍｇ，６ｍｍｏｌ），滴加氯甲基甲基醚（４８３ｍｇ，６ｍｍｏｌ），
回流１５ｈ，冷却至室温，抽滤，减压蒸去溶剂，硅胶柱层析分离（Ｖ（石油醚）∶Ｖ（乙酸乙酯）＝４∶１）得淡黄
色油状物１０（１１２ｍｇ，０５０ｍｍｏｌ），产率１０％。

将化合物９（９１０ｍｇ，５ｍｍｏｌ）溶于干燥的ＣＨ２Ｃｌ２（４０ｍＬ）中，加入三乙胺（７５ｍｍｏｌ，７５７５ｍｇ），
４二甲氨基吡啶ＤＭＡＰ（０５ｍｍｏｌ，６１ｍｇ），最后加入氯甲基甲基醚（６ｍｍｏｌ，４８３ｍｇ）室温下搅拌反应
８ｈ，加入水猝灭反应，二氯甲烷萃取，合并有机相，依次用水洗，饱和食盐水洗，无水Ｎａ２ＳＯ４干燥，过滤，
减压蒸去溶剂，硅胶柱层析分离（Ｖ（石油醚）∶Ｖ（乙酸乙酯）＝４∶１），得淡黄色油状物 １０（８７２ｍｇ，
３８６ｍｍｏｌ），产率７７２％。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９７５（ｓ，１Ｈ，ＣＨＯ），７０２（ｓ，２Ｈ，２ＡｒＨ），５１１
（ｓ，２Ｈ，ＯＣＨ２Ｏ），３８１（ｓ，６Ｈ，２ＯＣＨ３），３４８（ｓ，３Ｈ，Ｏ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９１０２，
１５３７８，１５３７２，１３２１６，１０６５４，１０６４８，９８１３，５７２４，５７１６，５６１７，５６１０；ＨＲＭＳ（ＥＳＩ）计算值
Ｃ１１Ｈ１４Ｏ５Ｎａ［Ｍ＋Ｎａ］

＋：２４９０７３３，实测值：２４９０７２９。
１．３．９　２羟基４，６二甲氧基甲氧基３′，５′二甲氧基４′甲氧基甲氧基５香叶基查尔酮（１５）的合成　
将化合物６（５０３ｍｇ，１３２ｍｍｏｌ）和化合物１０（３５６ｍｇ，１５９ｍｍｏｌ）溶于乙醇（４ｍＬ）中，冰水浴冷却，缓
慢滴加ＫＯＨ（２８ｇ，５０ｍｍｏｌ）Ｈ２ＯＥｔＯＨ（６７ｍＬ，Ｖ∶Ｖ＝２∶３）溶液，Ｎ２气保护下０℃反应 １ｈ后自然升
至室温，继续反应２４ｈ，将反应物倒入冰水中（５ｍＬ），用３ｍｏｌ／Ｌ的盐酸调节至ｐＨ值为３～４，二氯甲烷
（５ｍＬ×３）萃取，有机相合并后依次水洗、饱和食盐水洗，无水Ｎａ２ＳＯ４干燥。过滤，减压蒸除溶剂，硅胶
柱层析分离（Ｖ（石油醚）∶Ｖ（乙酸乙酯）＝６∶１）得淡黄色粘稠液体１５（４８２ｍｇ，０８０ｍｍｏｌ），产率６１％。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３８４（ｓ，１Ｈ，ＯＨ），７８４（ｄ，Ｊ＝１６Ｈｚ，１Ｈ， ＣＨ ），７７４（ｄ，Ｊ＝１６Ｈｚ，１Ｈ，
ＣＨ ），７１８（ｓ，２Ｈ，ＡｒＨ），７１５（ｓ，１Ｈ，ＡｒＨ），６３７（ｓ，１Ｈ，ＡｒＨ），５２８（ｓ，２Ｈ，ＯＣＨ２Ｏ），５２７（ｓ，２Ｈ，

ＯＣＨ２Ｏ），５２４（ｓ，２Ｈ，ＯＣＨ２Ｏ），５２４～５１７（ｍ，１Ｈ， ＣＨ ），５０６（ｔ，Ｊ＝８Ｈｚ，１Ｈ， ＣＨ ），３９５（ｓ，１Ｈ，
ＯＣＨ３），３９２（ｓ，３Ｈ，ＯＣＨ３），３５２（ｓ，６Ｈ，２ＯＣＨ３），３４８（ｓ，３Ｈ，ＯＣＨ３），３３４（ｄ，Ｊ＝８Ｈｚ，２Ｈ，ＣＨ２），
２０２～２０６（ｍ，２Ｈ，ＣＨ２），１９４～１９８（ｍ，２Ｈ，ＣＨ２），１７９（ｓ，３Ｈ，ＣＨ３），１６４（ｓ，３Ｈ，ＣＨ３），１５７（ｓ，３Ｈ，
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９３２５，１６３９３，１６０７８，１５８２１，１４９８６，１４８５６，１４２３３，１３５１０，
１３１３５，１３００５，１２６３０，１２４５７，１２２４６，１２２２７，１１５９８，１１２２４，１１１０７，１０７９０，９５６７，９５３２，
９４００，９２３６，５７０９，５６５０，５６４４，５５９６，３９９５，２６８７，２５８２，２１７７，１７８０，１６２６；ＨＲＭＳ（ＥＳＩ）计算
值Ｃ３３Ｈ４４Ｏ１０Ｎａ［Ｍ＋Ｎａ］

＋：６２３２８２７，实测值：６２３２８１７。
１．３．１０　５，７二甲氧基甲氧基３′，５′二甲氧基４′甲氧基甲氧基６香叶基黄烷酮（１６）的合成　向化合
物１５（１８１ｍｇ，０３ｍｍｏｌ）的乙醇（３５ｍＬ）溶液中加入无水醋酸钠（４９２ｍｇ，６ｍｍｏｌ）和一滴水，加热回流
２４ｈ，冷却至室温后加水（５ｍＬ），乙醚（１０ｍＬ×３）萃取，有机相合并后依次用水洗，饱和食盐水洗，无水
Ｎａ２ＳＯ４干燥，过滤，减压蒸除溶剂，硅胶柱层析分离（Ｖ（石油醚）∶Ｖ（乙酸乙酯）＝２∶１）得到白色固体黄烷
酮１６（１１２ｍｇ，１８７ｍｍｏｌ），产率６２％。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７１７（ｄ，Ｊ＝８４Ｈｚ，１Ｈ，ＡｒＨ），
７０３（ｄ，Ｊ＝２０Ｈｚ，１Ｈ，ＡｒＨ），６９６（ｄｄ，Ｊ＝８３，１８Ｈｚ，１Ｈ，ＡｒＨ），６５７（ｓ，１Ｈ，ＡｒＨ），５３５（ｄｄ，Ｊ＝
１２８，２８Ｈｚ，１Ｈ，ＣＨ），５３０～５２３（ｍ，６Ｈ，２ＯＣＨ３），５２２～５１６（ｍ，１Ｈ， ＣＨ ），５０３～５０６（ｍ，１Ｈ，
ＣＨ ），３９０（ｓ，６Ｈ，２ＯＣＨ３），３５３（ｄ，Ｊ＝２６Ｈｚ，６Ｈ，２ＯＣＨ３），３４７（ｓ，３Ｈ，ＯＣＨ３），３３２（ｄ，Ｊ＝７２Ｈｚ，

ＣＨ２），２９８（ｄｄ，Ｊ＝１６５，１３０Ｈｚ，１Ｈ，ＣＨ），２８０（ｄｄ，Ｊ＝１６５，３０Ｈｚ，１Ｈ，ＣＨ），２００～２０３（ｍ，２Ｈ，
ＣＨ２），１９７～１８６（ｍ，２Ｈ，ＣＨ２），１６４（ｄ，Ｊ＝７１Ｈｚ，６Ｈ，２ＣＨ３），１５５（ｓ，３Ｈ，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１８９９１，１６０９８，１６０７８，１５７７２，１５３５８，１３５４７，１３５２７，１３４２８，１３１５０，１２４２９，１２２２８，
１１２６７，１０７６３，１０２８８，９８２７，９６１８，９５５４，９４１６，７８８７，５７３３，５６７０，５６５１，５６１８，４６３１，３９９８，
２６８３，２５８１，２２２６，１７７８，１６２３；ＨＲＭＳ（ＥＳＩ）计算值Ｃ３３Ｈ４４Ｏ１０Ｎａ［Ｍ＋Ｎａ］

＋：６２３２８２７，实测值：
６２３２８１７。
１．３．１１　５，７二羟基３′，５′甲氧基４′羟基６香叶基黄烷酮（２）的合成　向化合物 １６（７２ｍｇ，
０１２ｍｍｏｌ）的甲醇（５ｍＬ）溶液中缓慢滴加盐酸（１ｍＬ，３ｍｏｌ／Ｌ），回流２５ｍｉｎ，冷却后加入５ｍＬ水，乙
酸乙酯（１５ｍＬ×３）萃取，有机相合并后依次水洗，饱和食盐水洗，无水Ｎａ２ＳＯ４干燥。过滤，减压蒸除溶
剂，硅胶柱层析分离（Ｖ（二氯甲烷）∶Ｖ（甲醇）＝２５６∶１）得到白色固体２（３４ｍｇ，００７ｍｍｏｌ），产率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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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１２００（ｓ，１Ｈ，ＯＨ），６９５～７００（ｍ，３Ｈ，３ＡｒＨ），６０３（ｓ，１Ｈ，ＯＨ），５６９（ｓ，
１Ｈ，ＯＨ），５３３（ｄｄ，Ｊ＝１３０，２９Ｈｚ，１Ｈ，ＣＨ），５２２（ｔ，Ｊ＝６５Ｈｚ，２Ｈ， ＣＨ ），５０３（ｔ，Ｊ＝６４Ｈｚ，１Ｈ，
ＣＨ ），３９２（ｓ，３Ｈ，ＯＣＨ３），３８５（ｓ，３Ｈ，ＯＣＨ３），３３３（ｄ，Ｊ＝７１Ｈｚ，１Ｈ，ＣＨ），３０６（ｄｄ，Ｊ＝１７１，

１３０Ｈｚ，１Ｈ，ＣＨ），２８０（ｄｄ，Ｊ＝１７１，３０Ｈｚ，１Ｈ，ＣＨ），２０５（ｔ，Ｊ＝７９Ｈｚ，４Ｈ，２ＣＨ２），１７２（ｓ，３Ｈ，
ＣＨ３），１６６（ｓ，３Ｈ，ＣＨ３），１５８（ｓ，３Ｈ，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９６４２，１８２３４，１６４０８，
１６２４４，１４７２８，１３９２５，１３５１４，１３２２９，１２９９８，１２３７４，１２１５２，１０６１３，１０３２８，１０３１０，９７２４，７９２４，
７９５７，５６５３，４３７５，３９８８，２６４６，２５８４，２１９２，１７８６，１６３３；ＨＲＭＳ（ＥＳＩ）计算值Ｃ２７Ｈ３２Ｏ７Ｎａ［Ｍ＋
Ｎａ］＋：４９１２０４０，实测值：４９１２０３３。
１．３．１２　３，４二甲氧基５甲氧基甲氧基苯甲醛（１２）的合成　将化合物１１（９１０ｍｇ，５ｍｍｏｌ）溶于干燥的
丙酮（５０ｍＬ）中，剧烈搅拌下加入无水碳酸钾（８２８ｍｇ，６ｍｍｏｌ），滴加氯甲基甲基醚（４８３ｍｇ，６ｍｍｏｌ），
回流１５ｈ，冷却至室温，抽滤，减压蒸去溶剂，硅胶柱层析分离（Ｖ（石油醚）∶Ｖ（乙酸乙酯）＝４∶１）得淡黄
色油状物１２（８４０ｍｇ，３７２４ｍｍｏｌ），产率７４％。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９７９（ｓ，１Ｈ，ＣＨＯ），７２７
（ｄ，Ｊ＝２０Ｈｚ，１Ｈ，ＡｒＨ），７１２（ｄ，Ｊ＝１６Ｈｚ，１Ｈ，ＡｒＨ），５２２（ｓ，２Ｈ，ＣＨＯ２），３９０（ｓ，３Ｈ，ＯＣＨ３），３８７
（ｓ，３Ｈ，ＯＣＨ３），３４７（ｓ，３Ｈ，Ｏ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９０９５，１５３９２，１５０９８，１４４５０，
１３１８３，１１２３１，１０５９９，９５３１，７７４８，７７１６，７６８５，６１０２，５６３４，５６１６；ＨＲＭＳ（ＥＳＩ）计算值
Ｃ１１Ｈ１４Ｏ５Ｎａ［Ｍ＋Ｎａ］

＋：２４９０７３３，实测值：２４９０７３０。
１．３．１３　２羟基４，６二甲氧基甲氧基３′，４′二甲氧基５′甲氧基甲氧基５香叶基查尔酮（１７）的合成　
将化合物６（３９２ｍｇ，１ｍｍｏｌ）和化合物１２（１４９６ｍｇ，１１ｍｍｏｌ）溶于乙醇（２ｍＬ）中，冰水浴冷却，缓慢
滴加ＫＯＨ（２８ｇ，５０ｍｍｏｌ）Ｈ２ＯＥｔＯＨ（６７ｍＬ，Ｖ∶Ｖ＝２∶３）溶液，Ｎ２气保护下０℃反应１ｈ后自然升至
室温，继续反应 ２４ｈ，将反应物倒入冰水中（５ｍＬ），用 ３ｍｏｌ／Ｌ的盐酸调节至 ｐＨ值为 ３～４，萃取
（５ｍＬ×３），有机相合并后依次水洗、饱和食盐水洗，无水Ｎａ２ＳＯ４干燥。过滤，减压蒸除溶剂，硅胶柱层
析分离（Ｖ（石油醚）∶Ｖ（乙酸乙酯）＝６∶１）得淡黄色粘稠液体 １７（３４３ｍｇ，０５７ｍｍｏｌ），产率 ６３％；
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１３８４（ｓ，１Ｈ，ＯＨ），７８５（ｄ，Ｊ＝１６Ｈｚ，１Ｈ， ＣＨ ），７６９（ｄ，Ｊ＝１６Ｈｚ，１Ｈ，
ＣＨ ），７１５（ｄ，Ｊ＝１８Ｈｚ，１Ｈ，ＡｒＨ），６８５（ｄ，Ｊ＝１８Ｈｚ，１Ｈ，ＡｒＨ），６４０（ｓ，１Ｈ，ＡｒＨ），５２８（ｓ，２Ｈ，

ＯＣＨ２Ｏ），５２５（ｓ，４Ｈ，２ＯＣＨ２Ｏ），５２３～５１７（ｍ，Ｈ， ＣＨ ），５０７（ｔ，Ｊ＝８Ｈｚ，１Ｈ， ＣＨ ），３９１（ｓ，３Ｈ，
ＯＣＨ３），３９０（ｓ，３Ｈ，ＯＣＨ３），３５２（ｓ，３Ｈ，ＯＣＨ３），３５３（ｓ，３Ｈ，ＯＣＨ３），３４８（ｓ，３Ｈ，ＯＣＨ３），３３４（ｄ，Ｊ＝
８Ｈｚ，２Ｈ，ＣＨ２），２０２～２０６（ｍ，２Ｈ，ＣＨ２），１９４～１９８（ｍ，２Ｈ，ＣＨ２），１７９（ｓ，３Ｈ，ＣＨ３），１６４（ｓ，３Ｈ，
ＣＨ３），１６７（ｓ，３Ｈ，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９３１５，１６４０１，１６０８９，１５８３２，１５３６５，
１５１２７，１４２１２，１４０９３，１３５１０，１３１３４，１２７４０，１２４５７，１２２４５，１１２１８，１０９７４，１０９０３，１０７７８，
１０７００，９５４９，９４００，９２２２，６１２４，５７０２，５６４３，５６３９，５６１８，３９９５，２６８７，２５８２，２１７５，１７７９，
１６２６；ＨＲＭＳ（ＥＳＩ）计算值Ｃ３３Ｈ４４Ｏ１０Ｎａ［Ｍ＋Ｎａ］

＋：６２３２８２７，实测值：６２３２８１９。
１．３．１４　５，７二甲氧基甲氧基３′，４′二甲氧基５′甲氧基甲氧基６香叶基黄烷酮（１８）的合成　向化合
物１７（１８１ｍｇ，０３ｍｍｏｌ）的乙醇（３５ｍＬ）溶液中加入无水醋酸钠（４９２ｍｇ，６ｍｍｏｌ）和一滴水，加热回流
２４ｈ，冷却至室温后加水（５ｍＬ），乙醚（１０ｍＬ×３）萃取，有机相合并后依次用水洗，饱和食盐水洗，无水
Ｎａ２ＳＯ４干燥。过滤，减压蒸除溶剂，硅胶柱层析分离（Ｖ（石油醚）∶Ｖ（乙酸乙酯）＝２∶１）得到白色固体黄
烷酮１８（１０８４ｍｇ，０１８ｍｍｏｌ），产率 ６０％。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７１７（ｄ，Ｊ＝８４Ｈｚ，１Ｈ，
ＡｒＨ），７０３（ｄ，Ｊ＝２０Ｈｚ，１Ｈ，ＡｒＨ），６９６（ｄｄ，Ｊ＝８３，１８Ｈｚ，１Ｈ，ＡｒＨ），６５７（ｓ，１Ｈ，ＡｒＨ），５３５（ｄｄ，
Ｊ＝１２８，２８Ｈｚ，１Ｈ，ＣＨ），５３０～５２３（ｍ，６Ｈ，２ＯＣＨ３），５２２～５１６（ｍ，１Ｈ， ＣＨ ），５０３～５０６（ｍ，
１Ｈ， ＣＨ ），３９０（ｓ，６Ｈ，２ＯＣＨ３），３５３（ｄ，Ｊ＝２６Ｈｚ，６Ｈ，２ＯＣＨ３），３４７（ｓ，３Ｈ，ＯＣＨ３），３３２（ｄ，Ｊ＝
７２Ｈｚ，ＣＨ２），２９８（ｄｄ，Ｊ＝１６５，１３０Ｈｚ，１Ｈ，ＣＨ），２８０（ｄｄ，Ｊ＝１６５，３０Ｈｚ，１Ｈ，ＣＨ），２００～２０３
（ｍ，２Ｈ，ＣＨ２），１９７～１８６（ｍ，２Ｈ，ＣＨ２），１６４（ｄ，Ｊ＝７１Ｈｚ，６Ｈ，２ＣＨ３），１５５（ｓ，３Ｈ，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８９８６，１６０９６，１６０７２，１５７６７，１５３６７，１５１０３，１３８９４，１３５２０，１３５１５，
１３１４１，１２４３１，１２２２４，１１２６５，１０７６０，１０７２８，１０３９１，９６１５，９５５６，９５５２，９４１２，７８７３，６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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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６６，５６４７，５６３７，５６１６，４６１９，３９９２，２６７９，２５７８，２２２，１７７５，１６１５；ＨＲＭＳ（ＥＳＩ）计算值
Ｃ３３Ｈ４４Ｏ１０Ｎａ［Ｍ＋Ｎａ］

＋：６２３２８２７，实测值：６２３２８２０。
１．３．１５　５，７二羟基３′，５′甲氧基４′羟基６香叶基黄烷酮（３）的合成　向化合物 ７（７２ｍｇ，
０１２ｍｍｏｌ）的甲醇（５ｍＬ）溶液中缓慢滴加盐酸（１ｍＬ，３ｍｏｌ／Ｌ），回流２５ｍｉｎ，冷却后加入５ｍＬ水，乙
酸乙酯（１５ｍＬ×３）萃取，有机相合并后依次水洗，饱和食盐水洗，无水Ｎａ２ＳＯ４干燥。过滤，减压蒸除溶
剂，硅胶柱层析分离（Ｖ（二氯甲烷）∶Ｖ（甲醇）＝２５６∶１）得到白色固体３（３６ｍｇ，００７ｍｍｏｌ），产率６３％。
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１２００（ｓ，１Ｈ，ＯＨ），６９５～７００（ｍ，３Ｈ，３ＡｒＨ），６０３（ｓ，１Ｈ，ＯＨ），５６９
（ｓ，１Ｈ，ＯＨ），５３３（ｄｄ，Ｊ＝１３０，２９Ｈｚ，１Ｈ，ＣＨ），５２２（ｔ，Ｊ＝６５Ｈｚ，２Ｈ， ＣＨ ），５０３（ｔ，Ｊ＝６４Ｈｚ，
１Ｈ， ＣＨ ），３９２（ｓ，３Ｈ，ＯＣＨ３），３８５（ｓ，３Ｈ，ＯＣＨ３），３３３（ｄ，Ｊ＝７１Ｈｚ，１Ｈ，ＣＨ），３０６（ｄｄ，Ｊ＝１７１，
１３０Ｈｚ，１Ｈ，ＣＨ），２８０（ｄｄ，Ｊ＝１７１，３０Ｈｚ，１Ｈ，ＣＨ），２０５（ｔ，Ｊ＝７９Ｈｚ，４Ｈ，），１７２（ｓ，３Ｈ），１６６（ｓ，
３Ｈ，ＣＨ３），１５８（ｓ，６Ｈ，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９６３４，１６４２０，１６２３７，１５９６０，１５２６６，
１４９６２，１３９１８，１３５６２，１３４９８，１３２２３，１２３８１，１２１５３，１０６２７，１０６０４，１０３２３，１０１９４，９７２１，７９０２，
６１１４，５６０８，４３５４，３９８５，２６４６，２５８９，２２５２，１７８５，１６３１；ＨＲＭＳ（ＥＳＩ）计算值Ｃ２７Ｈ３２Ｏ７Ｎａ［Ｍ＋
Ｎａ］＋：４９１２０４０，实测值：４９１２０３０。
１．４　体外抗肺癌细胞活性及正常细胞毒性实验

１）取处于对数生长期，生长状态良好的肺癌Ａ５４９细胞和正常人肺纤维细胞（ｈｕｍａｎ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ｌｕｎｇ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ＨＥＬＦ），用ＤＭＥＭ（ｄｕｌｂｅｃｃｏ′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ｅａｇｌｅｍｅｄｉｕｍ）培养基调整细胞密度到３×１０５个／ｍＬ，接
入９６孔板，每孔１００μＬ细胞悬液，每组２个复孔，同时设空白组，二甲基亚砜（ＤＭＳＯ）组，阳性对照组，
阴性对照组，３７℃培养过夜（在细胞孔周围孔内加入１００μＬ无菌磷酸盐缓冲溶液ＰＢＳ）；２）根据不同分
组和细胞处理设置分别处理细胞，３７℃培养２４ｈ；

①正常组：不做处理；ＤＭＳＯ组（加细胞培养基和ＤＭＳＯ）；
②阳性对照组：加入星孢霉素（Ｓｔａｕｒｏｓｐｏｒｉｎｅ），使终浓度分别为１６ｎｍｏｌ／Ｌ、８０ｎｍｏｌ／Ｌ、４００ｎｍｏｌ／Ｌ、

２μｍｏｌ／Ｌ和１０μｍｏｌ／Ｌ；阴性对照组：只加细胞和培养基；
③化合物１组：向Ａ５４９细胞和人肺纤维细胞ＨＥＬＦ，分别加入化合物１，使终浓度分别为０１、１、１０、

３０和５０μｍｏｌ／Ｌ；
④化合物２组：向Ａ５４９细胞和人肺纤维细胞ＨＥＬＦ，分别加入化合物２，使终浓度分别为０１、１、１０、

３０和５０μｍｏｌ／Ｌ；
⑤化合物３组：向Ａ５４９细胞和人肺纤维细胞ＨＥＬＦ，分别加入化合物３，使终浓度分别为０１、１、１０、

３０和５０μｍｏｌ／Ｌ；
３）每孔加入１０μＬＭＴＴ，３７℃培养４ｈ；
４）吸出培养基，加入１５０μＬＤＭＳＯ震荡１０ｍｉｎ；
５）酶标仪测定各孔在５６８ｎｍ的吸光值ＯＤ。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化合物１～３的合成
我们由２，４，６三羟基苯乙酮、４羟基３，５二甲氧基苯甲醛、４羟基５甲氧基苯甲醛和３羟基４，５

二甲氧基苯甲醛为起始原料经过取代、氯甲基甲基醚保护、羟醛缩合、分子内的麦克加成反应以及脱甲

基甲基醚得到目标化合物１～３。我们完成了香叶基黄烷酮化合物１～３的全合成。合成的关键是中间
体２羟基４，６二甲氧基甲氧基５香叶基苯乙酮（６）的选择性合成，羟基的保护，脱保护。

如Ｓｃｈｅｍｅ２所示，化合物１～３均是６位取代的香叶基黄烷酮，合成的关键是中间体２羟基４，６二
甲氧基甲氧基５香叶基苯乙酮（６）的选择性合成，首先，将２，４，６三羟基苯乙酮（４）与香叶基溴发生取
代反应，得到了香叶基取代苯乙酮５其产率为５２％，再将３香叶基２，４，６三羟基苯乙酮（５），用氯甲基
甲基醚进行保护，以６０％的产率选择性目标化合物得到２羟基４，６二甲氧基甲氧基５香叶基苯乙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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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反应选择性保护香叶基２侧羟基，副产物 ６，痕量，关于香叶基取代后保护选择性研究，我们在
（±）Ｃｙｃｌｏａｌｔｉｌｉｓｉｎ７和（±）ＰｏｉｎｓｅｔｔｉｆｏｌｉｎＢ的首次全合成已有详细分析。

Ｓｃｈｅｍｅ２　Ｒｅｔｒ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ｋｅｙ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６

其反应产率分别为：３羟基４甲氧基苯甲醛（７）、４羟基３，５二甲氧基苯甲醛（９）和３羟基４，５二
甲氧基苯甲醛（１１）上的羟基，用氯甲基甲基醚进行保护，其反应产率分别为６０％、９１％、７７２％和７４％。
将反应得到的化合物８、１０和１２分别与化合物６在Ｎ２气保护下发生羟醛缩合分别得到了化合物１３、１５
和１７，其产率分别为５６％、６１％和５７％。然后化合物１３、１５和１７发生分子内的迈克加成反应，得到了
化合物１４、１６和１８，其产率分别为５６％、６２％和６０％。最后将化合物１４、１６和１８在３ｍｏｌ／ＬＨＣｌ甲醇
中回流的条件下脱去保护基得到了最终的产物１、２和３，其产率分别为６１％、６０％和６３％。

在合成中间体３，５二甲氧基４甲氧基甲氧基苯甲醛１０时，开始将化合物９溶于干燥的丙酮中，剧
烈搅拌下加入无水碳酸钾，滴加氯甲基甲基醚，回流１５ｈ，经后处理后得到目标产物１０的产率只有
１０％，我们认为由于空间位阻的影响，且无机碱在有机溶剂中的溶解度不大，所以得到目标产物的产率
比较低，随后又尝试用化合物９溶于干燥的ＣＨ２Ｃｌ２中，加入三乙胺，ＤＭＡＰ，最后加入氯甲基甲基醚室温
下搅拌反应８ｈ，反应结束后经后处理后得到目标产物１０，产率为６９％。

在对化合物１４、１６和１８进行脱保护基时，控制脱保护基的时间是合成３个天然产物的关键。若时
间太长，会出现严重的拖尾现象且苯环上的香叶基会与羟基成环，不利于分离。主要原因是黄烷酮侧链

上的香叶基有双键，对酸比较敏感，脱保护时间太长，会有副反应发生，产率降低，产物难于分离。而对

于这３个化合物，我们发现反应时间控制在２５ｍｉｎ，利用３ｍｏｌ／Ｌ的 ＨＣｌ，且甲醇盐酸（Ｖ（ＭｅＯＨ）∶
Ｖ（ＨＣｌ）＝５∶１）时脱保护基的效果最佳。
２．２　体外抗肺癌细胞活性

采用ＭＴＴ法测试了目标化合物１～３对人肺癌细胞和 ＨＥＬＦ细胞的体外细胞增殖抑制活性，实验
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化合物１～３对Ａ４５９和ＨＥＬＦ细胞的ＩＣ５０
Ｔａｂｌｅ１　ＩＣ５０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１～３ｏｎＡ４５９ａｎｄＨＥＬＦ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ｉｎｖｉｔｒｏ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Ａ５４９ＩＣ５０／（μｍｏｌ·Ｌ－１） ＨＥＬＦＩＣ５０／（μｍｏｌ·Ｌ－１）

１ ８４．８５９３ ５８．３９６５
２ ２５．６２６４ １３．２６４７
３ ８７．７２４３ ９５．８４９５

Ｓｔａｕｒｏｓｐｏｒｉｎｅ ９．９６９４ ６．４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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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ＤＭＳＯ溶剂对照组的抑制率只有１７％，化合物１～３对Ａ４５９肺癌细胞均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化合物１和３的抑制效果不佳，但是化合物２对Ａ４５９肺癌细胞抑制效果比较好，其样品浓度达到
５０μｍｏｌ／Ｌ时，增长率为 １７８６％，ＩＣ５０值为 ２５６２６４，而低于阳性对照物星孢霉素的抑制率
（９９６９４μｍｏｌ／Ｌ），分析原因可能是星孢霉素对 Ａ４５９肺癌细胞具有很强的选择性，而上述３个化合物
对Ａ４５９肺癌细胞的选择性比较差。上述３个化合物对正常的肺细胞也有一定的细胞毒性，其细胞毒性
小于星孢霉素，因此其它香叶基黄烷酮对抗肿瘤活性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３　结　论

本文以２，４，６三羟基苯乙酮、４羟基３，５二甲氧基苯甲醛、４羟基５甲氧基苯甲醛和３羟基４，５
二甲氧基苯甲醛为原料经过取代，氯甲基甲基醚保护，羟醛缩合，分子内的麦克加成反应以及脱甲基甲

基醚得到目标化合物１～３，且均具有一定抗肺癌活性，其中化合物２对 Ａ４５９肺癌细胞抑制效果比较
好，化合物１－３的波普数据与文献［７］报道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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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学》２０１８年征订启事

《应用化学》创刊于１９８３年，是经国家科委批准向国内、国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性期刊。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
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和中国化学会主办，科学出版社出版。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应用化学》设有综合评述、研究论文、研究简报、研究快报栏目。出版周期短，报道新成果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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