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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４７３３２１）。
 ［通信作者］　杨秀伟，教授，研究方向：中药有效物质基础和药物代谢；Ｔｅｌ：（０１０）８２８０１５６９；Ｅｍａｉｌ：ｘｗｙａｎｇ＠ｂｊｍｕｅｄｕｃｎ

杭白芷正丁醇溶性部位化学成分研究
△

韦玮１，杨秀伟１，周媛媛２

（１北京大学 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 药学院 天然药物学系，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２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４０）

［摘要］　目的：研究杭白芷７０％乙醇水提取物的正丁醇溶性部位的化学成分。方法：采用硅胶、高效液相色谱
等柱色谱方法进行分离纯化，通过化合物的谱学数据鉴定其结构。结果：从杭白芷７０％乙醇水溶液提取物的正丁醇
溶性部位分离鉴定了１１个化合物，分别为水合氧化前胡素（１）、独活属醇（２）、（－）印枳苷（３）、（２′Ｓ，３′Ｒ）３′羟
基印枳苷（４）、仲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白当归素（５）、叔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白当归素（６）、（２′Ｒ，３′Ｓ）３′羟基紫
花前胡苷（７）、花椒毒酚８ＯβＤ吡喃葡萄糖苷（８）、腺苷（９）、白当归素（１０）、栓翅芹烯醇（１１）。结论：杭白芷
７０％乙醇水提取物的正丁醇溶性部位的主要化学成分为游离香豆素类及其苷。

［关键词］　杭白芷；伞形科；香豆素类；生物活性物质基础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ｎＢｕｔａｎｏｌＳｏｌｕｂｌｅＰａｒｔｓｏｆＲｏｏｔｓｏｆ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ｃｖＨａｎｇｂａｉｚｈｉ
ＷＥＩＷｅｉ１，ＹＡＮＧＸｉｕｗｅｉ１，ＺＨＯＵ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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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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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ｎｓｉｌｉｃａｇｅｌａｎｄＨＰＬＣ，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ｗｅｒｅ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ｅｄｂｙ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ｌｅｖｅｎ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ｓ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ａｓｏｘｙ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ｉｎｈｙｄｒａｔｅ（１），ｈｅｒａｃｌｅｎｏｌ（２），（－）ｍａｒｍｅｓｉｎｉｎ（３），（２′Ｓ，３′Ｒ）３′
ｈｙｄｒｏｘｙｍａｒｍｅｓｉｎｉｎ（４），ｓｅｃ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ｂｙａｋａｎｇｅｌｉｃｉｎ（５），ｔｅｒｔ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ｂｙａｋａｎｇｅｌｉｃｉｎ（６），（２′Ｒ，
３′Ｓ）３′ｈｙｄｒｏｘｙｎｏｄａｋｅｎｉｎ（７），ｘａｎｔｈｏｔｏｘｏｌ８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８），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９），ｂｙａｋａｎｇｅｌｉｃｉｎ（１０），ａｎｄｐａｂｕ
ｌｅｎｏｌ（１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ａｒｅｆｒｅｅｃｏｕｍａｒｉｎｓａｎｄ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ｂｕｔａｎｏｌ
ｓｏｌｕｂｌｅｐａｒｔｓｏｆ７０％ｅｔｈａｎｏｌａｑｕｅｏｕ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ｒｏｏｔｓｏｆＡ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ｃｖＨａｎｇｂａｉｚｈ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ｏｏｔｓｏｆ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ｃｖＨａｎｇｂａｉｚｈｉ；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ｃｏｕｍａｒｉｎｓ；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１３／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８９０．２０１７．５．００７

白芷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ｅ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ｅＲａｄｉｘ为常用传统中药
之一，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在长期

栽培和市场流通中，逐渐形成了川白芷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ｃｖＣｈｕａｎｂａｉｚｈｉ、禹白芷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ｄａｈｕｒｉｃａ
ｃｖＹｕｂａｉｚｈｉ、杭白芷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ｃｖＨａｎｇｂａｉｚｈｉ
和祁白芷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ｃｖＱｉｂａｉｚｈｉ［１２］４个栽培类
型或四大药用白芷。我国北方，包括朝鲜、韩国、

原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广泛分布的兴安白芷是野生

种［３５］。白芷除药用外，在食品、保健品、香料、护

肤美容、日用化工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纯正的

白芷美容效果更为显著，对美白祛斑有显著的作用。

在对白芷物质基础研究工作中，我们报道了川白

芷［６９］、祁白芷［１０］、兴安白芷［１１］化学成分。同时报

道了杭白芷７０％乙醇水提取物的脂溶性部位的化学
成分［１２１３］；本文报道正丁醇溶性部位的化学成分。

取道地产区的杭白芷用 ７０％乙醇水回流提取，
其提取物的水溶液依次用环己烷、乙酸乙酯、正丁

醇萃取。取正丁醇萃取物经柱色谱分离纯化，分离

·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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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１１个化合物，根据其理化常数、质谱（ＭＳ）和核
磁共振波谱（ＮＭＲ）数据分别鉴定为水合氧化前胡素
（ｏｘｙ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ｉｎｈｙｄｒａｔｅ，１）、独活属醇（ｈｅｒａｃｌｅｎｏｌ，
２）、（－）印枳苷 ［（－）ｍａｒｍｅｓｉｎｉｎ，３］、（２′Ｓ，３′
Ｒ）３′羟 基 印 枳 苷 ［（２′Ｓ，３′Ｒ）３′ｈｙｄｒｏｘｙ
ｍａｒｍｅｓｉｎｉｎ，４］、仲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白当归素
（ｓｅｃ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ｂｙａｋａｎｇｅｌｉｃｉｎ，５）、叔Ｏ
βＤ吡喃葡萄糖基白当归素（ｔｅｒｔ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
ｓｙｌｂｙａｋａｎｇｅｌｉｃｉｎ，６）、（２′Ｒ，３′Ｓ）３′羟基紫花前胡
苷 ［（２′Ｒ，３′Ｓ）３′ｈｙｄｒｏｘｙｎｏｄａｋｅｎｉｎ，７］、花椒毒
酚８ＯβＤ吡喃葡萄糖苷（ｘａｎｔｈｏｔｏｘｏｌ８ＯβＤｇｌｕｃｏ
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８）、腺苷（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９）、白当归素
（ｂｙａｋａｎｇｅｌｉｃｉｎ，１０）和栓翅芹烯醇（ｐａｂｕｌｅｎｏｌ，１１）。

１　仪器与材料

１１仪器

ＸＴ４Ａ型显微熔点测定仪（北京泰克仪器有限公
司），温度计未校正；ＭＤＳＳＣＩＥＸＡＰＩＱＳＴＡＲ型质
谱仪（ＥＳＩＴＯＦＭ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ＤＳＳｃｉｅｘ，
Ｆｏｓｔｅｒ，ＵＳＡ）和 ＦｉｎｎｉｇａｎＴＲＡＣＥ２０００型质谱仪（ＥＩ
ＭＳ；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ｎｎｉｇａｎＩｎｃ，ＳａｎＪｏｓｅ，ＵＳＡ）；Ｂｒｕｋｅｒ
ＡＶＩＩＩ４００型核磁共振波谱仪（ＢｒｕｋｅｒＢｉｏＳｐｉｎＡＧＦａ
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Ｆｌｌａｎｄｅｎ，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四甲基硅烷为内
标；ＬＣ３０００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ＨＰＬＣ）仪系统
（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配置Ｐ３０５０二元泵，
ＣＸＴＨ３０００色谱工作站；色谱柱为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ｅｘＰｒｏｄ
ｉｇｙＯＤＳ（２５０ｍｍ ×２１２ｍｍ，１０μｍ；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ｅｘ
Ｉｎｃ，Ｔｏｒｒａｎｃｅ，ＵＳＡ）。

１２材料

ＧＦ２５４薄层色谱硅胶板分别为青岛海洋化工厂
和Ｍｅｒｃｋ公司（Ｇｅｒｍａｎｙ）产品；２００～３００目柱色谱
用硅胶（青岛海洋化工厂）。乙醇、甲醇、乙酸乙

酯、三氯甲烷、环己烷（分析纯，北京化工厂）。

杭白芷药材于２０１２年８月采自浙江省磐安县深
泽乡仰头村，杭白芷的道地产地，经本文作者之一

杨秀伟教授鉴定为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ｃｖＨａｎｇｂａｉｚｈｉ的
根，凭证标本（ＨＢＺ２０１２０８）存放在北京大学天然药
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

２　提取与分离

杭白芷干燥根粉末７５ｋｇ用３倍体积的７０％乙
醇水溶液回流提取 ５次，第 １次提取 ２ｈ，第 ２～

５次每次提取 １ｈ，过滤，合并滤液，减压回收乙
醇，得浸膏１０９３５ｇ。浸膏用适量蒸馏水溶解分散，
依次用２倍体积的环己烷、乙酸乙酯、正丁醇萃取，
分别减压回收溶剂，得环己烷萃取物１２４３７ｇ、乙
酸乙酯萃取物５１４ｇ、正丁醇萃取物２０９６７ｇ。

正丁醇萃取物用大孔吸附树脂柱进行分段，乙

醇水体系（０％，３０％，６０％，９５％，Ｖ／Ｖ）梯度洗
脱，得到５个流分Ｆｒ１～５。Ｆｒ３（３３ｇ）用硅胶柱分
离，三氯甲烷甲醇（３０∶１

"

１∶１）梯度洗脱，其中三
氯甲烷甲醇（５∶１）的洗脱部分再用制备 ＨＰＬＣ进行
分离纯化，乙腈

#

水（２８∶７２）梯度洗脱，分别得到化
合物 １（ｔＲ ＝３３ｍｉｎ，１５ｍｇ）、２（ｔＲ ＝３７ｍｉｎ，
１２ｍｇ）、３（ｔＲ ＝７９ｍｉｎ，９ｍｇ）和 ４（ｔＲ ＝８１ｍｉｎ，
５ｍｇ）。Ｆｒ４（５０ｇ）经硅胶柱色谱，三氯甲烷甲醇
（１０∶１）洗脱，得到３个流分Ｆｒ４１～３。Ｆｒ４２（２ｇ）
经制备ＨＰＬＣ分离纯化，乙腈

#

水（１５∶８５）洗脱，分
别得到化合物 ５（ｔＲ ＝３３ｍｉｎ，２０ｍｇ）和 ６（ｔＲ ＝
３５ｍｉｎ，１２ｍｇ）。Ｆｒ４３（１５０ｍｇ）用制备ＨＰＬＣ分离
纯化，乙腈

#

水（１７∶８３）洗脱，分别得到化合物
７（ｔＲ＝１１３ｍｉｎ，８ｍｇ）、８（ｔＲ＝１１７ｍｉｎ，１１ｍｇ）和
９（ｔＲ＝１２１ｍｉｎ，７ｍｇ）。Ｆｒ５（１２ｇ）经硅胶柱色谱分
离，环己烷乙酸乙酯（１０∶１

"

１∶１）洗脱，其中环己
烷乙酸乙酯（１∶３）洗脱部分再经制备 ＨＰＬＣ分离纯
化，乙腈

#

水（３０∶７０）洗脱，分别得到化合物１０（ｔＲ＝
５６ｍｉｎ，３０ｍｇ）和１１（ｔＲ＝５８ｍｉｎ，８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１：白色针晶（甲醇），ｍｐ１３８℃；ＥＩＭＳ
ｍ／ｚ３０４［Ｍ］＋；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８１６
（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４），７５９（１Ｈ，ｄ，Ｊ＝１８
Ｈｚ，Ｈ２′），７１１（１Ｈ，ｓ，Ｈ８），６９８（１Ｈ，ｄ，Ｊ＝
１８Ｈｚ，Ｈ３′），６２４（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３），
４５４（１Ｈ，ｄｄ，Ｊ＝９７，２５Ｈｚ，Ｈｂ１″），４４３
（１Ｈ，ｔ，Ｊ＝９７Ｈｚ，Ｈａ１″），３９１（１Ｈ，ｂｒｄ，Ｊ＝
７２Ｈｚ，Ｈ２″），１３６（３Ｈ，ｓ，３″ＣＨ３），１３１（３Ｈ，
ｓ，３″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６１３
（Ｃ２），１５８２（Ｃ７），１５２６（Ｃ９），１４８７（Ｃ５），
１４５４（Ｃ２′），１３９３（Ｃ４），１１４３（Ｃ６），１１３１（Ｃ
３），１０７４（Ｃ１０），１０４９（Ｃ３′），９４８（Ｃ８），７６７
（Ｃ２″），７４６（Ｃ１″），７１８（Ｃ３″），２６８（３″ＣＨ３），
２５３（３″ＣＨ３）。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一致

［１０］，故

鉴定化合物１为水合氧化前胡素。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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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２：白色粉末（乙酸乙酯）；ＥＩＭＳｍ／ｚ
３０４［Ｍ］＋；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７７４（１Ｈ，
ｄ，Ｊ＝９６Ｈｚ，Ｈ４），７６９（１Ｈ，ｄ，Ｊ＝２２Ｈｚ，Ｈ
２′），７３５（１Ｈ，ｓ，Ｈ５），６８１（１Ｈ，ｄ，Ｊ＝２２Ｈｚ，
Ｈ３′），６３４（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３），４７３（１Ｈ，
ｄｄ，Ｊ＝１０２，２７Ｈｚ，Ｈｂ１″），４４０（１Ｈ，ｄｄ，Ｊ＝
１０２，７９Ｈｚ，Ｈａ１″），３８７（１Ｈ，ｄｄ，Ｊ＝７９，
２７Ｈｚ，Ｈ２″），１３２（３Ｈ，ｓ，３″ＣＨ３），１２８（３Ｈ，ｓ，
３″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６０４（Ｃ
２），１４８０（Ｃ７），１４６９（Ｃ２′），１４４５（Ｃ４），
１４３３（Ｃ９），１３１７（Ｃ８），１２６２（Ｃ６），１１６５（Ｃ
１０），１１４８（Ｃ３），１１３８（Ｃ５），１０６９（Ｃ３′），
７６１（Ｃ２″），７５７（Ｃ１″），７１７（Ｃ３″），２５２（３″
ＣＨ３），２６７（３″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的一
致［６，１０］，故鉴定化合物２为独活属醇。

化合物３：白色粉末（乙酸乙酯）；ＥＳＩＭＳｍ／ｚ
４３１［Ｍ＋Ｎａ］＋，４０７［ＭＨ］#；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ＭＨｚ）δ：７９５（１Ｈ，ｄ，Ｊ＝９５Ｈｚ，Ｈ４），７４８
（１Ｈ，ｓ，Ｈ５），６８２（１Ｈ，ｓ，Ｈ８），６２２（１Ｈ，ｄ，
Ｊ＝９５Ｈｚ，Ｈ３），４８５（１Ｈ，ｔ，Ｊ＝８６Ｈｚ，Ｈ
２′），４４１（１Ｈ，ｄ，Ｊ＝７８Ｈｚ，Ｈ１″），２８３（２Ｈ，
ｍ，Ｈ３′），１２６（３Ｈ，ｓ，４′ＣＨ３），１２３（３Ｈ，ｓ，
４′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６３２
（Ｃ７），１６０６（Ｃ２），１５５１（Ｃ９），１４４８（Ｃ４），
１２５７（Ｃ６），１２４０（Ｃ５），１１２３（Ｃ１０），１１１４
（Ｃ３），９７４（Ｃ１″），９６９（Ｃ８），９０２（Ｃ２′），
７７０（Ｃ４′），７７０（Ｃ５″），７６６（Ｃ３″），７３６（Ｃ
２″），７０１（Ｃ４″），６１０（Ｃ６″），２８９（Ｃ３′），２３２
（４′ＣＨ３），２１９（４′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
致［６］，故鉴定化合物３为（－）印枳苷。

化合物４：白色针状结晶（甲醇），ｍｐ２５８℃；
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４７［Ｍ＋Ｎａ］＋；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ＭＨｚ）δ：８００（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４），７６６
（１Ｈ，ｓ，Ｈ５），６９６（１Ｈ，ｓ，Ｈ８），６２８（１Ｈ，ｄ，
Ｊ＝９６Ｈｚ，Ｈ３），５２０５２７（２Ｈ，ｍ，Ｈ３′，３′
ＯＨ），４９９（１Ｈ，ｄ，Ｊ＝３１Ｈｚ，４″ＯＨ），４８９
（１Ｈ，ｂｒｓ，３″ＯＨ），４８６（１Ｈ，ｂｒｓ，２″ＯＨ），
４５２４５５（２Ｈ，ｍ，Ｈ１″，Ｈ２′），４３１（１Ｈ，ｂｒｓ，
６″ＯＨ），３３６（１Ｈ，Ｈａ６″，Ｈｂ６″），３１５（１Ｈ，ｍ，
Ｈ５″），３０６（２Ｈ，ｂｒｓ，Ｈ３″，４″），２８８（１Ｈ，ｄ，
Ｊ＝７２Ｈｚ，Ｈ２″），１４７（６Ｈ，ｓ，２×４′ＣＨ３）；

１３Ｃ
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６２４（Ｃ７），１６０４

（Ｃ２），１５６１（Ｃ９），１４４９（Ｃ４），１２８６（Ｃ６），
１２５７（Ｃ５），１１２９（Ｃ１０），１１１８（Ｃ３），９７７（Ｃ
１″），９７３（Ｃ８），９１９（Ｃ２′），７７５（Ｃ３′），７６９
（Ｃ３″），７６７（Ｃ５″），７３５（Ｃ２″），７０１（Ｃ４″），
６９８（Ｃ４′），６０８（Ｃ６″），２４６（４′ＣＨ３），２２８（４′
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

［７］，故鉴定化合

物４为（２′Ｓ，３′Ｒ）３′羟基印枳苷。
化合物 ５：白色固体（乙腈

#

水）；ＥＳＩＭＳｍ／ｚ
４９７［Ｍ＋Ｈ］＋；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４００ＭＨｚ）δ：
８１８（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４），８１０（１Ｈ，ｄ，Ｊ＝
２３Ｈｚ，Ｈ２′），７３４（１Ｈ，ｄ，Ｊ＝２３Ｈｚ，Ｈ３′），
６３４（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３），５２５４９３（３Ｈ，
ｂｒｓ，２ＯＨ，３ＯＨ，４ＯＨ），４５０～４４３（４Ｈ，
ｍ，Ｈ１，Ｈａ１″，Ｈｂ１″，３″ＯＨ），４１８（３Ｈ，ｓ，５
ＯＣＨ３），４１２（１Ｈ，ｂｒｓ，６ＯＨ），３７３（１Ｈ，ｔ，
Ｊ＝４９Ｈｚ，Ｈ２″），３４０（２Ｈ，重叠峰，Ｈ６），
３１９３０８（３Ｈ，ｍ，Ｈ３，４，５），３０１（１Ｈ，ｔ，
Ｊ＝８３Ｈｚ，Ｈ２），１２６（３Ｈ，ｓ，３″ＣＨ３），１２４
（３Ｈ，ｓ，３″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１００ＭＨｚ）δ：
１５９９（Ｃ２），１４９１（Ｃ７），１４６６（Ｃ２′），１４４３（Ｃ
５），１４３１（Ｃ９），１３９８（Ｃ４），１２６６（Ｃ８），
１１４８（Ｃ６），１１２８（Ｃ３），１０７１（Ｃ１０），１０５９
（Ｃ３′），１０５２（Ｃ１），８６０（Ｃ２″），７６８（Ｃ５），
７６６（Ｃ３），７４４（Ｃ１″），７４２（Ｃ２），７１４（Ｃ
３″），７００（Ｃ４），６１０（Ｃ６），６１０（５ＯＣＨ３），
２６６（３″ＣＨ３），２５３（３″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
道一致［７］，故鉴定化合物５为仲ＯβＤ吡喃葡萄糖
基白当归素。

化合物 ６：白色固体（甲醇）；ＥＳＩＭＳｍ／ｚ５１９
［Ｍ＋Ｎａ］＋；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４００ＭＨｚ）δ：８１６
（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４），８１０（１Ｈ，ｄ，Ｊ＝２２
Ｈｚ，Ｈ２′），７３５（１Ｈ，ｄ，Ｊ＝２２Ｈｚ，Ｈ３′），６３５
（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３），４８６（２Ｈ，ｂｒｓ，３
ＯＨ，４ＯＨ），４７０（１Ｈ，ｄ，Ｊ＝７８Ｈｚ，Ｈ１），
４６６（１Ｈ，ｄｄ，Ｊ＝１０９，２８Ｈｚ，Ｈａ１″），４５６
（１Ｈ，ｄ，Ｊ＝３４Ｈｚ，２ＯＨ），４３７（１Ｈ，ｄ，Ｊ＝
１０９，６２Ｈｚ，Ｈｂ１″），４３６（１Ｈ，ｓ，６ＯＨ），
４３４（１Ｈ，ｓ，２″ＯＨ），４１７（３Ｈ，ｓ，５ＯＣＨ３），
３９４（１Ｈ，ｄｄ，Ｊ＝６２，２８Ｈｚ，Ｈ２″），３６９（１Ｈ，
ｄｄ，Ｊ＝１１５，２７Ｈｚ，Ｈａ６），３４４（１Ｈ，ｍ，Ｈｂ
６），３２５～３０７（３Ｈ，ｍ，Ｈ３，４，５），３０１
（１Ｈ，ｍ，Ｈ２），１２３（３Ｈ，ｓ，３″ＣＨ３），１１１

·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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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Ｈ，３″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１００ＭＨｚ）δ：

１５９８（Ｃ２），１４９７（Ｃ７），１４６４（Ｃ２′），１４４３（Ｃ
５），１４３２（Ｃ９），１３９９（Ｃ４），１２６３（Ｃ８），
１１４６（Ｃ６），１１２７（Ｃ３），１０７１（Ｃ１０），１０５９
（Ｃ３′），１０２０（Ｃ１），８２９（Ｃ３″），７６９（Ｃ１″），
７６７（Ｃ２″），７５３（Ｃ３），７５６（Ｃ５），７３９（Ｃ
２），７０２（Ｃ４），６１６（Ｃ６），６０７（５ＯＣＨ３），
２７４（３″ＣＨ３），２５５（３″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
道一致［７］，故鉴定化合物６为叔ＯβＤ吡喃葡萄糖
基白当归素。

化合物 ７：白色粉末（乙腈
#

水）；ＥＳＩＭＳｍ／ｚ
４２５［Ｍ＋Ｈ］＋；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
８０３（１Ｈ，ｄ，Ｊ＝９５Ｈｚ，Ｈ４），７６９（１Ｈ，ｓ，Ｈ
５），６９３（１Ｈ，ｓ，Ｈ８），６２７（１Ｈ，ｄ，Ｊ＝９５Ｈｚ，
Ｈ３），５２５（１Ｈ，ｄ，Ｊ＝６６Ｈｚ，Ｈ３′），５２４（１Ｈ，
ｓ，３′ＯＨ），５０１（１Ｈ，ｓ，２″ＯＨ），４９３（１Ｈ，ｓ，
３″ＯＨ），４８８（１Ｈ，ｓ，４″ＯＨ），４５３（１Ｈ，ｄ，Ｊ＝
６６Ｈｚ，Ｈ２′），４５２（１Ｈ，ｄ，Ｊ＝７７Ｈｚ，Ｈ１″），
３３６（２Ｈ，重叠峰，Ｈ６″），３１６（１Ｈ，ｓ，Ｈ３″），
３０６（１Ｈ，ｍ，Ｈ４″），３０５（１Ｈ，ｍ，Ｈ５″），２８８
（１Ｈ，ｍ，Ｈ２″），１４７（６Ｈ，ｓ，２×４′ＣＨ３）；

１３Ｃ
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１６２２（Ｃ７），１６０３
（Ｃ２），１５６０（Ｃ９），１４４８（Ｃ４），１２８５（Ｃ６），
１２５６（Ｃ５），１１２７（Ｃ１０），１１１７（Ｃ３），９７６（Ｃ
１″），９７２（Ｃ８），９１８（Ｃ２′），７７４（Ｃ３′），７６８
（Ｃ３″），７６６（Ｃ５″），７３３（Ｃ２″），７００（Ｃ４″），
６９８（Ｃ４′），６０７（Ｃ６″），２４５（３″ＣＨ３），２２７（３″
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

［１４］，故鉴定化合

物７为（２′Ｒ，３′Ｓ）３′羟基紫花前胡苷。
化合物８：油状物（丙酮）；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８７［Ｍ＋

Ｎａ］＋；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４００ＭＨｚ）δ：８１５（１Ｈ，
ｄ，Ｊ＝９６Ｈｚ，Ｈ４），８１１（１Ｈ，ｄ，Ｊ＝２２Ｈｚ，Ｈ
２′），７６９（１Ｈ，ｓ，Ｈ５），７０９（１Ｈ，ｄ，Ｊ＝
２２Ｈｚ，Ｈ３′），６４４（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３），
５６２（１Ｈ，ｄ，Ｊ＝７５Ｈｚ，Ｈ１″），５５３（１Ｈ，ｄ，
Ｊ＝５０Ｈｚ，４″ＯＨ），５１５（１Ｈ，ｄ，Ｊ＝３６Ｈｚ，３″
ＯＨ），５０３（１Ｈ，ｂｒｓ，２″ＯＨ），４３４（１Ｈ，ｔ，Ｊ＝
５６Ｈｚ，Ｈａ６″），３５３（１Ｈ，ｄｄ，Ｊ＝１１６，４９Ｈｚ，
Ｈｂ６″），３３９（２Ｈ，重叠峰，Ｈ３″，５″），３２１（２Ｈ，
ｂｒｓ，Ｈ２″，４″）；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１００ＭＨｚ）δ：
１６０１（Ｃ２），１４８０（Ｃ２′），１４６３（Ｃ７），１４５４（Ｃ
４），１４２３（Ｃ９），１２８９（Ｃ８），１２６１（Ｃ６），

１１６５（Ｃ１０），１１４４（Ｃ３），１１４２（Ｃ５），１０７１
（Ｃ３′），１０２１（Ｃ１″），７７７（Ｃ５″），７６９（Ｃ３″），
７４１（Ｃ２″），６９８（Ｃ４″），６０７（Ｃ６″）。ＮＭＲ数据
与文献报道一致［７］，故鉴定化合物８为花椒毒酚８
ＯβＤ吡喃葡萄糖苷。

化合物 ９：白色粉末（乙腈
#

水）；ＥＳＩＭＳｍ／ｚ
２９０［Ｍ＋Ｎａ］＋；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４００ＭＨｚ）δ：
８３６（１Ｈ，ｓ，Ｈ２），８１４（１Ｈ，ｓ，Ｈ８），７３６
（２Ｈ，ｂｒｓ，ＮＨ２），５８８（１Ｈ，ｄ，Ｊ＝６１Ｈｚ，Ｈ
１′），５４７（１Ｈ，ｄ，Ｊ＝５７Ｈｚ，２′ＯＨ），５４４（１Ｈ，
ｍ，３′ＯＨ），５２１（１Ｈ，ｄ，Ｊ＝３８Ｈｚ，４′ＯＨ），
４６４（１Ｈ，ｑ，Ｊ＝５５Ｈｚ，Ｈ２′），４１５（１Ｈ，ｄ，
Ｊ＝２８Ｈｚ，Ｈ３′），３９７（１Ｈ，ｄ，Ｊ＝２６Ｈｚ，Ｈ
４′），３６８（１Ｈ，ｍ，Ｈａ５′），３５６（１Ｈ，ｍ，Ｈｂ
５′）；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５６２（Ｃ６），
１５２４（Ｃ２），１４９０（Ｃ４），１３９９（Ｃ８），１１９３（Ｃ
５），８７９（Ｃ１′），７３４（Ｃ２′），７０６（Ｃ３′），８５９
（Ｃ４′），６１７（Ｃ５′）。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
致［１５］，故鉴定化合物９为腺苷。

化合物 １０：淡黄色针晶（甲醇），ｍｐ１１８℃；
ＥＩＭＳｍ／ｚ３３４［Ｍ］＋；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
８１２（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４），７６３（１Ｈ，ｄ，Ｊ＝
２３Ｈｚ，Ｈ２′），７０１（１Ｈ，ｄ，Ｊ＝２３Ｈｚ，Ｈ３′），
６２８（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３），４６０（１Ｈ，ｄｄ，
Ｊ＝１０２，２７Ｈｚ，Ｈａ１″），４２６（１Ｈ，ｄｄ，Ｊ＝
１０２，７９Ｈｚ，Ｈｂ１″），４１８（３Ｈ，ｓ，５ＯＣＨ３），
３８３（１Ｈ，ｄｄ，Ｊ＝７９，２７Ｈｚ，Ｈ２″），１３２（３Ｈ，
ｓ，３″ＣＨ３），１２８（３Ｈ，ｓ，３″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６０２（Ｃ２），１５０１（Ｃ７），
１４５２（Ｃ２′），１４４８（Ｃ５），１４３９（Ｃ９），１３９５（Ｃ
４），１２６８（Ｃ８），１１４５（Ｃ６），１１２８（Ｃ３），
１０７５（Ｃ１０），１０５３（Ｃ３′），７６１（Ｃ２″），７６０（Ｃ
１″），７１５（Ｃ３″），６０７（５ＯＣＨ３），２６６（３″ＣＨ３），
２５０（３″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

［６］，故鉴

定化合物１０为白当归素（ｂｙａｋａｎｇｅｌｉｃｉｎ）。
化合物１１：淡黄白色粉末（甲醇）；ＥＩＭＳｍ／ｚ

２８６［Ｍ］＋；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８１９（１Ｈ，
ｄ，Ｊ＝９６Ｈｚ，Ｈ４），７６０（１Ｈ，ｂｒｓ，Ｈ２′），７１９
（１Ｈ，ｓ，Ｈ８），６９７（１Ｈ，ｂｒｓ，Ｈ３′），６３０（１Ｈ，
ｄ，Ｊ＝９６Ｈｚ，Ｈ３），５２０（１Ｈ，ｂｒｓ，Ｈｂ４″），
５０６（１Ｈ，ｂｒｓ，Ｈａ４″），４５３（１Ｈ，ｄｄ，Ｊ＝６８，
３４Ｈｚ，Ｈ２″），４４６（１Ｈ，ｄｄ，Ｊ＝９６，２０Ｈｚ，

·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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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ｂ１″），４３９（１Ｈ，ｄｄ，Ｊ＝９６，２０Ｈｚ，Ｈａ１″），

１８４（３Ｈ，ｓ，３″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

δ：１６１２（Ｃ２），１５８１（Ｃ７），１５２６（Ｃ９），１４８４
（Ｃ３″），１４５３（Ｃ２′），１４３２（Ｃ５），１３９２（Ｃ４），
１１４１（Ｃ６），１１３４（Ｃ３），１１２８（Ｃ４″），１０７３（Ｃ
１０），１０４７（Ｃ３′），９４７（Ｃ８），７５６（Ｃ２″），７４２
（Ｃ１″），１８７（３″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的一

致［１０］，故鉴定化合物１１为栓翅芹烯醇。

４　讨论

本文报道的化合物１、２、１０和１１曾从杭白芷
鉴定［１３］，其他化合物则是对杭白芷化学成分的必要

补遗。１１个化合物中，除化合物９外，其他化合物
皆为线型呋喃香豆素类，且以苷类化合物为主。

迄今，我们已从杭白芷中系统地鉴定了６１个化
合物［１２１３］，其中５１个为香豆素类化合物，已有研究
表明它们中的１２个在大鼠口服后可吸收入血、具有
良好的药代动力学性质［１６］，且主要成分如欧前胡

素、异欧前胡素、珊瑚菜内酯、白当归素、香柑内

酯等具有良好的生物学活性［８，１３］，白当归素为特征

性成分。提示它们是杭白芷潜在的生物活性

物质［１７１８］。

据 《济生方》记载，明朝时期遂州（今四川省

遂宁市）有席、黄、吕、旷四大家族，分别从江浙带

回种籽，试种后立即成功，于是在家族内推广，种

植面积逐年扩大，迄今已有 ４００～６００年的栽培历
史。现今，我国已在遂宁建立白芷规范化种植基地。

与前报川白芷的化学成分［６９］比较，杭白芷与川白芷

的化学成分几乎相同。 《图经本草》描述 “白芷生

河东川谷下泽，今所在有之，吴地尤多”。宋代的

《本草衍义》描述 “出吴地者良”，宋朝时，杭州的

香白芷等１３味药材列为贡品。可见杭州自宋代就是
白芷的道地产区之一，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目前，

由于杭州城区扩大及经济发展，杭白芷主产区已不

再是以前的杭州，而是迁移到离杭州较远的磐安、

东阳一带，杭白芷种植面积逐渐缩小，杭州市栽种

的白芷已基本绝迹，供不应求，本文化学成分研究

结果提示川白芷可代替杭白芷应用，有待于通过生

物活性实验进一步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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